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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司徒瑜 记者 李晓明）1月 11
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京评选出 2012年度十大科
技进展。世界首幅数字化 1∶500万国际亚洲地质
图编制完成，Hf同位素填图揭示青藏高原南部地
壳生长过程与成矿作用，柴达木盆地科学钻探工程

揭示古环境变化与成矿过程等 10项地质科学领域
的科技进展入围。此外，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
专项成功实现了技术创新与重大科学发现并举，在
多个领域与国际同步，被评选为年度特别进展。

据了解，上述十大科技进展是从 1025项执行

项目筛选、推荐的 22个优秀项目中评选产生。来
自国土资源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地震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等部门的 54位院士、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
对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

地科院 2012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揭晓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
记者日前从中科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获悉，该所博士
杨剑在导师杨君兴研究员
和陈小勇副研究员的指导
下，阐明裂腹鱼属鱼类在
云贵高原的演化过程，并
构建了云贵高原地区较为
完整的裂腹鱼属鱼类系统
进化树。该研究发表于《动
物系统与进化研究》。

据杨剑介绍，裂腹鱼
属是特产于亚洲高原地区
的鲤科鱼类。所谓“裂腹
鱼”，是因为它的腹部肛门
和臀鳍两侧各有一排较大
的排列整齐的鳞片，两排
鳞片之间有一条明显的裂
缝，初看起来像是肚子裂
开一样，故名裂腹鱼。

裂腹鱼类是青藏高原
及其周边地区的特有鱼
类，它们随着青藏高原的
形成而出现，裂腹鱼的演
化过程与青藏高原的形成
和发展息息相关。青藏高
原强烈隆起及其相伴的差
异运动，直接影响了云贵
高原水系格局的形成、河
流袭夺。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

裂腹鱼属鱼类在云贵高原
地区的历史生物地理学过程，我们重点加强了
云贵高原地区该属鱼样本的收集，构建了这一
地区较为完整的裂腹鱼属鱼类的系统进化树。”
杨剑说。

研究结果表明，系统进化树不支持裂腹鱼属
鱼类亚属的划分；不同种类 Cyt b基因序列的最
大遗传距离为 11.2%；怒江和澜沧江的个体以较
高的支持率聚成一单系；伊洛瓦底江水系与雅鲁
藏布江的个体以较高的支持率聚成一单系。

同时，该研究还识别了泛金沙江群体（金沙
江、元江、南盘江、北盘江）这一新地理单元群
体；系统进化树不支持长江第一湾为袭夺湾的
观点，古金沙江入古红河可能不经剑川—洱海
线路。起源于 360万年前的青藏运动是横断山
区各大水系发育的主要力量，也是该地区裂腹
鱼属鱼类成种的主要时期。

姻本报记者李洁尉通讯员王泽冰黄爱成
“挑战权威往往比发现新东西更难。”
近日，对记者谈起不久前在国际期刊《柳叶

刀—肿瘤学》上发表的鼻咽癌研究结果时，中山大
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马骏不由作此感慨。

历时 6年，马骏和他的团队终于证实：国际通
行的晚期鼻咽癌标准治疗方案 PF辅助化疗不能
使患者受益。而且，他们还发现了鼻咽癌预后标志
分子，为个体化治疗奠定了基础。

临床医生的困惑

鼻咽癌中晚期患者的标准化治疗方案，源于
1998年美国的治疗指南，即同期放化综合治疗
时，辅以 3个疗程的 PF方案辅助化疗。

然而，这个号称可以提高 31%生存率的方案，
却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其毒
副作用引发胃肠道不适、咽膜炎甚至肾功能衰竭
而威胁生命，导致 40%以上的患者无法按计划完

成治疗。同时，该方案治疗时间增加 3个月、费用
增加 2000美元。

这就是该课题组核心成员之一的陈磊反复提
及的“临床医生的困惑”。

但是，由于标准治疗方案的权威性及临床试
验工程的浩大，国内外一直没有团队敢于挑战这
一方案。

马骏课题组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把权威方案拉下马

这一契机来自于中山大学的“5010计划”，马
骏的团队得到了该计划的全额资助，他们得以放
开手脚、挑战权威。
作为国际最大宗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病人前

