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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实现无创精准放射“瘦心”

发现·进展

简讯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

云南曲靖首次发现
4.1亿年前长吻三歧鱼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古生物多样性与古环境》在
线发表了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盖志琨等合作
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科研团队首次在曲靖“古鱼王国”中发
现 4.1亿年前游动的“三叉戟”———长吻三歧鱼的踪影。

这一发现丰富了三歧鱼科的形态特征，为探讨盔甲鱼类在
早泥盆世布拉格期的适应辐射提供了关键的材料，同时对于研
究三歧鱼科的起源、多样性和迁徙也具有重要意义。

长吻三歧鱼在分类上属于无颌类盔甲鱼亚纲三歧鱼科，而
标志性的“三叉戟”形头甲和半月形鼻孔，使三歧鱼科很容易跟
其他盔甲鱼类区分，目前其仅含有 1个属 3个种。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三歧鱼的生活区域可能仅局限于
华南板块的北部。直到 2002年在滇东南文山发现了长吻三歧
鱼、2009年在越南北部发现了越南三歧鱼，人们才意识到其分
布范围比原来想象的要广泛。但三歧鱼的南北分布有上千公里
的地理间隔，游泳能力较弱、营底栖生活的三歧鱼如何完成长
距离迁徙，一直是困扰古生物学界的未解之谜。

此次长吻三歧鱼在云南曲靖“古鱼王国”的首次发现，不仅扩
大了三歧鱼在华南板块的分布范围，而且填补了三歧鱼南北分布
的地理空白，为研究三歧鱼的南北迁徙路线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新材料表明长吻三歧鱼的感觉管系统属于多鳃鱼
型，相比以往的描述，新材料中多了两对中横管和更多的侧横
管。对来自越南北部的越南三歧鱼重新观察显示，其也存在第
二根中横管。两根中横管的存在可以看作三歧鱼科一个新的共
近裔性状。双中横管曾经被认为是原始盔甲鱼类大庸鱼、汉阳
鱼和修水鱼的原始特征。

分析认为，三歧鱼科与大庸鱼科、汉阳鱼科、修水鱼科等相
似的形态特征，可能并非是从共同祖先继承来的，说明在盔甲
鱼辐射演化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平行进化或返祖现象。
相关论文信息：

游动的“三叉戟”———长吻三歧鱼（右）与昭通三歧鱼（左）
生态复原图 杨定华绘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昕茹 通讯员赵晓华）近日，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周胜华率领的心脏团队成功为一
例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实施了无创精准放射手术，经国际
文献数据库及临床研究注册网站查证，此为全球首例。这预示
着我国开启了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无创”治疗的全新领域。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也称肥心病，成人发病率约为 80/10
万，在年轻人当中更常见。因心肌肥厚、心室腔变小阻碍了心室
血液的正常流通，肥心病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心绞痛、心律失
常、眩晕或晕厥甚至心力衰竭等症状。肥心病主要由遗传因素
导致，长期以来治疗方式存在缺陷。

该患者今年 71岁，有长达 30年的晕厥史，此前一直没太
在意。检查发现，他的心室间隔厚度达 23毫米，超出正常人的
2~3倍，而其左心室流出道压力阶差达 41毫米汞柱，如果延误
治疗，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针对患者的情况，周胜华团队对肥厚心肌部位进行了精准
定位，并为患者制定了详细精准的肥厚室间隔“放疗消融”方
案。与传统的治疗方式相比，放射治疗脱离了“有创性”的局限
且风险性大为降低，手术中患者不需要开刀，没有任何痛苦。
“该治疗具有‘无伤口、无痛苦、无流血、无麻醉、恢复期短’的特
点，对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有明显优势。”周胜华表示。

经过近 80天的随访，该患者症状已明显改善，其心脏 B
超和心脏MR也均有显著改变。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绘制出猪胚胎骨骼肌
染色质精细图谱

