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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胶囊帮助诊断小肠疾病

打开深海机器人应用的大门
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讯（记者丁

佳、肖洁）今天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创
新创业学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国科大玉
泉路校区礼堂举行。中科院院长白春礼
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学院的成立，并作重
要批示。

作为国科大迈向世界一流的重要
举措，该学院是国科大响应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
略号召，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和国科大“科教融合”办学方针成
立。学院依托中科院科技、教育、人才优
势，旨在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建立跨学
科协同创新的教育孵化平台，培养具备
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优秀人才，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孵化，形成开放式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服务创新型国家战略。

白春礼在批示中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科
技创新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科技
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科技与创
新创业的深度融合，培育经济社会发展
新动能，是中科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三个全面”和“四个率先”的
要求、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服务
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一项重要举措。

白春礼指出，创新驱动归根结底是
人才驱动，他希望国科大以此为契机，
深入探索“科教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
新模式和新方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培养造就更多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创
业人才，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多
贡献。

国科大校长丁仲礼对创新创业学
院建设提了几点要求。他说，学院首先
要坚持主体定位，形成特色，国科大在
人才培养这个最主要定位基础上，应把
更多毕业生吸引到“双创”事业上来；二
要做好组织建设，既要形成一套有针对
性的教学体系，有一支优质教师队伍，
也要组织一支庞大的“双创”导师队伍；
三要做好平台建设，“双创”平台初步计
划将建设在怀柔校区，通过网络化形
式，将研究所组织起来，形成既有中心
又有基地的体系；四是要吸引社会资本
深度参与，要成立不同的基金，吸引更
多，特别是对专业理解非常深入的基金
共同参与；最后要把“双创”落到实处，
学院坚持的核心价值是要为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服务，若干年后，国科大、
创新创业学院要有历史性贡献。

创新创业学院名誉院长、美国工程
院外籍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施春风在视频讲
话中寄语国科大学生志存高远，让创新创业学院成为一个
能从新思路引申出大创新、能将大创新引爆成下一个大热
点的地方。他希望学院成长为有助于快速发现知识并提出
解决方案的跨学科协同创新教育孵化平台。

丁仲礼，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中央
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科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
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中心主任张志宏，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
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孟春出席
大会并共同为学院揭牌。

会上，赛伯乐投资集团董事长朱敏、三盛宏业投资集
团董事长陈建铭、中兴通集团董事长朱元涛对国科大创新
创业学院进行了联合捐赠，三家企业共同捐赠 1 亿元人民
币，支持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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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会见美国《科学》杂志主编
本报讯 4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京会

见了来访的美国《科学》杂志主编杰里米·博格一行。
白春礼首先对博格首次到访中科院表示欢迎，

并向对方详细介绍了中科院的组织架构、科研成果、
人才培养、战略咨询以及国际化战略等基本情况。他
回顾了近些年来中科院与《科学》杂志的合作，对美
方在合作中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
作，通过《科学》杂志这个权威平台，宣传中科院在科
技发展方面的最新成果，分享其在促进科学发展等
方面的经验。

博格对中科院在科研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表示
赞赏，认为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来说，来自中国的

科学家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双方还就合作推荐中国科学家更多地参与《科
学》杂志编委会，以及借鉴美方在公共信息传播方面
的先进经验，加强中科院外宣队伍的培训等共同关
心的议题进行了交流。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负责人等参加会见。
美国《科学》杂志于 1880 年由爱迪生投资创办，

以“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为宗旨，属于综合性科学杂
志，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近年来，中科院与
该杂志在科学传播、出版和培训等领域建立了较好
的合作关系。 （柯讯）

■本报记者 彭科峰

日前，由中科院组织的“探索一号”船
TS-03 航次深渊科考任务圆满结束，取得系列
重大成果。在距离陆地有万米之遥的深海领域，
来自中科院以及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克服了重
重困难，成功开展了多项深海科考与应用。

“和之前深渊科考的航次不同，这次，我
们携带的水下机器人就是朝着实地应用去
的。可以说，这次的科考打开了深海机器人应
用的大门。”在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唐元贵认
为，展望未来，深海科考将在探测与利用深渊
资源、探索地球板块活动规律、认识深渊神秘
环境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填补万米海底实时传输视频的空白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是参与本次深渊科

考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次，他们组成了 5 人
团队，携带了由该所自主研制的“海翼”号
7000 米水下滑翔机（以下简称“海翼”号）和

