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量产

﹄
猴

﹃
保护

﹄
猴

﹃
失眠

﹄
猴

8
2019年1月25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刘珊珊 视觉编辑：刘欣瑜关注
□新华社记者 翟 伟 沈忠浩

有一种智慧，穿越迷雾，洞悉大势。
有一种勇气，不惧风雨，砥砺前行。
有一种气魄，冲破险阻，力挽狂澜。
有一种担当，为世界谋发展，为人

类创未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7 年在瑞

士达沃斯和日内瓦发表的两场历史性演
讲，经越时空，在 2019 年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上，进一步感召和影响着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

经济遇冷、冲突不断、全球化受
阻、不确定性加剧⋯⋯世界怎么了？我
们怎么办？

凝聚东方智慧、顺应历史潮流、基
于发展实践、体现大国担当的“中国
之道”在达沃斯有力地回答着“世界
之问”。

全球化何去何从

“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
时代的全球架构”，2019年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的主题开宗明义，把经济全球化
问题置于讨论的核心。

我们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
但这一进程正在遭遇波折。一场讨论会
以“全球化：退步还是重振？”为名，
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前的困境。

“逆流”涌动，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加剧。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亟待消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带来新的挑战。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无论风
云变幻，中国始终坚定支持经济全球
化 ， 主 动 顺 应 这 一 不 可 逆 转 的 历 史
大势。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习
主席曾在达沃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负
面影响，包括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
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等，不仅引导
世界辩证地看待经济全球化，更引领
全球趋利避害，探寻消解负面影响的
途径。

习主席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
成果。

这是一个既高瞻远瞩又直击要害的中国方案。发展是核
心，发展的不平衡要靠发展来解决。

关于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方案，在本届达沃斯年会上，中
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向各国与会者作了进一步阐释，即在做
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切分蛋糕的办法，决不能停下来、
就切蛋糕的办法进行无休止的争执。诿过于人也无助于问题
解决。同时，积极进行结构性改革，把握好公平和效率之间
的关系，采取有效政策措施避免收入分配失衡加剧，应对好
新技术和市场竞争给部分地区、行业造成的冲击，使民众可
以从不断发展中普遍受益。

世界经济如何脱困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掀起
惊涛骇浪，10 多年过去了，其深层次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
除。伴随各类风险重新积聚，加上技术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深
刻变化，正经历复苏的世界经济走到十字路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达沃斯发布的更新版 《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 指出，世界经济出现更显著下滑的风险正在上升，
并再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旧危机尚未根除，新风险又在眼前。习主席在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指出，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
历史性的选择。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
唯一正确选择。

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伙伴精神，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持创新引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
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引领世界经济沿着
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的“中国方案”激荡世界，引起强烈
共鸣。

行胜于言，知行合一。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
仅为世界经济脱困提出方案，更笃行实干，稳中求进，源源
不断地为世界经济输入正能量。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
超过 90 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6%，
继续保持对世界增长的重要贡献。

经济数据背后，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更为世界所关
注。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把大门越开越大，到坚持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人类如何共享未来

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彼此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何共享发展成果，共创和平、繁荣、稳定、和谐的未来成
为时代之问。

两年前的日内瓦万国宫，习主席深刻、全面、系统阐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忆及习主席的讲话，英国电信全球服务部门首席执行官
巴斯·伯格有着强烈共鸣。“我们不能没有彼此，”他说，中
国的智慧在于主张全世界共同努力，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
并利用彼此优势，使彼此更强；利用彼此力量，在全球范围
内实现协同增长。

在具体行动中，中国捍卫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通
过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推动世界迈向普惠包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为世
界贡献更多智慧，为增进全人类福祉贡献更大力量。（参与
记者：田栋栋、凌馨、王慧慧、施建国、聂晓阳）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4日电

实验动物猴被大量用于人类疾病治疗
手段研发和药物检测。多家机构统计结果
显示，猴子用于生物医学研究的数量正逐
年增加，全球年均使用量约 10 万只，主要
用于药物安全性和代谢方面的测试研究。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所长蒋华良院士
介绍，在克隆猴技术尚未突破前，由于野
生猴的遗传背景各异、个体表征差异难统
一，每次科学实验或药物检测都需使用大

量实验猴做交叉验证，又由于野生猴繁殖
周期长、单胎数量少，验证工作常常持续
很多年。

“克隆猴实现短周期‘量产’后，实验
动物用量有望大幅减少。”蒋华良说，新技
术让人们在一年内就能制备出大批遗传背
景相同的克隆猴，减少了个体差异对实验
的干扰，以后只需使用很少数量的克隆猴
就能完成药物的有效筛选。

