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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研团队的
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潘巍峻研
究员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仅有 27 岁的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活
体观测到造血干细胞归巢的全过程，破解了困扰科学家近半
个世纪的学科大难题。这个年轻的科研团队到底是如何完成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报记者独家解密。

顶尖科技对决犹如“华山论剑”，唯快不破！

上个世纪 50 年代，人类开始采用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办法治疗血液绝症；60 年代，科学家逐渐认识到，“归巢”是造
血干细胞增殖、分化的前提。然而，造血干细胞到底是如何归
巢的，长期以来人类一直无法打开这个“黑匣子”。

2016 年夏天，正在带队挑战这个世界难题的潘巍峻得知
美国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个团队也在开展该领域研究。
“对比这两个团队，我们的实验设备略显逊色、团队经验远不
如人，能否最终胜出只有战略得当，唯快不破。”潘巍峻回忆。

随后，团队拧成一股绳，开始长达一年半的冲刺。在这段
时间他们不断有零星突破。要不要马上发表？团队成员李丹彤
说：“潘老师不止一次勉励我们要坚定信心、‘一战到底’，这一
定会是重大科研发现；另一方面，要拿出 200% 的耐心，仔细
分析实验数据，用扎实的实验把逻辑链条中每项空缺逐一论
证补齐。”

2017 年 12 月，团队正式投稿《自然》。2018 年 2 月，《自
然》杂志 3 位审稿人在满满 6 页纸的回复中询问了几十个问
题，考虑到工作量大，主审编辑允许团队先用 6 个月时间重
点回答其中两个核心问题。

“我和共同作者们商议后计划通过实验回答审稿人的全
部问题。”经过三天的反复论证，潘巍峻简短地回复了《自
然》。

长时间冲刺并未结束，更磨砺人的冲锋还在后头。2018
年春节，潘巍峻和三个学生都没有休息，他们分两班倒、24
小时连轴转，不停地做着各种更具挑战性的实验。这种平均
每天只睡 3-4 个小时的日子持续了三个半月。

终于，艰苦的付出换来了扑鼻的“梅香”。当被问起为什
么这么拼时，潘巍峻说：“顶尖科研对决犹如‘华山论剑’，闪念
间就能一剑封喉，必须放手一搏、分秒必争，而且团队必须配
合默契、集团作战，现在早已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就能独闯天下
的时代。”

做科研也要有“归巢”心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归巢”是造血干细胞发挥其功效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在
潘巍峻团队看来，寻找自然界最本质的规律、坚守学术最纯
粹的本心，这种科研的“归巢”心态同样至关重要。

科学研究的本心在哪里？“兴趣。”
如何让本心纯粹？“念念不忘。”
从 1999 年在中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到今天带领学生

攻克世界科学难题，潘巍峻用了不到 20 年的时间。总结成
长的心得，潘巍峻说：“兴趣是最根本的原动力，天赋占比非
常少，大部分要靠后天努力。”

上高中时，潘巍峻就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做化学实验，兴
趣的驱动让他本科阶段选择攻读理工科专业。到了研究生阶
段，在前辈老师的指导下，他发现生命科学探索的本质就是
一个实验验证的过程，选择这个学科可以最大化满足自己的
兴趣，由此，他将生命科学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科研领域。

“兴趣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注脚，也正是因为兴趣让
我对一个又一个科学问题深深着迷。”潘巍峻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前，科研供给能力的差距让我国
科研人员客观上无法与国外展开对等竞争，许多科学家只能
从事比较冷门的课题研究，‘引领’更是无从谈起。”潘巍峻说，
而今，我国逐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持续优化科研软环境，中
国科学家纷纷去啃“最硬的骨头”。

团队成员李美介绍：“潘老师在与我们讨论选题时会反
复提到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要瞄准学科领域最基础的核心
问题，争取在科学原理上有突破；二是，核心机理的研究要瞄
准人类健康，对未来疾病防控和治疗有所助益。”

“时代这么好，我们怎么可以不努力！”潘巍峻说。

平均年龄仅 27 岁！首次活体观测到造血干细胞归巢全过程

中国“小”团队如何攻克世界科学大难题

新华社武汉 11 月 21 日电(记者梁建强、
徐海波)将虚构身份信息的女子介绍给贫困
农村单身男子，以订婚购买首饰、衣服、手机
等名义，索要几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的彩礼。
结婚后女子以各种理由离开，携款潜逃。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对
人贩子买卖婚姻的严厉打击，“花钱买媳妇”
现象大大减少。但是，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做
媒”的旗号，针对贫困地区特别是山村大龄男
青年开展有组织、分工明确的骗婚，甚至形成
地下产业链。