本报讯（记者李晨 通讯员付松川）近日，中国农科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科技创新团队绘制出猪胚胎发育
全期骨骼肌基因组染色质开放区域精细图谱，鉴定了调节肌肉
发育的顺式调控元件及相关基因，为进一步研究猪胚胎骨骼肌
发育相关基因的调控动力学奠定了基础。相关成果发表于《畜
牧与生物技术杂志》。

据介绍，猪胚胎肌肉发育主要集中在两个生长波，即胚胎
期 35天 ~60 天，初级纤维形成；胚胎期 54 天 ~90 天，次级纤
维生成。发育过程中，大量转录因子通过与开放的靶基因 DNA
序列结合调控基因转录的发生，进而控制骨骼肌发育进程。但由
于猪胚胎期骨骼肌基因组范围染色质开放性尚不清晰，猪经济性
状分子机理解析及基因组育种技术创新受到制约。

为攻克这一问题，研究人员以大白猪为研究对象，利用 A-
TAC-seq、RNA-seq等多种组学研究技术，获得了包含 45、70和
100天胚龄时期骨骼肌表观遗传调控数据，并在 3个胚胎时期分
别鉴定出 21638、35447和 60181个染色体开放区域。研究还发现
多个调控肌肉发育相关基因的转录因子以及大量转录阻遏物，为
猪功能基因组及性状调控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相关论文信息：

不是误入者 而是黏合剂
“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姻本报记者秦志伟

新型研发机构虽然被称为“四不像”，
但仍“闯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之中，并被
寄予厚望，但它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扮
演怎样的角色？

近年来，广东工业大学原副校长张光
宇、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刘贻新
等人所带领的团队试图厘清这一“四不像”
机构的“主责主业”是什么以及如何持续发
挥应有作用。近日，该团队的新书《新型研
发机构研究———学理分析与治理体系》出
版面世。

在刘贻新看来，新型研发机构并不是
“误入者”，而是科研院校、企业及社会资本
的“黏合剂”，核心作用是打通创新链，破解
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难题。

“四不像”机构有“八化”

成立于 1996年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深清院）是业内公认的我国首家
新型研发机构。该研究院采取市校共建、企
业化运作模式，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并具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导向。

深清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面
对这一问题，深清院提出了“四不像”理论
进行解释———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
文化不同；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
院所，内容不同；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
业，目标不同；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
业单位，机制不同。

此后，新型研发机构开始在各地“自由生

长”。2019年，科技部发布《关于促进新型研发
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从国家层面对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义、功
能定位、基本条件、管理评价等予以规范。

截至 2020年 4月，我国各类新型研发
机构规模总量达 2069家，45.9%的机构研发
投入强度超过 50%，总收入之和达 1771.75
亿元，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该团队将新型研发机构的典型特征概
括为“八化”，即职能定位的聚焦化、功能作
用的一体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机构性质
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市场需求的
产业化、创新服务的社会化和开放合作的
国际化。

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为例，刘贻新向
《中国科学报》介绍，新型研发机构通常由政
府、企业、科研院校其中两方或三方采取“共
同投入”模式组建，这种做法可有效推动政
企分开和政产学研资协同合作，有利于降
低委托—代理成本和建立现代化科研院所
制度，促进各种创新资源的流动，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从而提升创新的整体绩效。

新型研发机构更具优势

高校院所作为我国科学研究的前沿阵
地，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但如何打破传
统体制机制束缚、释放潜能，是我国新旧动
能转化亟须解决的问题。

刘贻新表示，传统科研院校往往尚未建
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产权制度体

系，缺乏对创新价值的认识，存在供给效率
低、强制搭便车及寻租等问题，加之研究与
市场分离、组织结构老化、成果转化平台缺
乏等，传统科研院所难以满足产业共性技
术研发的需求，难以弥补创新价值链中缺
失的环节。

