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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高
雅丽）3 月 15 日下午，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运行与
管理支持中心 （以下简
称工程支持中心） 工作
启动会在京举行。中科
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
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副总指挥、军委装备发
展部副部 长钱 卫 平，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
师周建平 出席 启 动会 。
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
员相里斌主持会议。

启动会上，相关负责
人汇报了工程支持中心
筹备组建情况、后续工作
计划和工作方案。根据有
关部署安排，工程支持中
心将为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在工程运行与
管理方面提供支撑，承担
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
工作、空间站运营管理规
划计划协调拟制、载人航
天预先研究管理等方面
的支持工作。

钱卫平表示，设立工
程支持中心是落实军民
融合国家战略、充分发挥
中科院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持续推进载人航天工
程在空间科学、空间技
术、空间应用方面建设发
展，提升重大专项工程管
理能力，为工程总体在运
行与管理方面提供支持
的重要举措。要始终坚持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
导工程建设的科学指南，
把改革创新的奋斗精神
作为推动工程发展的动
力源泉，把密切协作的大

局意识作为确保工程成功的制胜法宝。
白春礼指出，工程支持中心的成立将为我国建设和

运行国际一流水平的载人空间站，以及未来载人月球探
测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中科院正在深入实施

“率先行动”计划，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形
成集群创新能力，创新成果和亮点竞相涌现，其中有些
科技成果有望与载人航天工程进一步结合，取得一批世
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

白春礼强调，工程支持中心要加强自身建设，确保
支持到位，发挥好对工程的全面支撑作用；要发挥中科
院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强、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以
及注意发挥好国内其他优势力量，为载人航天工程应用
效益的发挥作出贡献；要瞄准长远目标，加强前瞻布局，
不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力争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后续
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中科院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了启动会。

本报讯（记者王方）3 月 18 日，记者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IPO）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18 年，在通过 WIPO 提交的全部国际
专利申请中，半数以上（50.5%）来自亚洲，中
国、印度和韩国增长显著，推动产权组织全球
知识产权服务再创纪录。

2018 年，《专利合作条约》（PCT）超过了创
纪录的 25 万节点，比 2017 年增长 3.9%；马德
里体系受理 61200 件国际商标申请，增长率为
6.4%；工业品外观设计海牙体系在 2018 年增
长了 3.7%，申请数量达 5404 件。

来自美国的发明人在 2018 年提交的 PCT
专利申请（56142 件）最多，中国（53345 件）紧

随其后。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中国将在两年
内赶超美国。

其中，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是 2018 年位列榜首的公司申请人，拥有已公布
PCT 申请 5405 件，再创新高。中国高校在 2018
年首次晋级前十。在教育机构中，加利福尼亚大
学是 2018 年 PCT 体系最大的用户，深圳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

WIPO 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亚洲
申请数量在通过产权组织提交的国际专利申
请中占据多数，对于亚洲这一充满经济活力的
地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凸显了创
新活动从西向东的历史性地理转移。”

中国提交PCT专利申请居全球第二

自然界存在众多光线，能被人类眼睛感
受到的可见光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比如人
类就看不到红外光。但最近的一项研究或许
能让人类具有红外光感知能力。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
学部薛天研究组与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
医学院韩纲研究组合作，结合视觉神经生物
医学与创新纳米技术，首次实现了动物裸眼
红外光感知和红外图像视觉能力。该研究成
果已在线发表于《细胞》。

“该研究突破了传统近红外仪的局限，并发
展出裸眼无源红外视觉拓展技术，提示了人类
拥有超级视觉能力的可能。”该论文通讯作者薛
天告诉《中国科学报》，“未来，更多的生物医学
创新将在理工医交叉融合下结出硕果。”

架起红外线与眼睛的“天线”

人类为何看不到红外光？红外光光子能
量较低。为了感知红外光，眼睛的感光蛋白必
须降低其吸收能量阈值，然而过低的能量阈
值会使热能更容易自发激发感光蛋白活性，
从而影响探测信噪比。

不仅人类，在生物的进化历程中，尚未
发现任何动物能够基于感光蛋白感知波长
超过 700 纳米的红外光，更没有动物能够在
大脑中形成红外光图像视觉。不过已有研究
证实，个别动物，如部分蛇类，可以通过温度
感知红外光。

为了获取超过可见光谱范围的信息，人类
发明了以光电转换和光电倍增技术为基础的红
外夜视仪。但红外夜视仪有诸多缺陷，如笨重、

佩戴后行动不便、需要靠有限的电池供电、可能
被强光过曝、同可见光环境不兼容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并发展裸眼无源红外视
觉拓展技术，从事视觉研究多年的薛天注意
到韩纲研究组的一种转换纳米材料，该材料
可以把近红外光转换成可见光线———绿光。

