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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药水”让细胞“返老还童”
中国科学家发现干细胞制备新方案

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记者董瑞丰、刘宏宇)“返老还童”
正在实验室里成为现实。生物学家开发了一套“魔法药水”，依次
为细胞“洗澡”，便可又快又好地实现多种体细胞类型的“返老还
童”。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端卿领衔
的研究团队经过 5 年攻关，揭示了化学方法制备干细胞的科学
原理，为诱导多能干细胞的研究和优化制备途径提供了全新的
科学视角和解决方案。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 4 月 6 日在线发表
于国际干细胞权威杂志《细胞·干细胞》。

“解锁”细胞命运的“密码串”

裴端卿团队开发出的这套化学小分子诱导多能干细胞的方
法，只需给细胞用两种不同的“药水”依次“洗澡”，便可以将体细
胞“返老还童”到多能干细胞的状态。

多能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能力的细胞，具
有再生各种组织器官的潜在功能。

这些神奇的“魔法药水”如何将成体细胞诱导到胚胎发育早
期的多能干细胞状态？研究发现，细胞的命运受细胞核内部的
“信息中枢”染色质的状态控制，细胞染色质的开放(1)与关闭
(0)状态总和，构成了决定细胞命运状态。这种情况犹如计算机
二进制的“密码串”，可以将细胞“锁”在特定状态。

科研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成体细胞的开放染色质位
点周围，由 AP-1及 ETS 等转录因子家族成员看守着，而在干
细胞中，则由 OCT、SOX 和 KLF 等转录因子家族成员看守。

细胞的“返老还童”，也就是由成体细胞看守的染色质由开放
到关闭，而干细胞看守的染色质则由关闭到开放的更替过
程。

裴端卿说，这项研究正是采用药物来精细调节细胞染色
质的“密码串”，先采用一组药物将体细胞命运状态“解锁”，再
采用另一组药物将细胞命运驱动到多能干细胞状态，进而实
现了细胞命运的“返老还童”。

突破诺奖得主的原有方法

让细胞“返老还童”的方法不止一个，裴端卿团队的新方
法更为简单、高效。

201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是诱导多
功能干细胞的创始人之一。2007 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通过
对小鼠的实验，发现诱导人体表皮细胞使其具有胚胎干细胞
活动特征的方法。

这一方法诱导出的干细胞可转变为心脏和神经细胞，为
研究治疗多种心血管绝症提供了巨大助力。该方法免除了使
用人体胚胎提取干细胞的伦理道德制约，因此在全世界被广
泛应用，业界称之为“山中伸弥方法”。

但在山中伸弥的研究方法中，利用病毒载体进行逆转录，
容易致癌，对于以后的临床应用有较大风险。为了将体细胞诱
导为多能干细胞，各国科学家不断地开辟新方法。后期，科学
家们利用化学小分子替代山中伸弥因子诱导出了多能干细
胞，但存在步骤多、时间长、效率低、机理不清楚等缺点。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中科院广州生物院研究员刘晶说，相
比而言，中国科学家的新方法简单、高效、所需的初始细胞量
少，而且容易标准化，被广泛应用。此外，该方案可以实现多种
体细胞类型“返老还童”，包括在体外极难培养的肝细胞。

有望极大推动再生医学的发展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近年来方兴未艾，旨在通过干细胞移
植、分化与组织再生，促进机体创伤修复、治理疾病，具有重大
的临床应用价值，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生命科学与医学发展水
平的重要指标。

裴端卿介绍，这次发现的新方案，由于没有引入外源基
因，操作简便，诱导过程条件均匀、标准化，将提供安全、高效
的制备干细胞方法，具有广阔应用市场。

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为开辟药物诱导细胞命运转变提供
了新方向，将极大推动干细胞及再生医学的发展，服务于我国
医疗与卫生事业。

科学家还进一步对单个小分子药物“解锁”细胞染色质密
码的机制进行了解密，发现关键小分子 Brdu 可以直接作用
DNA 结构本身来调节染色质密码状态，从而推动细胞的“返
老还童”。该发现为开发更加高效、简单地用于细胞“返老还
童”的小分子提供了突破口。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副主
任谢欣表示，我国科学家在化合物诱导多能干细胞的领域互
为补位，中国在该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为营造良好金融诚信环境，以实际行动倡导诚信立业，
优化行业生态环境,近日，信和财富联合北京信用协会发布

《 2017 企业诚信报告》，这是信和财富继 2016 年后再次发
布企业诚信报告。据了解，信和财富《 2017 企业诚信报告》
从企业资质、客户服务、合规经营、产业规划、合作伙伴、员
工培养及社会责任等方面，展示了信和财富作为一家综合
财富管理服务企业的概况、企业活动与服务情况。