“海斗”号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以下
简称“海斗”号）。

据介绍，“海斗”号此次重返马里亚纳海
沟“挑战者”深渊，主要开展深渊科考应用和
光纤遥控模式下的大深度海试两项任务。

唐元贵介绍，本航次中，“海斗”号 5 次下
潜深度超过 10800 米，其中以自主模式 4 次潜
入万米深渊，最大下潜深度达 10888 米，创造
了我国水下机器人最大下潜及作业深度的新
纪录，并拍摄到海底视频，成功完成了航次深
渊探测的科考任务。

“应该说，相比之前的科考，这一次的海
况特别差。在马里亚纳海沟区域，狂风大作，
浪涌特别大，不利于水下机器人的布放和回
收。但是我们还是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
各项任务。”唐元贵说。

这一次的科考，“海斗”号突破了大深度、
长距离微细光纤的综合管理和视频传输等核
心技术，实现了利用超长距离微细光纤遥控水
下机器人完成万米深渊海底巡航以及实时传输
万米深渊海底视频影像的功能，为我国“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海深无人潜水器 ARV
的研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这一次，我们首次实现了利用光纤传输
技术将万米深渊海底的视频实时传输到水
面，填补了我国万米海底实时传输视频数据
的空白，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海底的详细
情况。”唐元贵说。

创造水下滑翔机新世界纪录

和“海斗”号相比，本次“海翼”号的表现
也不遑多让。

负责本次“海翼”号科考任务的中科院沈
阳自动化所副研究员金文明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介绍，“海翼”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分两阶段
开展试验与应用任务,每个阶段各执行了 6 次
下潜任务,共完成了 12 个周期的观测任务，累
计工作近 88 小时，累计航程达到 135 公里，下
潜深度 3 次突破世界水下滑翔机 6003 米的下
潜深度纪录，最大下潜深度达到了 6329 米，成
为目前世界上下潜最深的水下滑翔机。

此次观测任务中，操作人员通过卫星对“海
翼”号进行远程监控，并实时回传观测数据，收
集了大量高分辨率的深渊区域水体信息，为科
学家研究该区域的水文特性提供了宝贵资料。

“我们研发的这款水下滑翔机，本身就是
奔着 7000 米的下潜深度去的。”金文明说，如
果经过进一步技术改造和升级，未来把世界纪
录再一次刷新并不是难事。

“当然，水下滑翔机每下潜 100 米，其本身
受到的压力都会增加 1 兆帕。这就需要机器本
体有耐高压的强大外壳。”金文明表示。

（下转第 2版）

耕地农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不能再
继续发展了。

耕地农业是我国独创的以耕战为国策、
独重谷物而忽略其他农业组分的特殊农业
系统。耕地农业与城乡二元结构几乎同时发
生，在中国已沿袭数千年。曾经为中华民族
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但现在人们的食物结构较之以前已发

生大的革命，肉食已经占较大比重。按食物
当量来说，现在农业的大头应该是动物饲
养，人吃 1 份，牲口吃 2.5 倍人的口粮。但现
实是牲口饲料很少，主要靠进口。人吃的肉
多了，硬给他粮食，结果粮食卖不出去，而且
成本高，因为追求高产，大水大肥大农药，有
毒有害。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原来农耕文明的
社会基础小农经济被迫消失，自觉或不自觉地
发生过两次重大农业结构变革。第一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从小农经济过渡到以合作化为代
表的计划经济；第二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从计
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当时意外地发生了举
国忧虑的“三农问题”，系列产业症结与社会症
结同时显现。其产业症结为农业的供给侧与消
费侧严重错位，最终导致水污染、土污染、食物
污染，农产品过剩与短缺并存。

这两类症结告诉我们，以耕战思想为基
础的“农耕文明”已经难以与后工业化时代
融合，耕地农业伴随城乡二元结构走到了历
史的尽头。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展现了不容忽

视的社会推动力。
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的许多文件已经

多次宣示，第三次全国规模的农业结构改革
正在以调结构、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等多
项措施拉开序幕。我们一向依赖的政策杠杆
在棉花产业已经全然失效，粮食杠杆的断裂
之声也已清晰可闻，至于油料作物，正在寻
寻觅觅不见端倪。

我国传统的粮、棉、油三大产业境况如此
危殆,这不过是历史催促我们进行农业结构改
革的信号，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惊慌。因为新兴
的草牧业已初现曙光，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做出合理调节，把耕地农业失去的从
草地农业发展中得到补偿。

草地农业，是草地与畜牧业占较大比重的
现代大农业系统，现代草地农业是“草地 +n”
的大农业。这里所说的“n”项产业，可包括林、
果、棉、烟、杂等。总体看来，草地农业结构中草
地大约占农用土地的 25%，畜牧业产值大约相
当农业总产值的 50%左右。这正是现代发达国
家的主要农业模式。