“如果能将这种材料应用在动物眼睛上，
那将是非常有应用价值的事。”薛天说。设想
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如何缩短该材料与感光
细胞的距离，提高感光蛋白的红外敏感度，切
实让该材料发挥作用是关键。为此，研究人员
研究出一种特异表面修饰方法，使该纳米材
料可以与感光细胞膜表面特异糖基分子紧密
连接，从而牢牢地贴附在感光细胞表面。

“修饰后的纳米颗粒就成为一种隐蔽的、
无须外界供能的‘纳米天线’。”论文第一作
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马玉乾告诉《中国
科学报》，“我们将这种内置的‘纳米天线’命
名为 pbUCNPs ，即视网膜感光细胞特异结合
的上转换纳米颗粒。”

“我看见了红外光”

研究人员将含有纳米颗粒的液体注射到
小鼠眼睛中，让小鼠看见近红外。如何证明小
鼠可以看见近红外光并知晓它们的近红外视
觉有多强呢？

为此，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视觉神经生
理实验。在瞳孔光反射实验中，在近红外光照
射下，已注射小鼠的瞳孔产生收缩，而未注射
小鼠的瞳孔没有任何变化。针对小鼠是夜行
动物，喜欢黑暗的特性，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
带隔间的箱子，一个隔间全黑，一个用近红外
光照亮。观察发现，已注射小鼠在黑暗隔间停
留的时间更长，而未注射小鼠在两个隔间的
停留时间基本相同。研究人员表示，这两个实
验证明小鼠的光感受器细胞被近红外光激
活，产生的信号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小鼠大脑
视觉皮质，小鼠具有感知红外线的能力。

但已注射小鼠是否可以分辨近红外光图
像呢？研究人员想到用 Y 形水迷宫测试小鼠的
图像识别能力。水迷宫的一端被分隔为两个通
道，一个平台隐藏在通道末端，平台也成为不
愿意长时间待在水里的小鼠的“诺亚方舟”。

研究人员用不同的近红外光图像训练小
鼠，他们随机把竖直和水平光栅图像照射到通

道两端，而隐藏的平台仅在竖直光栅图像一端。
几次尝试后，已注射小鼠很快发现了竖直光栅
图像与隐藏平台的关系，并迅速向竖直光栅图
像游去。而未注射小鼠看不见近红外图像，只是
随机在迷宫中游来游去。此后，研究人员将竖直
光栅变成圆形、三角形，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薛天介绍，这个实验证明已注射小鼠可
以分辨复杂的红外图像，并且在获得红外视
觉的同时，小鼠的可见光视觉不受到影响，也
就是说，动物可以同时看到可见光与红外光
图像。“这是令人兴奋的发现。”

有望治疗“视觉缺陷”

研究还发现，pbUCNPs 纳米材料具有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以及动物
行为的检验证明，该材料可以在小鼠眼中停留
两个月以上，长期存在于动物视网膜，而对视网
膜及动物视觉能力均未发现明显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此项技术有效拓展了动
物的视觉波谱范围，首次实现裸眼无源的红
外图像视觉感知，突破了自然界赋予动物的
视觉感知物理极限。

“这项技术未来或许能弥补‘视觉缺
陷’。”薛天表示，通过开发具有不同吸收和发
射光谱参数的纳米材料，有可能辅助修复视
觉感知波谱缺陷相关疾病，例如红色色盲；这
种可与感光细胞紧密结合的纳米修饰技术还
可以被赋予更多的创新性功能，如眼底药物
的局部缓释、光控药物释放等。

相关论文信息：

帮动物炼就“火眼金睛”
新研究提示人类未来有望拥有超级视觉能力
姻本报见习记者程唯珈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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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甘晓）3 月 17 日，中科院干细胞与再
生医学创新研究院（筹）（以下简称干细胞创新院）在北
京召开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启动推进会。会议启动了近
期完成备案的干细胞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卵巢功能不
全及中重度宫腔粘连 3 个项目，总结了正在进行的 4 个
项目，涵盖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
变性及半月板损伤等领域。此次会议涉及的 7 个项目是
世界上基于人胚干细胞分化细胞开展的最为系统的临
床研究，已启动的项目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参与生命
发育及再生的诸多过程。近年来，我国干细胞研究在世
界范围内取得多项突破，已经走进科学探索的“无人
区”。对这一前沿科学技术的监管也成为摆在研究者、管
理者面前的重大命题———能否借鉴传统药物研发的经
验来管理干细胞？