记者近日从多地公安机关获悉，相关案
件频发，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不完全统计，
今年已立案数十起，另有大量线索在追踪。

收取彩礼十余万元，婚后以

各种理由携款离开

湖北武穴男青年小郭 30 多岁依旧单身，
家人很着急，通过媒人介绍他相亲。

在当地一名农民家中，小郭见到五六名
年轻女子。媒人王某某对小郭说：“这几位姑
娘你相中哪个告诉我，我来牵线。”不久，王某
某反馈消息：“准备好彩礼钱再来，等我通知
你们见面就可以结婚了。”

彩礼钱要价 11 万元，小郭父母分四批
给王某某送了 10 . 8 万元，并置办了新婚
家电家具。很快，小郭与这名女子结婚了。

没多久，女子以“想回家看看”“爸爸病
了”“奶奶不行了”等理由多次提出要回家。小
郭的父母不放心，打电话给王某某，王某某称
女子会回来，并让小郭父母出路费。然而，离
开后，这名女子再也没有回来。反复催问王
某某无果，小郭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骗局，
于是报警。

这并非王某某首次作案。据武穴市公安
局介绍，安徽省舒城县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
日前来到这里，提出协助办理结婚诈骗案，
其中一名多次行骗的嫌疑人信息直接指向
55 岁的王某某。

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中队长
钟贫贵介绍：“王某某曾于 2012 年 12 月涉
嫌同样罪名被打击处理。之后她变得更为狡
猾，在后来的涉案中不承认参与组织‘骗婚’，
坚称是‘做媒’。”

在不断发现王某某涉及多起诈骗案的
过程中，警方抓获了与其来往密切、化名为
“赵显彭”的云南籍女子陈某某等团伙成员。
清查物品时发现，陈某某包里有一张写着身
份证号码的纸条和一张担保书，内容是大法
寺镇某村青年李某和“金兰”结婚，为彩礼费
要梅某某等人担保等。经查，年龄和名字均
为虚构的 35 岁云南德宏籍人员金某某，就是
女子“金兰”。

经审讯，金某某交代了其伙同王某某、陈
某某、梅某某等人诈骗李某十万余元的犯罪

事实。

有组织分工施骗，骗婚女可

分 3 万元至 5 万元

警方介绍，这类诈骗团伙多选择中部
山区、贫困地区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作为目
标。

据了解，在多地骗婚案中，每户受害者
被收取彩礼 6 万元至 14 万元不等。参与诈
骗的女子多是无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
员，她们被组织者许以高额报酬参与诈骗。

据部分诈骗团伙成员交代，为防止被
骗对象“找上门来”，骗婚者的姓名、籍贯等
多是虚假信息。有的甚至假扮外国人，因为
跨国身份不好核实，方便“圆谎”。

办案人员介绍，这类骗局的套路如
下：有人负责在各地寻找“猎物”，以“说
媒”方式骗取信任；等受害人“上钩”后索
要高额礼金；“新娘”在婚后找各种理由与
男方发生矛盾，携款潜逃；当受骗者找“介
绍人”解决问题，则以“只负责做媒”“夫妻
矛盾应自行协商”等理由摆脱干系，逃避
警方打击。

据悉，诈骗来的钱财，参与相亲的女方
一般可以分得 3 万至 5 万元不等。

骗婚加重贫困户贫困，应加

强全面治理坚决打击

记者调查了解到，骗婚案中收取的 6

万元至 14 万元彩礼，对于多数以种地作为
唯一收入来源的受骗者家庭来说，往往意
味着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有的家庭甚至
因此背上巨额债务。钟贫贵介绍，近年来，
中部山区甚至部分贫困地区接到此类报警
明显增多，部分贫困户因此陷入更深的贫
困。

办案民警表示，打击此类骗婚难度不
小。一方面，骗婚人员多是以“做媒”的身份
进行诈骗，有些还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找
到不知情者牵线，并在警方介入后坚称自己
没有从中获益，相关证据不易锁定；另一方
面，参与骗婚的女子并不是在收取礼金后直
接失踪，而是会与被骗人员生活一段时间，
造出“性格不合”“婚姻破裂”等现象，难以定
性。