现在应该发展的不是狭义的农业，而是农
林牧副渔兼顾。必须是好地种草，地是越种草
越肥，不是越种越薄，草田轮作，良性循环，持
续发展。从我们在兰州大学所做的一些县级规
模试验区的效果看，冬麦地放羊，粮食不减产，
而且羊肉增加了，这也显示了农业结构改革的
重要性。我认为现在政府部门应该先选几个旗
县做农业结构改革的样板。

让人欣慰的是，相关草地农业的思想在
去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体现，今年一号文件
更加落实了。

前两次农业结构改革是不期而遇，没有
充分准备，还没有摆脱粮食安全就是食物安
全的误区。

我们曾因缺乏农业结构改革的自觉而付
出了沉重代价，现在我们应该以虔敬的心态、
清醒的头脑，走向既定目标———草地农业系
统，完成几代人期望的农业现代化和它所伴
生的有别于“农耕文明”的新社会文明，其中不
可忽视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因素的介入。

（本报记者王卉采访整理）

现在我们应该以虔敬的心
态、清醒的头脑，走向既定目
标———草地农业系统。
“

到第三次农业结构变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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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院与科大讯飞
共谋“AI+医疗”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袁蕙芸）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研究员张志刚和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孙勇伟
团队，研究阐明了胰腺癌肿瘤微环境中神经
递质 5—羟色胺（5-HT）系统的存在及其失
调现象，证明了 5-HT 通过调控有氧糖酵解
促进胰腺癌细胞在代谢应激条件下的生长，
进而促进胰腺癌的恶性进展。相关成果发表
于《胃肠病学》。

“这项研究提供了神经递质系统对肿瘤
调控作用的直接证据，进一步诠释了肿瘤的
系统性调控理念。”仁济医院副院长、上海市
肿瘤研究所所长戴慧莉表示。

据孙勇伟介绍，胰腺癌（PDAC）是目前
人体中恶性程度最高的消化恶性肿瘤。胰腺
癌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结缔组织增生，与其他
肿瘤不同，其癌细胞的快速分裂和生长需要
大量能量。这就导致胰腺肿瘤细胞血供少，
营养缺乏。那么，胰腺癌细胞如何在极端生
存条件下完成自己的恶性生物学功能呢？

张志刚团队找到了影响这一环节的重
要因素：肿瘤微环境中紊乱的 5-HT 系统。
即肿瘤细胞自身来源的 5-HT 通过自分泌
作用于 HTR2B 受体，活化下游信号通路，增
加了肿瘤细胞在代谢应激条件下的有氧糖
酵解，为细胞的生长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其
中，HTR2B 受体的抑制剂 SB204741 能够显
著抑制 KPC 和 PDX 模型中胰腺癌细胞的
生长。同时，HTR2B 受体的抑制剂已进入肺
动脉高压的临床试验，因其安全性较好，有
可能作为胰腺癌治疗的一种候选药物。

“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胰腺癌能量利
用的法宝，并且阐明了它的作用机理。”张志
刚表示，“当我们剥夺了胰腺癌的这一法宝
时，它的生长被显著抑制了。”

研究揭示胰腺癌
肿瘤调控新机制

4 月 17 日，医务人员在为吞服了机器人磁控胶囊内镜的患者做检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运用磁控机器人胶囊内镜技术开展了 199 例疑似小肠疾病患者的诊断。

临床实践证明，采用这一高新技术可提高消化道肿瘤早期筛查的准确率，尤其是小肠疑难疾病的早期诊断准确
率，对小肠活动性出血诊断的准确率几乎达 100%，也可用于对微小小肠肿瘤的早期诊断。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讯（记者赵广立）今天，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与科大讯飞在京签署全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此外，科大讯飞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
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仪式
上，双方宣布将共建“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大讯飞医学人
工智能研究中心”并揭牌，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基础医疗
研究和临床方面的应用。

“与科大讯飞的合作是一次强强联合，双方可以发挥各
自优势，在医学科技、医学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
致力于人工智能与医学创新融合发展和应用成果推广。”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
涛在致辞中说。医学人工智能在破解医改困局、解决医疗资
源配置失衡、实现“分级诊疗”目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合约，双方将重点围绕共建中国医学科学院—科
大讯飞医学研究中心、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学
中的应用、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在协和医院及其他
所属医疗机构的落地与推广这三大任务展开合作，并将积
极探索医学和人工智能跨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技术算法的创新必须要和行业大数据相结合，同时
更需要得到行业专家的指导。”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
致辞中说。未来合作除了瞄准医学人工智能的源头创新，
讯飞也将更多地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共享
产业资源，完善当前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此次战略合作将助力于双方未来更好地将医学资源
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医疗健康。”
刘庆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