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3月 14 日 星期二 Tel：（010）62580617

国际 INTERNATIONAL

主编：赵路 编辑：胡璇子 校对：何工劳 E-mail押lzhao＠stimes.cn

2

夯实基础做创新

近几年，每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
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陈凯先几乎
都要提到药物研发和基础研究的问题。今年，这
一话题仍是他关注的重点。

“我国药物研制还处在‘跟跑’状态，创新性
依然不够。”陈凯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陈凯先看来，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关键
要加强基础研究。“过去，我们跟跑国际前沿，以
仿制药为主；现在，我们发明了新药，有了自己
的知识产权，但是很多化学结构、作用机理和靶
点依然是由国外最先发现的。”陈凯先说。

在促进原始创新方面，张新民则建议，要
“交叉融合”，并“持之以恒”。

“作为科技国家队，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学
科交叉。”张新民建议，例如可以把宇宙演化的
天文学和物质基本结构的物理学结合起来，“这
是极大和极小的两个领域，过去一二十年，正是
因为人类将一大一小结合在一起考虑，才提出
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方向”。

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
出来的，我们不能急躁，不能做‘运动式’科研。”
张新民说，“通过过去一年的规划，我国在引力
波探测上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路线图，接下来就
是要‘集中力量’‘持之以恒’。”

集中力量办大事

如今，张新民工作中有三件事：一是像从前
一样，继续致力于粒子物理和宇宙学基础研究；
二是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为科技体制改革
建言献策；三是做阿里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带着
团队来往于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院所和大学，
为项目吸引和集中最优质的智力资源。

在张新民及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阿里
项目集结了国内物理和天文学领域的雄厚科研
实力。阿里引力波项目由高能所牵头，国家天文
台、上海微系统所、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等诸多国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与其中。

其实，在中科院，类似的“集结”还有很多，
这在空间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空间
科学刚刚起步。”两会前的一次科普讲坛上，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相里斌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
“起步”得益于中科院主导的空间先导专项的

实施。2010 年，国务院批准了“空间科学先导专
项”，该专项于 2011 年 1 月正式启动，成为我国自

“双星计划”之后集中开展的空间科学探索项目。
项目计划的 4 个卫星任务，无一不是通过整合中
科院内外科研团队、凝聚优质资源而诞生的。

相里斌介绍，如今，暗物质卫星已经完成全
天区第一遍扫描，近期将向全世界发布暗物质粒
子卫星的探测成果。实践十号带回的 16 项科学
实验很多都是“世界首次”。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
科研团队正在进行拓展试验，若有所突破，科学
家有可能探索出一种目前人类还不可干扰、不可
探知的通信加密手段。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
星，将于年内发射。

不仅在空间科学领域，近年来，为整合资源、
凝聚方向，中科院推动机构改革，设立卓越中心、
大科学中心、创新研究院、特色研究所，2016 年，
中科院推动已立项和试点筹建的 46 个四类机构
落实各项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今，围绕着战略布局，中科院依然在改革
与发展中全力以赴，切实担当起科技国家队的
率先责任。

让科技国家队切实担当率先责任

尼安德特人在周围的环境中觅食，导致他
们的饮食彼此差异很大。

图片来源：Mauricio Anton/SPL

动态

本报讯 栖息在西班牙北部 El Sidron 洞穴
中的尼安德特人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然而在
他们于距今约 5 万年前死亡之前，他们一直以
蘑菇、苔藓和松子为食。其中一些人甚至可能用
植物和霉菌治疗自己的疾病。

而这些精准的肖像则是通过对 5 名尼安德
特人硬化牙菌斑中的脱氧核糖核酸（DNA）进
行分析得出的。

这项研究同时重建了来自一个已经灭绝的
古人类物种的首个微生物组，同时暗示现代人与
尼安德特人之间可能存在亲密行为，例如接吻。

联合领导该项研究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
学古微生物学家 Laura Weyrich 表示：“它真的
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场景，包括他们是谁，以及他
们的性格。”