在企业资质与客户服务方面，信和财富自 2012 年 3 月
成立以来，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专业、全面的个人、家庭与
企业的财富管理与资产配置建议，通过管理风险，为客户提
供固定类收益、基金管理、保险、海外创投、海外置业及移民、
教育等非金融六大类别的咨询服务。与此同时，信和财富连
续多年开展“风控合规 建设强化”主题活动，积极加强企业
合规建设，提高员工风险意识，强化内部管理。 (刘玉峰)

据新华社首尔 4 月 6 日电(记者陆睿、耿学鹏)韩国首
尔中央地方法院 6 日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进行
一审宣判，判处朴槿惠 24 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80 亿
韩元(1 韩元约合 0 . 006 元人民币)。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认定， 2017 年 4 月韩国检方
起诉朴槿惠的 18 项罪名中 16 项成立，包括收受贿赂、滥
用职权、胁迫企业等多项核心罪名。

当天法院以该案受到韩国民众高度关注、考虑保障公
众利益为由，允许对审判全程进行电视直播。朴槿惠没有
出席审判，但法院表示她已通过首尔看守所提交了拒绝出
席的事由书。

朴槿惠一审被判 24 年

以实际行动倡导诚信立业
《 2017 企业诚信报告》发布

▲ 3 月 22 日，程洋（右）模仿猴子的动作安慰一名
心情低落的学生。

江西省于都县有一对聋哑夫妻，他们用无声的温暖传
递着对特殊学生们的爱，他们就是江西省于都县特殊学校
的特教老师程洋和陶艳萍。

多年来，从批改作业，到日常交流；从律动舞蹈，到
插花学习……在无声的世界里，程洋和陶艳萍不断用自己

的方式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嘘寒问暖。许多学生表示，相
对生活中的许多琐碎小事，身为聋哑人的程洋和陶艳萍比
父母更能理解自己。

如今，程洋和陶艳萍培养的许多孩子在篮球、绘画、
舞蹈等许多领域屡获佳绩。程洋和陶艳萍用手语告诉记
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聋哑孩子也能拥有快乐
的童年，收获社会的尊重和掌声。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无声世界 爱亦无言

新华社台北 4 月 6 日电(记者陈
键兴、石龙洪)6 日，台北气温骤降，雨
不时星星点点飘来。忠孝西路、延平南
路、博爱路交叉口，一座古朴的城门之
下，除了偶有几个行色匆匆的身影闪
过，几乎无人驻足。

走到城门近前，仰头可见圆拱门
洞上方横额题写“承恩门”，落款“光绪
壬午年”与“良月吉日建”。“光绪壬午
年”应为 1882 年，史料记载，那是兴建
台北府城的开工时间。岁月荏苒，对如
今的台北人来说，“承恩门”这个名字
是陌生的，大家称之为“北门”。

十余年来，记者多次造访台湾，常
到北门行走。曾经，一座高架桥从老旧
的北门“肩”上擦身而过，造就了极具
视觉冲击力的“城市景观”。站在车流
涌动的交叉路口，凝望这剧场式的一
幕，不免感叹影像透露的潜台词：现实
与历史“擦肩而过”。

两年前，为还北门一个更好的景
观，同时整饬周遭空地、打造“北门广
场”，高架桥被拆除。《台北城建城沿
革》《台北筑城的名人故事》等介绍，
“严疆锁钥”的碑刻，据说是“承恩门”
瓮城的门额……站在此地，这些元素
映入眼中。

《台北筑城的名人故事》中提及了
几个名字：沈葆桢、岑毓英、刘璈、陈星聚、刘铭传。提及台北开
发史，要追溯到艋舺和大稻埕，福建先民在此落脚，形成聚落
以至商业街市，在一片荒泽之上构筑起了台北成为“城”的根
基。而台北正式被定性为一座城市，是台北府城的建立。北门
的意义不言自明——— 站在此门下，人们可以体味到台北“成人
式”的那一页。

台湾建筑艺术家颜忠贤曾对记者介绍，台北城是清王朝
最后一个规划建造的城池。

文献记载，1874 年，福建巡抚沈葆桢来台巡视，深感台湾
的战略意义和列强对宝岛的觊觎。为发展台湾北部和加强台
湾防务，沈葆桢于次年上奏朝廷在台北设“一府三县”，并得到
允准。1879 年，台北正式开府，首任知府陈星聚与 1881 年上
任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积极筹款兴建台北府城。1882 年，台北
城委由台湾兵备道刘璈正式开工兴建，于 1884 年完工。

算来，北门于此伫立已 130 余年。回望宏大的历史，作为
台北城“第一门”的北门不仅是这个城市的一页记事，不仅是
这座宝岛的一座纪念碑，更是整个“中国叙事”中不容忽视、不
能忘却的一个重要章节。