瞻性的随机试验，课题组将 508例病人随机分为
试验组与对照组。试验组为同期放化疗加 3个疗
程的辅助化疗，即采用标准治疗方案；对照组则单
纯使用同期放化疗。

经过近 38个月的随访，课题组发现，两组病
人在总生存率、远处转移和局部复发上并无显著
差异。这表明，PF辅助化疗并不能提高患者的生
存率，反而产生毒副作用，增加治疗成本。也就是
说，作为晚期鼻咽癌这一群体，并不能从辅助化疗
中整体受益。
然而，挑战权威并非易事。在论文评审之初，

这一结果便受到过质疑。
但是，马骏他们最终以科学可靠的数据折服

了评委。该论文被确定为“必读类医学文献”，属于
医学文献中少于 2%的顶级文献。该研究也开始影
响鼻咽癌临床治疗，欧洲医疗指南已决定不再采
用 PF辅助治疗。
通行 14年的标准治疗方案终被推翻。

个体化治疗迈出第一步

有“破”还须有“立”。中晚期鼻咽癌的预后效果
差、复发转移几率高等难题，仍困扰着每个成员。
马骏表示，鼻咽癌个体化治疗方面明显落后

于肺癌等，主要原因在于无预后标志物。寻找标志
分子，构建良好的预后模型迫在眉睫。
经过 3年多对 465例病理的研究分析，课题

组发现了一种由 5个miRNA构成的分子标签能
很好地预测鼻咽癌患者的预后。也就是说，如果患
者被发现携带该标志物，则复发和转移的危险性
较高。课题组根据该分子标志物与临床医学研究，
构建了一个新的预后评分模型。实验证明，它对患
者危险性的预测能力明显优于现有的单纯 TNM
临床分期。

预后标志分子的发现，促使鼻咽癌治疗从循
证医学模式向个体化治疗模式转变。这意味着，鼻
咽癌治疗可根据患者的个体性差异，筛选出复发
转移几率高的个体，进行针对性治疗，预期可将中
晚期患者的生存率提高 10%以上，而检测费用只
需 800元。这是鼻咽癌个体化治疗迈出的“第一
步”，为未来相关靶向药物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马骏透露，相关靶向药物已经获得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正在进行临床一期试验，
目前情况乐观。

权威？没啥好怵的！
我国科学家推翻鼻咽癌治疗国际标准方案

简讯

本报讯（通讯员崔瑛 记者杨清波）1 月 10
日，记者从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获悉，由
该院和重庆市气象局合作的“精细化天气数值
天气预报系统”，在今年汛期来临前将正式投入
运行。这也是该院的 25万亿次超级计算机首次
系统性应用。
据了解，重庆市气象局去年启动了精细化数

值天气预报系统建设工作，该系统的建成将显著
提高重庆市天气预报和各种专业气象服务水平，
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短信、报纸等途径，为社会公
众提供更加准确和更加精细化的气象信息服务。
重庆市气象科学研究所与中科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高性能计算应用研究中心、美国俄
克拉何马大学风暴分析和预测中心等进行的该项
合作，将利用各方在数值天气预报技术和超级计
算机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研究、开发、建立精细化
数值预报系统，相关研究开发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超级计算
机应用研发中心主任张矩告诉记者，“重庆超级
计算中心”分三个阶段建设，首期已实现每秒 25
万亿次运算能力，今年 8月将实现运算速度每秒
100万亿次，预计到 2015年，超级计算机整体研
发完成后形成十亿亿次超级计算能力，有望成为
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重庆市气象局科技与预报处副处长向鸣称，
超级计算机的速度更快，如强雷暴等短时极端天
气，有可能不到 1个小时就能计算预测出来，从
而更早进行更精确预警。

超级计算机将为
重庆天气预报出力

北京中关村成立团工委青年联合会

本报讯 1月 10日，共青团中关村科技园区
工作委员会、中关村青年联合会在京正式成立。

中关村青联按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能源环保与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产
业领域划分界别，各界别委员人选以中关村示范
区的优秀青年企业家为主体，涵盖相关领域各类
机构的优秀青年人才。中关村青联第一届 168名
委员中，36名为“千人计划”、北京“海聚工程”等
高层次人才。