德国耶拿市马普学会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
考古学遗传学家 Christina Warinner 对于研究人
员重建微生物组的工作表示赞扬。Warinner 说，
尼安德特人的口腔似乎曾被与现代人截然不同
的微生物所占领的事实意味着“我们真的只是

知道人类微生物学的皮毛而已”。
20 多年前，这项研究的联合作者、英国利

物浦大学 Keith Dobney 和阿德莱德大学 Alan
Cooper 最初试图对这种古人类牙齿上钙化的
牙斑层（又被称为结石）中的 DNA 进行测序。
两位科学家曾希望由此了解尼安德特人的饮食
与疾病情况，然而痕量污染掩盖了任何尝试识
别古代微生物和食物的想法。

如今，对古代 DNA 分析技术的改进使得
测定这些痕量序列成为可能，从而让大量古代
牙结石走进了科学家的视野。

在 2013 年的一项研究中，由 Cooper 率领的
研究团队通过对牙结石进行测序，发现了主要饮
食结构变化引发的人类口腔微生物的巨变，其中
包括距今约 1 万年前的稳定农业生产的出现使
得淀粉食物大量增加，以及 19 世纪工业革命期
间，加工面粉和糖被引入到人们的饮食结构中。

Weyrich 的研究团队比较了来自 El Sidron
洞穴和比利时 Spy 洞穴中的尼安德特人的牙结
石 DNA。分析结果表明，后者似乎以披毛犀和

野绵羊为食，而前者则更偏爱植物。同时两种尼
安德特人都吃蘑菇。

然而，德国图宾根大学古生物学家 Herve
Bocherens 对于牙结石 DNA 能鉴别食物和饮食
差异表示怀疑。尼安德特人所食用的已经灭绝的
植物和动物 DNA 在数据库中往往是匮乏的，而
之前的研究表明，上述两种尼安德特人都吃肉。
Bocherens 表示：“现在我不会考虑最终的结论。”

研究人员还发现，El Sidron 洞穴中的尼安
德特人可能利用植物进行自我治疗。杨树（包含
水杨酸）DNA 和青霉菌（青霉素的来源）存在于
一名尼安德特人的牙齿上。Weyrich 怀疑他们
曾试图治疗牙齿脓肿以及细菌感染。

而一种名为口短杆菌的微生物的遗传证据
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因为这种微生物也存在
于现代人的口腔中。基因组比较表明，在人类最
后一个共同祖先出现十几万年后，这种微生物
的现代世系与尼安德特人分道扬镳。这意味着
古细菌曾在这两个人种之间传播。

“如果你要在物种之间交换唾液，那么他们

可能是接吻，或者至少是分享食物。”Weyrich
说，“这表明，这些交流可能比我们之前所想的
亲密得多。”

尼安德特常作为人类进化史中间阶段的代
表性居群的通称。因其化石发现于德国尼安德
特山洞而得名。尼安德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祖先
的近亲，从 12 万年前开始，他们统治着整个欧
洲、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但在 2.4 万年前，
这些古人类却消失了。2009 年，尼安德特人基
因组图发布。2010 年，一项为尼安德特人基因
组测序的研究结果表明：就现代分布于中东和
欧洲的人类而言，有 1%至 4%的尼安德特人
DNA。2014 年 2 月，根据考古学家们公布的一
项研究结果，发现尼安德特人的 DNA 序列和
现代人类的 DNA 序列非常相似。 （赵熙熙）

土星卫星外形怪异像煎饺

本报讯 天文学家近日发现，土卫十八（潘）是土
星最内侧的一颗卫星，有着怪异的外形。基于远距
离拍摄的图像，研究人员曾认为它像一颗胡桃或一
个飞碟。美国宇航局（NASA）日前公布了由卡西尼
号探测器拍摄的潘的超清图像。