北门身后就是北门邮局，不远处是台北火车站。文献记
载，1885 年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在任期间力行发展建
设，修建了全中国最早的一段客运铁路，使台北成为全中国最
早采用电灯的城市之一。台湾百姓如何评价刘铭传的政绩，从
今天岛内仍有众多以“铭传”为名的学校和街道便可了解。

北门下，记者遇见少有的几位驻足者，一打听是香港游
客。他们拍了张全家福就离开了，但对为何来此却回应“讲不
清楚”。

记者继续台北“串门”之行。走到西门捷运站 4 号口，见到
新造不久的“城市灯雕”，顶上有三个大字“宝城门”——— 这是
西门的旧名。捷运出口的墙上有一个不太显眼的标牌，题目是
“走进历史的长廊，领略城墙二三事”。

本被誉为台北“最华丽城门”的西门早就不在，不过与如
今北门的寂寥不同，这里人潮如织。记者随机问了几位台北市
民西门纪念碑的所在，却无人知道。最后，记者发现一个路口
中央有个基座，但并没有碑。

再往小南门，更是人迹罕至，拱门上铭刻“重熙门”，据说
取“盛世兴隆，光辉普照”之意。走到南门，则见“丽正门”的字
样。

据了解，台北城当年是台湾唯一的长方形城池，如今已不
在的东西城墙各长 1236 米，高 5 . 4 米，厚 3 . 6 米，有北、东、
西、南及小南 5 个城门。北门是现存唯一保持建城原貌的清代
建筑。原本，除小南门外，其他城门都属于北门式的“碉堡式建
筑”，台座由石材交错堆砌，城楼外壁以红砖砌成，屋顶采用闽
南传统建筑常见的单檐重脊歇山式。

那段“台北记忆”何以不在？1895 年，日本强占台湾，进入
台北后为铲除根植台湾人心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开始拆毁城
内所有与“中国概念”相联的建筑。在日本人有计划的拆除行
动中，台北城失去了原貌。

如今，在台北，除北门基本保留、西门已拆除外，南门、小
南门和东门都是复建的。曾在艋舺和大稻埕间的水田和空地
上建起的城墙和城门，在现代城市发展洪流里，已变成一种
“隐语”。从历史文献字字句句之中，人们可以查到清末台湾民
众参与支援建设台北城的辛劳付出。当年中国国力衰败、列强
环伺，但台湾同胞依然倾力建设国家的宝岛，所为何来？

残存的北门，古老而寂寥。不少台湾朋友看到记者在网上
的“行迹记录”，留言说“我们不会忘记”。记者有感，会有更多
人“叩响”台北之门，在那几尊残存的台北“纪念碑”前，倾听历
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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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吴振东、仇逸)上海 4 日公布《关于进一
步深化本市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引导
机制，引导促进高校精准合理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建立保障机
制，促使学生选考情况与国家专业人才选拔培养要求相统一。

据介绍，作为全国两个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之一，上海“新
高考方案”从 2014 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经过
三年稳慎有序推进实施，改革的各项既定政策措施平稳落地
并取得预期成效。

意见明确，建立引导机制，引导在沪招生院校按照国家要
求，根据专业人才培养对学生学科专业基础的需要，科学合理
设置选考科目要求。对于确需物理学科基础的理工类专业，在
沪招生院校须体现引导考生选考物理科目的明确要求。调整
选考科目的具体要求由在沪招生院校提出，经上海市教委认

可备案后，统一面向社会发布，并从 2017 年秋季入学的高中
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为使学生选学选考情况与国家专业人才选拔培养需求更
加匹配，意见明确，建立选考科目保障机制作为“调节杠杆”。
基本规则是：当特定选考科目考试赋分人数少于保障基数时，
以保障基数为准，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当特定选考科目考
试赋分人数多于保障基数时，以实际参加该选考科目考试的
人数为准，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保障基数按照国家相关学
科人才培养需求确定。根据学生选考科目实际情况，目前先建
立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自 2018 年高考招生录取时实施。

据介绍，根据 2013-2017 年在沪招生院校理工类专业录
取人数，物理选考科目保障基数为 1 . 5 万，基本满足招生院
校在沪选拔培养理工类专业人才最基本生源所需。

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上海：建立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蒋成)近年来，贵阳市公安局建设“人
像大数据”系统，成功抓捕多名在逃人员。

2018 年 2 月 27 日上午 9时 50 分，贵阳市某重点领域
“人像大数据”系统发出预警：全国在逃人员徐某已进入该领
域。1 分钟后，徐某被抓获。

“抓到徐某后，我们比对了网上通缉的照片和逃犯本人，
说实话，如果只是凭肉眼是无法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办案
民警杨超说，徐某是一个在逃了 18 年的逃犯，现在的样子和
当年通缉照片的样子不一样了，肉眼很难认出。可是“人像大
数据”系统能从面部轮廓去判断，即使脸上皱纹再多、胡子再
多，也不会影响判断。