北京市委常委陈刚表示，中关村在自主创新
方面是示范和标杆，中关村团工委、中关村青联
也要致力于促进自主创新工作。 （郑金武）

智慧城市发展促进工作联盟成立

本报讯 1月 11日，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促进
工作联盟在京成立。该联盟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化推进司的指导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
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
起成立，旨在透析智慧内涵、完善服务链条，打造
产业整合、力量会聚、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智慧城
市工作平台。
目前，该联盟已汇集了北京、上海、广州等 17

个地方城市以及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东软集团、
大唐电信、太极计算机、软通动力、宽带资本等十
余家主流信息与通讯企业的力量，计划组织开展
智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智慧城市重点领域
建设指南编制、智慧城市培训和体验中心搭建、智
慧城市产业政策和标准体系研讨等工作，为我国
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支撑。 （陆琦）

沼气全面替代用能项目在豫启动

本报讯 1月 12日，由河南农业大学主持，农
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河南龙达科
贸公司等 5家单位协作承担，2013年度公益性行
业（农业）科研专项“沼气全面替代农户家庭商品
用能的组合设备及技术研究”在郑州启动。

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全国教授介绍说，该
专项计划开发出适应农村地区多原料的高效沼
气发酵工艺，构建集成示范；研发沼气纯化罐装
工艺与储气装置，实现天然气替代；开发出分散
式户用沼气用具智能化集成控制系统，实现户用
沼气用具的智能化、自动化控制；开发以联户式
供气为特征的中小型沼气发电技术及装备研究，
实现农村地区的联户供电；构建适用于农村地区
推广使用的沼气电热冷联供模式，并建立示范。

（史俊庭）

航空特殊人才健康管理体系建立

本报讯 1月 11日，一项针对特殊人才的健
康管理及医疗体系在北京航空总医院正式启动，
这项计划以我国航空领域特殊一线岗位人才为
主要服务对象，面向国防工业，服务社会各界高
端人才，并将延伸至普通社会大众。

新授牌成立的中航工业健康管理中心主任肖
峰介绍，一线管理及科研人员科研任务重、工作压
力大，有相当部分人员身体健康透支。尤其是重点
型号任务均为封闭式管理，缺乏有效的医疗服务，
许多人面临着健康风险。新体系建成后，科研人员
将享受到体检、咨询、诊断、治疗、急救等全方位的
高端健康管理和医疗保障服务。
此外，该体系还将进行外场试验、重点型号现

场、试飞的医疗保障条件建设，通过建立医疗团
队，购置急救、抢救车辆，配备医护人员等，满足外
场同时出动 6～8支队伍的医疗需求。 （丁佳）

河南矿山空间信息技术
重点实验室立项

本报讯 1月 11日，从河南理工大学传来消
息，该校测绘学院申报的“矿山空间信息技术”省
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立项建设。

该实验室将以矿山空间信息获取、处理理论
与方法为重点，在矿区形变监测与采动损害防
护、空间定位与导航应用基础、矿区环境遥感与
灾害监测、矿山空间信息处理与应用服务等方向
开展研究。实验室将为矿产资源绿色开采、矿区
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测绘科技进步、煤矿企业的
信息化水平提升发挥作用。 （谭永江徐春浩）

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石塘镇双坪村一家养殖场，生猪在生物发酵床上温暖过冬。
今年全州县遭遇罕见低温袭击，当地部分生猪养猪户采用生物发酵床、保温灯养殖等技术，确保生

猪温暖过冬。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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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陆琦
“他对物理学实验的高度重视，对完美实验

的不懈追求，以及他严谨细致的学风，通过他的
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
对于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

洱来说，“两弹一星”元勋、两院院士王大珩是其
走上科研道路的领路人。
“正是他把我引进了物理学的门，并给我打

好从事物理科学事业的基础。”
1950年，陈佳洱中学毕业。由于父亲追求思

想进步，一定要让他报考老解放区的大学，于是，
16岁的陈佳洱进入了大连工学院电机系学习。
王大珩当时担任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主