从图中可以看出，潘的外形独特———球状岩石
天体的赤道区域有一圈突出的圆环，看上去更像一
只煎饺或肉馅卷饼。研究人员表示，该卫星在土星
A 环的恩克环缝中运行，并不断从中吸引物质，因此
这个突出的圆环可能是自潘形成之初就开始慢慢
积累起来的。

目前，科学家还未估算出潘的圆环直径和高
度。如果构成这个圆环的材料十分松散，不是以某
种方式聚合在一起，那该环不太可能维持目前的陡
度，除非这颗卫星的引力非常弱。

日前，卡西尼号还在与土卫三十五 （达佛涅
斯）仅有 5 英里的距离上拍摄后者“身影”。图片
显示，这颗卫星就像三明治一样夹在基勒环缝之
间。这些图片可能是卡西尼号最后一次掠过土星
卫星拍摄的珍贵画面———今年下半年，卡西尼号
将坠落土星。 （唐一尘）

研究显示
寨卡病毒还会引起心脏疾病

新华社电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寨卡病毒除了感
染孕妇后可能导致胎儿出现小头畸形外，还可能对
心脏造成严重伤害，包括引起心血管并发症和心衰
竭等。

在近期召开的美国心脏病学会第 66 届科学年
会上，来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数
据显示，这项研究中有 9 名无心血管病史的成年寨
卡病毒感染者，除一人外，其余 8 人均出现心律问
题，其中 6 人还出现心衰征兆。

过往研究已证实，孕妇感染寨卡病毒后可能导
致新生儿小头症。此外，这种病毒还会导致名为格
林—巴利综合征的成年人神经系统疾病，症状包括
肌肉萎缩等，严重时可致瘫痪。

上述 9 名患者平均年龄 47 岁，其中有 6 名女
性。他们因疑似感染寨卡病毒而入院观察两周，其
间出现多种因心脏问题引起的症状，最常见的是心
悸、气短和易疲劳，最后测试结果确诊 9 人均感染
寨卡病毒。经针对心衰和心房颤动治疗后，病人心
脏问题虽未痊愈，但病情有所好转。

“我们已经了解像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等由蚊
子传播的疾病会引起心脏问题，因此推断寨卡病毒
也许会有类似的影响，但没想到寨卡病毒对心脏的
伤害要严重得多。”主导这项研究的美国梅奥诊所
卡琳娜·冈萨雷斯·卡尔塔博士说。

研究人员据此提醒说，无论是患者还是医护人
员，不要只关注已知的寨卡症状，而忽略了病毒和
心脏疾病之间的联系。相关研究进展将发表在《美
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周刊网络版上。

马斯克建议
用电池组解决南澳供电危机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机构近日公
布的一份电力调查报告让南澳大利亚州供电问题
成为澳媒体关注焦点，也吸引了美国特斯拉汽车公
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关注，他建议安装电
池组保障供电安全。

2016 年 9 月 28 日，多年不遇的强风和暴雨袭
击南澳大利亚州，破坏了电力基础设施并导致全州
电力供应中断；今年 2 月 9 日，阿德莱德市连续高
温导致用电紧张，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机构不得
不对部分地区断电，使 4 万民众受到影响。

对此马斯克说，特斯拉将为南澳州提供解决方
案。特斯拉公司表示，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允许，那么
他们将在 100 天之内为南澳州安装 100 兆瓦至 300
兆瓦的新型 Gigafactory 电池组，以防南澳州再次发
生大面积断电事故。特斯拉公司称，目前公司还没
有 300 兆瓦电池组，不过正在生产。 （赵博）

量子计算机
学会“识树”

科学家正在训练量子计算机辨识树木。这
听起来可能并不重要，但这个结果意味着研究
人员朝使用量子计算机解决复杂的机器学习问
题（如模式识别和计算机视觉）更近了一步。

通常，传统计算机已经能用复杂算法识别
图像中的模型，但需要大量的内存和处理器耗
能。这是因为传统计算机以二进制位（0 或 1）存
储信息，相反，量子计算机在亚原子级运行，使
用可以同时表示 0 或 1 的量子比特。理论上，使
用量子比特的处理器可以针对一系列特殊问
题，解决问题的速度比传统计算机快指数级。但
量子计算的特性以及编程量子比特的局限性使
计算机视觉等复杂问题难以解决。