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张怀德
说，由于诈骗行为多是跨区域进行，且有多
名成员参与，因此，强化跨境、跨地区的联动
十分重要，各地公安机关应及时集并相关案
件，掌握共同特征、确定共同参与人员等，全
面打击犯罪链条。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
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说，“犯罪分子利用偏
远地区群众警惕性较低、爱面子不愿报
警的特点布设骗局，影响极为恶劣。相关
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严惩此类行为，形
成震慑。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知
晓此类骗局的存在。同时要注意办理正
规的结婚手续，在法律上保护自身权
益。”

索要彩礼十余万，回“娘家”后“人间蒸发”
多地贫困区发生骗婚案件，部分贫困户因此陷入更深贫困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
许茹、汪磊、周闻韬)不按相关规定拴犬
绳、犬只伤人等养犬引发的矛盾近年来
屡见不鲜。记者在成都、贵阳、重庆等地
采访发现，各地出台的“限制令”或“规范
令”普遍沦为“一纸空文”。治理城市“犬
患”，仍需制定规范大多数、管住极少数
的细化规则，更需形成文明共识。

养犬引发的矛盾不再是“新闻”

今年 8 月，成都一只未使用犬绳牵
引的德国牧羊犬在小区内将一男孩扑
倒并咬伤，致男孩Ⅲ级犬伤。记者从属
地公安局了解到，涉事的德牧被强制移
交收容中心，犬只主人违规养犬的行为
也被互联网标明，根据相关规定，其在
未来 5 年内不得申办养犬登记。

记者在成都、贵阳、重庆等地采访时
发现，由不文明养犬引发的“犬患”如今已
不再是“新闻”。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全国共发生犬只伤人案件约 8000
起。

记者登录重庆市人民政府网上公
开信箱，11 月的前 20 天内，关于不文
明养犬的投诉共有 10 余件。投诉普遍
聚焦小区、商圈等公共场所犬只散养乱
象，认为管理缺失极易引发“犬伤人”事
件，形成社会问题，呼吁有关部门加强
犬只管理。

重庆南岸区某小区的一名住户告
诉记者，自己所在小区近期犬只咬伤小
孩的情况时有发生，加剧了邻居间养犬
户和非养犬户的矛盾。“尽管物业管理
部门张贴了文明养犬的倡议信，但收效
甚微，养犬户出门遛犬照样不拴绳索。”
他说，今年 10 月 31 日晚，小区内一名
小女孩在儿童娱乐滑梯旁玩耍时，就曾
被其他业主饲养的犬只咬伤。

“小区绿化带、过道经常能看见犬
便，不小心踩到很影响心情；遛犬不拴
绳，犬只扑人、吠人、扰人情况时有发
生；此外，由车子碾到犬只、犬只电梯惊
人等引发的口角、矛盾逐年增多。”贵阳
天誉城居委会主任李淮这样总结不文
明养犬所带来的管理困扰。

“限制令”为何禁不住“犬患”

11 月 16 日，成都公安机关启动成都市限养区范围内禁
养犬只的收容处置工作。这是 2010 年《成都市养犬管理条
例》施行后，对禁养犬只“逗硬”(四川方言，意味“动真格”)处
理。记者发现，虽然成都、贵阳、重庆已出台相关管理条例多
年，但管理工作仍然存在落地难、收容场所有限等诸多难题，
使得管理办法管不住“犬患”。

《贵阳市城镇养犬规定》至今已施行 13 年，其中明确要求
“携犬出户采取拴犬绳等防伤人的措施”“制止犬吠干扰他人”
等。但是，日前记者在贵阳云山小区仍然看到，有的宠物犬有
主人牵着，有的则在小区到处乱窜。云山居委会副主任胡昆
说，现在小区有住户 5742户，大约三分之一的住户饲养宠物。
“其中不乏一些不文明行为，你当场提醒他，人家不理会你就
走了。对此，我们没有执法权，除了劝导也没办法。”胡昆说。

据重庆市公安部门介绍，关于犬只管理相关规定的严格
落实还需加速。近年来，重庆市开展了大量犬只管理日常工
作，但由于现行《重庆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没有禁养、限养犬
只的具体规定，加之区县缺乏收容留检场所及配套服务机构，
养犬管理工作还存在诸多瓶颈，亟待制度完善和有力执行。