任，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实验训练，亲自带实验课。
王大珩常说：“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要学好物理，首先要做好实验。”
作为班上的物理课代表，陈佳洱暗下决心，

一定要带头把物理实验课上好。
不过，大一新生陈佳洱中学物理实验的基础

训练不足，而王大珩对学生实验的要求又非常严
格，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出一个好的实验来，实在
是难上加难。

陈佳洱记得，一年级下学期上光学实验课，
刚到实验室，就见王大珩坐在大门口等着，他要
向每个学生提问，比如本次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准备观察哪些物理现象、采集哪些数据等等。学
生只有把问题一一回答正确了，并把事先准备
好的实验数据记录表让他审核通过了，才能进
实验室做实验。做完实验后，王大珩还要亲自检
查每个学生的实验结果，结果不好的就退回去
重做。最后，他根据各个学生实验的总体情况进
行打分。

要从王大珩这位严师手上拿到一个 5分，实
在太难了。所以，学生们私下约定：谁得了 5分，
就请客吃花生米庆祝。

陈佳洱为了得 5分，每次实验前都努力做好
预习，对每次实验的目的、任务和方法都要琢磨
好几遍，才敢进实验室。
“那个学期，我有幸请了 3次花生米。”陈佳

洱至今觉得那时的花生米是最好吃的。
王大珩认为，物理学是整个现代科技的基

石，工科学生如果缺乏物理学的素养，就必然会
大大限制其将来在科技与工程事业上的创造能
力。因此，他鼓励大连工学院念完一年级的学生
到物理系学习。他在动员中阐述的物理学对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和影响，深深打动了年轻
人的心，包括陈佳洱在内的不少学生踊跃报名。
经过严格挑选，近 300名一年级学生中挑选

出了约 30名到物理系，按物理专业的要求进行
培养。陈佳洱有幸被选中，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
的物理事业。
“大珩老师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培养了

我进行科学实验的能力和严谨学风，更引起了我

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陈佳洱说。
王大珩不仅在大学里培养青年学子，对已经

走出校门从事科技工作的弟子们，也仍不断地关心
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引导和鼓励他们茁壮成长。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陈佳洱当选中国科协

常委、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当时王大珩是中国科
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王大珩带领他们学
习邓小平理论，开展科普工作，传播科学思想和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还努力把科协建设成科学
家之家。到了 90年代，陈佳洱当选北京市科协第
五、六届主席，每次去看望王大珩，王大珩还不断
关心和指点他如何做好北京市科协的工作。

2004年，王大珩已是近 90岁高龄的老人，当
电视台采访陈佳洱时，他还作为嘉宾特别录了一
段视频，鼓励陈佳洱继续献身物理事业，令陈佳
洱感动万分。
“大珩恩师对我的师恩，我终身难忘。”陈

佳洱说。

陈佳洱忆王大珩———

“他把我引入物理学大门”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 王卉）近日，以“人人可
以参与的开放知识环境”为主题的林超地理博物
馆（网络版）2012年会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举行。

林超地理博物馆以我国地理学家、原北京大
学教授林超的名字命名，是一座通过计算机网信
息完全开放的综合性、公益性博物馆，该馆建设于
2011年 10月 30日启动。林超博物馆（网络版）由
国际地理联合会、国际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和中

国地理学会联合举办。
该博物馆在启动建设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展

厅、地理学家展厅、区域地理展厅（青藏高原展厅
率先启动）、太空与地球观测展厅的基础上，同时
建设了“贡献者展厅”。

林超地理博物馆（网络版）建设工作组主任、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刘闯表示，该博
物馆的建设过程，也是地理科学与艺术、数据科学
与信息通讯技术的融合过程。

“林超地理博物馆（网络版）为弘扬和学习地
理科学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知识环境平台。通过浏
览馆藏，公众可以提高对地理和地球科学的认识
并培养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意识。”中科院院士郑
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林超地理博物馆（网络版）为我国其他数字

化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是科学
技术服务于科学、教育和社会的有益探索。”中科
院院士孙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人可以参与的开放知识环境

林超地理博物馆开启网络版时代

我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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