近日，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物理学家 Ed-
ward Boyda 及其同事，使用一台 D 波 2X 量子
计算机，分析了数百张美国宇航局拍摄的卫星
图片。研究人员要求计算机识别若干特征———

色彩、饱和度和光反射率等，以确定图片上的像
素团是树木还是建筑物、道路或河流。之后，他
们让计算机回顾了分辨错误的案例，并不断调
整其用于确定树木的公式，最终成功训练其识
别树木，准确率达 90%。

研究人员近日将相关论文发表于《科学公
共图书馆—综合》期刊。虽然这项研究的结果只

比传统计算机针对同样问题的结果稍微准确一
点，但却表明科学家可以编程量子计算机以“看
到”和分析图像，并有可能使用它们解决需要繁
重数据处理的其他复杂问题。例如，为更准确的
气候预测奠定了基础。但在量子计算机被用于
解决复杂计算问题之前仍需大量研究。

（唐一尘）

科学此刻姻 姻

研究者帮助 D 波计算机学习分辨树木。 图片来源：Creative Commons

基因编辑或能加快作物驯化

本报讯 目前，在 30 多万种现存植物物种
中，仅 3 种———水稻、小麦和玉米，占据着人们

的食谱。部分原因是在农业历史上，突变让这些
农作物容易收割。但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
人员称利用 CRISPR 技术，人们不必再等待大
自然协助植物驯化。在近日刊登于《植物学趋
势》期刊上的一篇综述论文中，他们描述了基因
编辑如何让有营养、可持续种植的野生豆科植
物、藜麦或苋属植物更适合种植。

论文通信作者、植物学家 Michael Palmgren
提到，“在理论上，你如今能获得几千年农作物
驯化挑选出来的性状，例如苦味下降和容易收
割等，并且可以诱导其他植物发生这些突变。”

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已被成功用于加快驯
化被低估的农作物。例如，科学家利用化学突变
诱导垂枝的水稻植物发生随机突变，从而使得
它在成熟后能够紧紧抓住种子。

“人们如今吃的所有植物都是突变体，但

这些作物是人类经过几千年挑选出来的，而
且它们的突变是随机的。不过，利用基因编
辑，我们能培育出‘生物启发的有机体’，即我
们不想改进大自然，我们想要从大自然已制
造出的东西中获得启发培育出所需的有机
体。”Palmgren 说。

研究人员表示，该方法还有潜力解决与杀
虫剂使用和大规模农业生产对环境影响相关的
问题。例如，过量氮元素是一种常见的污染物，
然而，野生豆科植物通过与细菌共生，能将大气
中的氮转化为自身肥料。

这种加速作物驯化的策略也面临伦理、经
济和法律等问题。然而，公众意见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存在差异，因为这种方法并不从另一种有
机体中获得基因，而是剔除现存的基因。

（张章）

酵母菌或引发肠炎

本报讯 近日，刊登于《科学—转化医学》期
刊上的一项新研究显示，肠道中的一种酵母菌
可能会加剧克隆氏病，而阻断该真菌可令某些
炎性肠病患者减轻症状。

目前大约有 100 多万名美国人罹患炎性肠
病，尽管许多患者能用抗炎药物控制症状，但却
无法有效治愈。虽然人们已经知晓，共生微生物
对宿主健康有重要作用，而且存在真菌、古细菌
和病毒等诸多微生物群，但大多数研究只关注
了细菌。之前有研究在克隆氏病患者体内发现
了酵母酿酒菌，并且有近七成患者对酵母菌发
起免疫反应，这表明该真菌或与这种疾病的严
重程度有关，但对其与炎性肠病的具体关系则
鲜有关注。