“文明养犬”尚需养犬人的文明共识

管理部门、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市民普遍认为，治理城市
“犬患”一方面需制定可落地的法律法规，防止监管变成“一
纸空文”；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全社会，尤其是养犬人的文明共
识，将“文明养犬”落到行动上。

多位受访的重庆市民建议，有关部门应根据不文明养犬
的新行为对养犬类规范进行及时调整，细化实施细则，同时
要督促实施，遏制恶犬伤人及不文明行为。

此外，街道办、社区和物业部门可以联合行动，加强对各
自管辖区内犬只的日常管理。同时，卫生部门和宠物医院还
可以探索设立专门的宠物犬繁育基地，防止出现宠物犬泛
滥，或被弃养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养犬人要捍卫饲养的权利，就需履行保障
公众生活不受损害的义务。主动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收敛“任
性”行为，让“文明养犬”逐步成为行动自觉和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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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如今，被农民称为新一代“苞米楼子”的科学
储粮仓改变了这样的格局。记者看到，科学储粮仓 2 米多高，
1 米多宽，由钢制框架加上金属网制成，离地 20 厘米左右，玉
米码放在里面，不担心雨雪和老鼠。

司海丰介绍，建一个这样的粮仓政府补贴将近 3000 元，
自己只掏 1600 多元。由于储存得法，他再也不用在市场行情
不好的时候早早卖粮，最晚的卖粮时间从春节前推后到五六
月份，“啥时候价高再出手”，1 公顷能增收 2000 元左右。

榆树市粮食局局长徐天生说，目前榆树已经有 70% 以上
农户采用进场离地的科学储粮方式，近 10 万户农民用上了
钢结构储粮仓，“以往粮价是收储企业和粮贩子说了算，现在
农民掌握了主动权。”

有了更科学的“苞米楼子”，农民可以看价卖粮，养殖场也
可以按需收粮。长期从事肉牛养殖的养殖户马凯说，现在不
用再一次性收粮占用资金和存储场地，收粮不如先收牛，反
而节约了成本。

种地“老把式”：告别精耕搞免耕

以往农民收完玉米，习惯把地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待来
年春播。然而记者在榆树市部分乡镇的玉米地里看到，秸秆
躺在地里，其中一些已经被打碎，好似一层金黄的棉被。今年
74 岁的种粮“老把式”李军说：“以前秸秆堆在地里嫌‘埋汰’，
都拿回家来当柴烧，或者干脆在地里烧掉。现在推广秸秆覆
盖免耕技术，秸秆派上大用场了，大伙都不再烧了。”

榆树市众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艳红说，秸秆覆盖
还田，看上去不精细，但反而能给土地保温保水，也省去清理
整地的麻烦，节省人力物力，还能有效抗灾。

今年春旱，采用覆盖免耕技术的耕地出苗率明显比普通耕
地高出不少。李艳红说，受她的影响，村里采取秸秆覆盖免耕技
术的土地从 4 年前的 40 公顷增加到今年的 120 公顷。“需求越
来越大了，之前免耕播种机买少了，看来还得再买。”她说。

“今年的旱情是坏事更是好事，从传统的精耕细作到保护
性种植，农民对科学种田的理解更深刻了。”榆树市副市长高
洪洲说。

吉林大学科研团队

发 现 恐 龙 牙 釉 质

波纹构造最早记录

▲这是 11 月 20 日拍摄的“长春龙”化石。
近期，吉林大学科研团队在原始鸟脚类恐龙化石———“长春龙”研究中

又取得一项重要成果，发现恐龙牙釉质波纹构造的最早记录，这对认识恐龙
的演化及其牙齿与恐龙食性、生活环境的关系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指示意义。

“长春龙”是由吉林大学博物馆科研团队在吉林省中部地区发现的一种
新属新种恐龙，全名“娇小长春龙”，其体型小巧玲珑，体长 1 米左右。“长春
龙”化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保存完好的原始鸟脚类恐龙化石之一，其骨骼保
存完整、表面未风化，在石化过程中基本没有受到挤压和变形的影响。

吉林大学科研人员
在比对两种恐龙的牙齿大
小，左手所拿为“长春龙”
的局部齿骨及两颗牙齿，
右手所拿为一颗同时期兽
脚类恐龙的牙齿（ 11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影报道

▲潘巍峻研究员正在斑马鱼模式动物平台指导其
团队成员。 中科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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