“全国在逃人员一般隐姓埋名潜逃多年，部分已将身份
‘洗白’，并且反侦查意识强。”贵阳市公安局信息工业科技处副
处长李斌说。

“系统不仅可以对移动中的人脸进行快速动态检测和定
位，还可以从走路姿势等方面数据去判断。”为“人像大数据”
系统提供技术支撑的企业负责人卢臻说，“目前，基于人脸识
别技术的跨年龄相貌特征预测已经成熟，这对寻找走失时间
长的人口和抓捕长期潜逃的罪犯将有很大帮助。”

“现在，贵阳破获的 80% 以上的案件运用了‘人像大数据’系
统。”贵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 报警服务台主任徐燕说。

据统计，从 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3 月，贵阳利用“人像
大数据”系统抓捕犯罪嫌疑人 872 名，其中公安部通缉的全国
在逃人员 66 名。

“系统不仅在抓捕逃犯上成效明显，在寻找失踪小孩和老
人等方面也有很大作用。”徐燕说，“人像大数据”系统能实现
案件防范、人口管理、便民服务等方面的效能提升，让“汗水警
务”变为“智慧警务”。

贵阳：超八成破案用上“人像大数据”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陈刚、蔡玉
高、邱冰清)两年前，江苏新沂的小钢
厂违法生产销售“地条钢”遭到曝光并
被严肃查处。在外界看来，新沂的发展
似乎一下子跌入谷底，一些干部也精
神不振。最近，记者在这里调研发现，
当地正以作风转变、产业转型、理念转
化的姿态，展现着追求高质量发展的
新风貌。

市民多次反映城区四华里的道路
车辆乱停问题，迟迟没得到解决；瓦窑
堡镇新建农贸市场因一起土地纠纷而
无法开业，周边群众等待半年……在
年初的市机关作风大会上，这些问题
被公开通报，随后得到妥善解决。

温吞水、标准低、怕担当、不作为、
服务差、老古板、当看客、要求松———
新年伊始，新沂市机关干部就接到一
项“硬任务”：对照作风建设的“八种现
象”，查问题、列清单，促整改。

新沂市委书记高山说，直面问题
才能重新找回发展密码，干部混日子，
发展会停滞，群众要遭殃。从执法监管
部门干部到一线参与服务，到开展“暖
企行动”帮助企业破解难题，再到设立
“营商环境监测点”……切身体会企业
群众难处，才能当好“店小二”。

当地不仅鼓励各镇、各部门、班子
成员间比干劲，还强化“不作为是最大
的失职”，并建立问题清单管理机制，
全程跟踪，对作风不实、工作不力、服
务不到位的定期通报，对违反规定的
严肃追责、查处、曝光。

作风转了，发展就有希望；产业转
型，发展才有奔头。

“没想到风大还成了宝，俺打算把
手头的七八亩地流转出去，好日子不
愁呢。”随着协鑫集团“风光农旅”首期
项目在合沟镇启动，70 岁的老农刘朝
干又有了新盼头。

面对工业经济结构偏重、生态环
境容量偏紧、转型发展任务紧迫的局
面，当地坚持走绿色化转型、特色化培
育、集群化推进等发展道路，加快发展
医药健康、先进材料、冶金装备、绿色
化工四大百亿元级产业。

如今，这里更有发展底气。去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增长 18%，医疗装备产业园、德国 DAW 特种涂料等
一批超 10 亿元的龙头型项目先后落户。

产业是本，创新是魂。新沂市专门设立产业基金、创新
创业种子基金，并积极与大院大所合作，加快建设新材料产
业研究院等研发机构。

围绕“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淮海经济区、淮河生
态经济带等，新沂市确定工业城市、商贸物流枢纽城市、现
代农业和生态旅游高地的定位。“立足新时代，我们锚定方
向。”高山说，必须在更大的平台上谋局落子，才能在新一轮
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这里已锁定一系列目标：到 2020 年，拥有一批特色鲜
明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研发经费支出占 G D P 比重超
2 . 5%；打造全国性“内陆港”，争创全国物流示范基地；放大
“一山一湖一古镇”旅游资源优势，年接待游客超 800 万人
次，总收入破 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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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区红色清风宣讲团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李家河
村，为村干部、村监委成员和群众解读宣传《监察法》。

最近，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红色清风宣讲团带着《监察
法》走村入户，用方言向村干部和广大群众解读宣传《监
察法》，助推清廉乡村建设。 （沈勇强摄）

用方言宣传《监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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