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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得知
火灾发生的消息后，总统文在寅
召集首席秘书和助理召开紧急
会议，下令国家危机管理中心制
定应对措施。

青瓦台发言人朴洙贤在记
者会上说，文在寅听闻火灾伤亡
人数感到痛心，要求查明起火原
因，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国务总理李洛渊紧急下令，
要求政府部门调动一切可用资
源参与救援。李洛渊要求消防
和警察部门仔细排查世宗医院
内部，寻找幸存者。

行政安全部长官金富谦乘
直升机于上午9时左右到达事发
现场。行政安全部还紧急组织由
5个部门人员组成的支援队，上
午9时10分左右赶往现场。

警方组建紧急工作组，调查
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

这是韩国一个多月以来第
二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火
灾。上月 21日，忠清北道堤川
市一座 8层楼健身中心起火，29
人丧生、29人受伤。遇难者中
70％是在桑拿浴室内窒息死亡。
据新华社

什么成果算是重大突破？
蒲慕明认为，重大突破必须要
开创新研究领域或者在既有研
究领域获得里程碑式成果。目
前，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做渐进
式创新，即便是《自然》《科学》
等国际顶级期刊的文章也以渐
进式创新为主。

事实上，每个科研领域都
有众所周知的重大未解难题，
为什么出自中国的重大原始
创新依然有限？克隆猴科研
团队认为，主要是缺乏足够的

胆识和冒险精神去走别人没
走过的路。

“我们的科学家应该用胆识
和魄力去开拓新的道路。这才
叫真正的领跑。”蒲慕明说，一个
科研机构只有一个重大突破还
不能成为这一领域的领跑者，必
须要有重大突破的持续涌现。

“坦率地说，我们的克隆技
术只比国外快1年，国际顶尖实
验室都比我们大很多，他们很快
会跟上。我们计划用一年时间
做出更大突破，产生真正有用的

疾病模型，马上申请专利，形成
产业转化能力。”蒲慕明透露。

“刘真是这项克隆技术操
作的‘世界冠军’，可以不到 10
秒完成一次卵母细胞去核操
作，不到 15秒完成一次体细胞
注入，这项绝活非一日之功，确
保了我们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下一步，我们会尽快启动‘训练
班’，训练一批人掌握这项绝
活，让中国成为世界脑科学人
才汇聚高地。”蒲慕明说。
据新华社

“克隆猴”科研团队详述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是怎样诞生的

17人24小时替班照顾1000多只猴
1997年，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生，而后，猪、牛、马、羊等哺乳动物的体细胞

克隆相继成功，但与人类相近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猴子、猩猩等的克隆一直难以实现。20
多年后的今天，克隆猴终于在中国实现，标志着中国将率先开启以猕猴作为实验动物
模型的新时代，巩固了中国科学家主导“灵长类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国际大科学计
划的地位。这一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是怎样诞生的？对我国科研体制改革提供了哪些
启示？下一步应如何促进世界前沿重大突破持续涌现？记者专访了该科研团队。

精炼高效的攻关团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

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诞
生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而今，这
个大院里再次诞生惊艳世界的
克隆猴。

取得这些重大突破的关键
是什么？“精炼高效的攻关团
队。”担任19年中科院神经所所
长、同时兼任中科院脑科学与智
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的蒲
慕明院士说，一个前沿世界难题
的重大突破需要许多人精诚协
作。“世界生物科学界目前最大
的挑战就是建立高效攻关团队，
科研成员要把团队攻关任务和

目标放在个人得失之上。”
中科院神经所非人灵长类

研究平台主任孙强至今清晰记
得从蒲慕明院士那里“领命克
隆猴”的一幕幕。

2012年，乌镇灵长类研究
研讨会，蒲慕明跟孙强说，2002
年起，世界顶尖科研机构就在
攻关非人灵长类体细胞克隆，
但都未成功。最接近的一次
是 2010年，美国俄勒冈灵长类
研究中心在给代孕猴妈妈胚
胎移植后的第 81 天发生流
产。“猴子怀胎 160天左右，美
国科学家还差一半就成功了，
我们也很有希望、只要做好剩

下的一半。”
然而，剩下的“另一半”却

远比想象艰难许多。跟小鼠相
比，猕猴体细胞移植技术难度
更高，流产、早产、夭折更是常
有的事。在没有现成平台和猴
子基地的情况下，团队克服重
重困难，租用了位置偏僻的非
人灵长类平台。那里没有食
堂，17个人要轮流买菜、做饭，
24小时交替值班，日夜照顾
1000多只猴子。

“克隆猴成功靠的就是这
样一支精诚合作、吃苦耐劳、坚
持不懈、不达目标绝不放弃的
团队。”蒲慕明说。

“土鳖”不输“海龟”
克隆猴科研团队的两位核

心成员，第一作者刘真和通讯
作者孙强都是没有任何留学经
历的“土鳖”。“这两位科研人员
都有非常好的机会去国外顶尖
实验室深造，回来就能申请‘青
年千人计划’，拥有不菲的科研
启动经费。”蒲慕明说。

然而，他们没有做“海龟”，
而是选择留在国内做科研。

“假如我去美国最好的实
验室，导师是不会让一个新来

的博士生做克隆猴工作的，因
为 20年来，全世界最好的实验
室都没攻破。”刘真说，另一方
面，出国留学也可能不敢做这
么重大的课题，因为一旦失败、
发不出文章，将直接影响顺利
毕业、“青年千人”申请、回国科
研经费体量，这些都会让人选
择“渐进性创新”，即在前人基
础上，增加一点新元素。这就
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为什么不少青年科研人

才在创造力最强的年华跑到国
外做科研？为什么国内科研机
构普遍缺乏博士后这一主力科
研力量？”蒲慕明问。

“因为导向一度出现了偏
差，‘海龟’意味着体面的头衔、
充足的经费，而‘土鳖’往往一无
所有。中国科研实力飞速发展
到今天，‘土鳖’已不输‘海龟’。
应尽快出台激励政策，积极鼓励
本土青年科研创新人才留在国
内。”蒲慕明说。

领跑需要胆识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被护士抱在怀里

韩国一医院起火
死伤百余人
是韩1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韩国庆尚南道密阳市一家医院26日上午发生火灾，
截至当天下午，已确认37人遇难、131人受伤。一些伤员
伤势严重，因而死亡人数可能上升。

这是韩国1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国际速览

祸起急诊室
密阳消防署说，密阳市世宗

医院当地时间7时30分（北京时
间6时30分）左右起火。按报警
者的说法，火灾最先发生在医院
主楼一层的急诊室。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9时
30分左右基本控制住火势。目
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浓烟
滚滚，多名病人在消防员护送下
借助梯子逃离。

密阳消防署说，起火大约 3
小时后，消防员彻底扑灭大火。

根据先前报道，大火致死41
人，而更新后的数据为 37人。

死者身份暂时无法确认。消防
员说，死因主要是吸入有毒气
体。遇难者集中在一层和二层，
大火没有蔓延至其他楼层。韩
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在五层也
发现了一些遇难者，据信是窒息
死亡。

伤员在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其中 18人伤势严重，因而死亡
人数可能上升。

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 10
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2008年，利川市一座仓库起火，
致死40名工人。

一个多月以来第二起重大火灾

消防人员查看火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