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克隆、基因编辑
等技术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蒲慕明强调，这
项工作严格遵守国际伦理标准审查和认
证，根本目的是为研究人类疾病发生机理
和开发有效治疗手段服务。

“有了克隆疾病猴的‘帮助’，药物研
发可以在使用更少实验动物的前提下，缩
短周期、提高成功率，促进生命科学和医
学的发展，有力推动我国新药创制。”蒲慕
明说。

据新华社上海1月24日电

中国诞生世界首批克隆疾病猴
标志着中国体细胞克隆技术走向成熟，有望开启药物研发“加速度”

□新华社记者 王琳琳 董瑞丰

首批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又多了5个“小伙伴”。
继2017年中国率先攻克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克隆世界难题后，24日，中国综合英文期刊《国家科

学评论》封面刊登了克隆猴的最新突破。在严格遵循科研伦理的前提下，我国科学家首次得到一批用
于疾病研究、遗传背景一致的克隆疾病猴模型，按下全球药物研发“快进键”。

2017 年，世界首批克隆猴“中中”“华
华”在中国诞生，它们的健康存活向世人证
明，除了羊、牛、鼠等动物，借助体细胞克隆
技术，与人类更为相似的实验用非人灵长
类猕猴也可以被克隆。

这一次，仍然是来自中科院神
经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
们通过基因编辑敲除“关键
基因”的方法获得生物钟紊
乱特征明显的一只猕猴，
然后采集其体细胞的细
胞核，克隆出5只遗传背
景一致的生物钟紊乱疾
病猴。目前年龄最大的
已超半岁，年龄最小的
也已超过3个月。

为 什 么 要 克 隆 容 易
“失眠”的猴子？科学家说，
雄鸡报晓、蜘蛛半夜结网、向日
葵清晨开放⋯⋯自然界大部分生
物都“自带”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与失眠、
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肿瘤、糖尿病以及心
血管病等多种人类常见疾病密切相关。

然而，目前科学家研究生物钟紊乱问
题都是用小鼠、果蝇作为实验动物模型，与
人类差异大。“对小鼠有效的药，很可能对
人不起作用或副作用严重。相比之下，实
验动物猕猴在进化上与人更接近，脑结构
和功能也与人高度相似。”中科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张洪钧说。

业内专家认为，这次突破构建了世界

首批生物钟紊乱实验用模型猴，填补了生
物 钟 紊 乱 研 究 缺 乏 高 等 动 物 模 型 的 空
白。“这是一个理解人脑高级认知功能的
新颖实验动物模型，对未来疾病治疗手段
的研发很有用。”该论文审稿人评价。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院
士说，未来，如果在科学实验和临床试验过
程中再插入一个“新环节”，即将遗传基因
背景一致、疾病表征明显的克隆猴作为新
增验证手段，可以开发出更为“对症下药”
的诊断治疗手段，人类疾病治疗的靶向和
效果有望更加精准。

相比首批克隆猴“零的突破”，这次科
研成果完成了“批量”克隆的跨越。

实现“中中”“华华”克隆的第一完成
人、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真说，
首批克隆猴的细胞核来自同一只尚未出生
的雌性胎猴体细胞，该细胞核十分“年轻”、
生命力强，所以得以顺利出生，但同期其他

克隆个体均未存活，当时克隆总体成功率
不足1%、成本昂贵。“克隆猴姐妹比大熊猫
还‘珍贵’，如果我们不能大幅提高克隆的
成功率，体细胞克隆技术很可能因为成本
过高而最终无法走向实际应用，不断提升
技术的成熟度是关键。”中科院神经科学研
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主任、“克隆技

术”研发团队通讯作者孙强说。
为进一步拓展体细胞克隆技术的适用

范围，孙强、刘真“克隆技术”研发团队与张
洪钧“生物钟紊乱”研究团队走到一起，他
们首次从实践层面证实，除了胎猴，基因修
饰的雄性青年猕猴也能批量克隆。

业内专家认为，批量克隆疾病猴的操
作要求更高、实现难度更大，这次突破表明
中国体细胞克隆技术不断走向成熟。

帮助疾病治疗步入“精准时代”

体细胞克隆技术不断走向成熟

新药研发有望大幅减少实验动物用量

◀1 月 22 日，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实验室，研究成员在
讨论实验设计。

▼五只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2018年11月27日摄）。
新华社发

河北省高速公路京秦管理处张义自2018年11月26
日至今一直未到单位工作，已形成旷工事实。根据《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与其签订的《聘用合同》或《河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28号令有关事宜的函》规定，决定与其解除聘用合同，终止
人事关系，特此公告。如有异议，请于60日内与单位联系
或向人事劳动相关部门提出按法律程序办理。在此期间，
如未提出异议，将办理解聘手续，停发工资，终止社会保险
等待遇，移交人事档案。