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筹）院长、中
科院院士周琪介绍：“过去十几年里，我们作出了一个最
基本的判断，干细胞应该可以按照一种可扩增规模、可
标准化生产、可复制的特殊药物类型来管理。”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干细胞制剂和临床
研究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备案了一批干细胞临床机构和
临床研究项目。迄今，已有 4 批 35 个干细胞临床研究项
目经国家卫健委和药监局备案。其中，干细胞创新院主
导推动了 10 项，占全国备案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的近
三分之一。据了解，此次会议涉及的 7 个项目均按药品
研发流程开展。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相里斌在此次会议的致辞中表
示，干细胞创新院在临床研究、产业转化和规范标准等
方面的布局取得了重要进展，希望创新院在促进我国生
命健康领域科技创新、推动相关行业健康发展、保障国
民健康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启动 7项
干细胞临床研究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通讯员柯溢能）社交
恐惧症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精神疾病，因其发生
机制不甚清楚，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疗法。3 月
19 日，《神经元》报道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 附属
第二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徐晗团队利
用自主构建的小鼠模型，在前额叶皮层发现一
条导致小鼠社交恐惧行为的神经环路。

研究人员首先研发出一套小鼠条件性社
交恐惧造模系统。经历过社交恐惧造模的小
鼠对同类小鼠表现出强烈、持续的社交恐惧
和社交回避反应。

运用该模型，徐晗团队发现当实验小鼠
经历社交恐惧表达后前额叶皮层有大量
c-fos 激活，而用药理学方法失活前额叶皮层
则大大降低小鼠的社交恐惧程度，表明前额
叶皮层直接调控社交恐惧的表达。利用在体
多通道电生理记录，研究者发现当社交恐惧
发生时，前额叶皮层表达小清蛋白（PV）的抑
制性神经元的动作电位发放活动显著下降，

而兴奋性神经元的活动显著升高。进一步的
药理遗传学实验证明上述现象导致了小鼠社
交恐惧的表达。

神经元好比神经环路中的“红绿灯”，当“绿
灯”PV 神经元正常工作时会抑制兴奋性神经元
的活性，从而防止社交恐惧的发生。那么是什么
破坏了 PV 神经元的抑制性作用呢？

研究人员发现，在社交恐惧发生时表达生
长抑素（SST）的抑制性神经元活动水平显著升
高。接下来，他们运用一系列药理遗传学实验证
实前额叶皮层 SST 神经元活动的升高抑制了
PV 神经元的活动，从而使得兴奋性神经元的活
性增强，进而导致了社交恐惧行为的发生。

《神经元》期刊审稿专家对该研究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趣而且重
要的研究工作”“有趣的工作并且有令人兴奋
的新发现”。

相关论文信息：

3 月 18 日，“向阳红 10”船从舟山出发
执行中国大洋 54 航次考察任务，赴太平洋
海域开展资源环境调查。

本航次计划分为 5 个航段，至 11 月下
旬结束，总时间达 255 天，总航程约 22000
海里。航次任务主要包括履行中国大洋协会
和中国五矿集团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多金
属结核勘探合同，开展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
作用专项调查。

本航次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负责总体实施，是统筹落实自然资源部 2019
年太平洋方向深海资源环境调查任务的重
要航次，具有空间跨度大、时间长、任务类型
多样等特点。本航次的顺利实施，将有力支
撑我国履行勘探合同义务，提升我国在深海
区域的科学认知。 陆琦、姚峰摄影报道

“向阳红 10”船
赴太平洋考察

大脑“红绿灯”失控
导致社交恐惧

本报讯（记者李晨）日前，中国农业科学
院研究人员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
作，使用 RNA 作为同源重组修复的模板，并
分别利用核酶自切割和具有 RNA/DNA 双
重切割能力的基因编辑系统，获得后代无转
基因成分的抗 ALS 抑制剂类除草剂水稻植
株。该研究在植物中首次利用 RNA 作为同
源重组修复模板，开辟了利用植物 RNA 作
为同源供体模板进行同源修复的新思路。相
关论文当地时间 3 月 18 日在线发表于 《自
然—生物技术》。

据介绍，基因组编辑首先在基因组靶向
位置产生 DNA 双链断裂，这些产生的双链断
裂可通过非同源末端连接或者同源重组修复
途径进行修复。非同源末端连接最常用于移
码突变破坏基因功能，而同源重组修复主要
被用于对靶标序列的精准替换或定点插入。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教授赵云德说，在多数物种中，非同

源末端连接是 DNA 双链断裂最主要的修复
途径，而通过同源重组修复途径进行精准修
复的概率特别低。同源重组修复途径需要额
外提供同源重组的供体作为修复模板。

论文第一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研究
生李少雅说，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重组事件
进行评估，证实了将 RNA 作为同源重组修复
模板，参与 DNA 同源重组修复的可行性。与通
常使用的 DNA 模板不同，RNA 模板可以在体
内通过植物自身的转录系统持续产生，为同源
重组修复提供更多的模板。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夏
兰琴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该策略的效率，有望解决目前植物同源重组
频率低下的难题，加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精
准改良农作物重要农艺性状，进而定向创制农
作物新种质的育种进程。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以RNA为模板首次
在植物中实现同源重组修复

马玉乾指导硕士生实验 卫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