为了找出答案，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病
理学系的 Tyson Chiaro 及其同事发现，酿酒
酵母菌株会加重患有结肠炎的小鼠模型的肠
道损伤。而且，实验结果显示，该酵母菌会导
致啮齿类动物肠道中尿酸量增加。之后，他们
给小鼠肠道中定植该酵母菌的动物别嘌呤醇

（这是减少尿酸生成的一种临床用药），发现
其肠道症状被逆转。

研究人员为了确定酵母菌能否在人体内
产生类似作用，对采自 168 名健康志愿者的
血清进行了检查；他们观察到，在尿酸浓度和
酿酒酵母循环抗体间存在着正相关。该研究
组表示，检测克隆氏病患者的尿酸和对酵母
菌的免疫反应，或能对靶向干预治疗提供帮
助。 （张章）

新研究发现
与年轻人猝死风险有关的基因

据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报告说，他
们发现了一个与年轻人猝死风险相关的基因，
有助于对相关人群进行风险筛查，加强预防并
减少猝死案例。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南非
等国同行在美国期刊《循环·心血管遗传学》上
报告说，他们发现，一个名为 CDH2 的基因如
出现某种变异可引起“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
病”，这是一种常影响 35 岁以下年轻人的遗传
性疾病，是导致看似健康的年轻人意外死亡的
重要“元凶”之一。

研究人员对一个南非家族进行了 20 年的跟
踪调查，这个家族受“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
影响，曾有多名年轻人猝死。研究人员对这个家
族中两名患者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在分析了超
过 1.3 万个基因变异后，最后确定 CDH2 基因上
的一种变异可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

如果一个人携带了 CDH2 基因的这种变
异版本，患“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的风险
就会上升。

图片来源：Palmgren 等

牙结石透露尼安德特人食谱
可能会自我医疗且与现代人关系密切

（上接第 1版）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激励创新者“大胆往前走”

（上接第 1版）
“所以要鼓励科研人员积极性，纠正改革过

程中发生的不正确的做法，使科研人员更好地
深入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曲久辉表示。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副所长潘锋介绍，中科院对于一些探索性的科
研项目已经营造了比较宽容的科研环境，给前
瞻性的科学研究和一些年轻科研人员探索的机
会。

“中科院已经开始将一部分经费直接拨给
研究所，而研究所法人有充分的自主权部署项
目。”潘锋介绍称，这些项目可以是前瞻性的、探
索性的，也可以是针对尚未有能力申请国家项
目的年轻科研人员所给予的支持。

对研究所自主部署的这类项目，研究所会
给科研人员更充分的空间。“这些项目也有可能
没做成，但没做成也是一种结果，证明这条路走
不通。”潘锋表示，不过对于中科院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这类重大项目，则一定要达到既定目
标。

潘锋认为，对于“容错试错”而言，对不同科
研项目也会有不同的管理方式，“要给前瞻性研
究更多的探索空间，但在重大科研项目上也应
明确科学目标与责任”。

容错纠错，
对科技创新意味着什么

（上接第 1版）
对于按照一定程序规范进行的科研创新活动，

即使未取得预期成果，也应该针对实际情况分析
“失败”的原因，合理合规地承担责任，有理有据地
纠正错误，以扫除创新者的后顾之忧，此外还应该
予以再次试错的机会。

再次，容错纠错也有成本，应建立起及时有效的
纠错机制。例如，航天质量问题双归零管理办法就是
实行闭环管理，发生质量问题及时在内部解决，实现
了从“救火”到“防火”的转变，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尝
试。同时，对于部分应用性、产品性科研成果，加速其
转移转化，使其在市场中接受检验，在与企业需求对
接中不断试错，能大大提高纠错的效率。

当然，容错纠错机制的建立旨在支持鼓励创
新，对失败和失误的宽容并非意味着对科研不端行
为的保护和纵容。所以，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同
时，也应该建立相应的透明公开的机制，使科研经
费使用等接受监督，防止“故意出错”，避免科研资
金投入的挥霍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