河北省高速公路京秦管理处
2019年1月25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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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 么 要
克隆容易“失眠”
的猴子？

实 验 用 非 人
灵长类猕猴在进
化上与人更接近，
脑结构和功能也
与 人 高 度 相 似 。

“这是一个理解人
脑高级认知功能
的新颖实验动物
模型，对未来疾病
治疗手段的研发
很有用。”

■普 通 猴 与
克隆猴做实验动
物模型有何区别？

普通猴：遗传
背景各异、个体表
征差异难统一、繁
殖周期长、单胎数
量少，验证工作常
常持续很多年。

克隆猴：一年
内就能制备出大
批遗传背景相同
的克隆猴，减少了
个体差异对实验
的干扰，以后只需
使用很少数量的
克隆猴就能完成
药物的有效筛选。

□新华社记者 徐烨 王瑛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23 日下午在
加拉加斯总统府附近举行的群众集会
上表示，由于美国不断策动委国内政
变，委内瑞拉政府决定彻底中断与美国
的外交和政治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与美国关
系不睦已久，此次更是因为美方承认委
反对派自封的“临时总统”而与美彻底
决裂，两国关系将继续恶化到何种程度
难以预测。

委内瑞拉：美国策动政变

23日早些时候，委内瑞拉反对党成
员、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在一个支持
者集会上，自行宣布就任委内瑞拉“临
时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发表声
明承认瓜伊多的“临时总统”身份，并称
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向委
内瑞拉施压。一些拉美国家也紧随美
国的步伐表态支持瓜伊多。

马杜罗要求司法部门对瓜伊多的
违法行为立即进行处理。同时，马杜罗
指责美国策动委国内政变，决定即日起
彻底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并
要求美国驻委大使馆全体人员 72 小时
内离开委内瑞拉。

马杜罗宣布与美国断交后，瓜伊多
以“临时总统”名义向所有驻委外国使
馆发公告称，委内瑞拉将维持与所有国
家的外交关系，要求所有国家驻委使节
都不要撤离。

委国防部长洛佩斯表示，军队只效
忠于最高指挥官马杜罗，不接受“临时

总统”瓜伊多，并将挫败一切政变阴谋。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总统马杜

罗并未因死亡、疾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履
职，因此从法律角度来说，瓜伊多自封

“临时总统”没有依据。

美国：马杜罗是“前总统”

在2018年5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马杜罗成功连任。今年1月10日，马杜
罗宣誓就职，但美国等国以选举“不自由、
不公平”为由拒绝承认马杜罗的合法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3 日发表声明
称，美国将与“‘临时总统’瓜伊多领导的
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不承认马
杜罗政权为委内瑞拉政府。因此，美国
认为“前总统马杜罗无权决定与美国断
交或宣称美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特朗普23日在白宫没有正面回应记
者关于美国是否会出兵委内瑞拉的问
题。他说，美国目前没有考虑采取任何措
施，但所有选项都是可能的。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
里斯托弗·加尔迪耶里告诉新华社记者，
从委前总统查韦斯执政时起，美国共和
党人就对委政府持负面看法。因此，很
可能是白宫的建制派官员促使特朗普
做出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的决定。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丹·马哈菲表示，美国承认瓜伊多为“临时
总统”是为了否定马杜罗政权的合法性。
委局势如何发展要看马杜罗能否依靠军
队或其他安全部队来巩固他的政权。

瓜伊多的“临时总统”能当多久，值
得世人关注。（参与记者：邓仙来、刘品
然）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月23日电

委内瑞拉缘何与美国断交
一国俩“总统”？美国承认“临时总统”，委要求美外交人员72小时内撤离

1 月 23 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委总统马杜罗（中）在参加群众集会时挥舞
国旗。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吴嘉
林）针对委内瑞拉当前局势，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
权、独立和稳定所作努力。

有记者问：据报道，1月23日，委内
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瓜伊多宣誓就
任“临时总统”。美国、巴西等国发表声
明予以承认。委最高法院重申全代会
有关做法“违宪”。马杜罗总统宣布断

绝与美外交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

当前局势，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和冷静，
在委宪法框架内通过和平对话方式，为
委内瑞拉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中
方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
独立和稳定所作努力。”

她表示，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
内政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
希望国际社会共同为此创造有利条件。

中方支持委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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