相比之下，新型研发机构则更具优势。
该团队认为，新型研发机构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通过技术研发、技术转移、技术服务、
项目孵化、人才培育等一体化服务，支撑引
领现代产业发展，通过打通创新链，有效破
解科技与市场“两张皮”问题。

而在国家层面出台新型研发机构管理
制度之前，地方对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各
具特色。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工程师黄燕飞等人总结了四种模式，分别
是认定制、备案制、登记制和预备制。各地
多采用认定制，由各地科技主管部门对符
合认定条件的机构给予资金奖补、税收优
惠、人才激励、项目申报等专项政策，支持
和引导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刘贻新提出，由于新型研发机构在组建
模式和法人性质上的独特性，有必要由国家
科技主管部门在更高层次上制定统一的认定
标准，对不同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分类
指导和规范，制定明确的认定政策。

打造“3+1”创新体系

鉴于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经济与科技“两
张皮”问题尚未有效解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卡脖子”现象亟待改变、科技体制改革释放
创新活力有待纵深发展，张光宇表示，应该
将新型研发机构看成探索建立现代科研院
所制度治理体系的“特区”以及深化国家科
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张光宇认为，未来国家创新体系应是
“三驾马车并行、一个共振场支持”的构成体
系（或称“3+1”创新体系），即科研院校、企
业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承载创新的
三大核心主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三
大创新主体提供创新环境和创新土壤。

刘贻新解释道，高校院所聚焦基础研究
和知识创新，为创新提供源头活水；企业研
发机构聚焦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沟通以上两大创新
主体的桥梁，以产学研结合为核心，加速
推进技术的产业化；而“双创”是三大创新
主体的共振场，以众创空间、前孵化器为
抓手，形成创新人才辈出、创新成果无穷
的创新氛围。

不过，刘贻新也强调，就当前的发展阶
段而言，需要针对阻碍发展的因素，从国家、
产业及机构三个维度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的
高质量发展。
“在国家层面，要完善顶层设计，加大扶

持力度，搭建新型研发机构培育体系；在产业
层面，要围绕产业需求规划核心产业发展，形
成多元化的投入模式，拓展创新成果转化渠
道；在机构层面，要打造去行政化、非营利的
企业化运作模式，企业孵化体系朝着高端化
发展，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刘贻新建议。

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
计划共建海洋生态牧场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与印
尼科学院海洋研究中心签署了《印尼海洋
生态牧场建设项目合作意向书》。该意向书
在中国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首次会议
上宣布，海洋生态牧场建设也被列为双方
海上合作重要内容，将助力两国合作机制
的充实扩容与双边海洋互利合作。

据介绍，项目将建立中印尼热带海洋
生态牧场示范基地及中印尼联合研究中
心，开展海洋牧场环境观测、生物多样性保
护、海洋牧场建设和生物资源利用等领域
的合作。 （廖洋王敏）

农业应对气候变化
“双碳”高层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讯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环发所）在京
举办“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双碳’高层论坛”。
“双碳”是指碳达峰、碳中和。记者从论

坛上获悉，中国农科院正在整合有关研究所
和团队优势力量，由环发所牵头、11个研究
所参加，组建院级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研
究中心。

论坛还以“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实
现路径与科技需求”为主题进行高端对话，7
位嘉宾与现场参会人员开展了深入研讨。

（李晨）

陕西省第三届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青年论坛”举行

本报讯陕西省第三届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青年论坛”暨 2021年秦岭环保志愿行动
示范活动日前举行。

活动上通报了 2020年秦岭生态科学考
察项目获奖结果，启动 2021年秦岭生态科
学考察行动和共青团陕西省委 2021年社会
组织承接青少年生态环保项目，部分秦岭沿
线省（市）团委共同发出“贡献时代青春力
量·当好秦岭生态卫士”联合行动倡议。

（张行勇）

山西冬小麦单产创最高纪录

本报讯记者日前获悉，“耕播优化水肥
精量绿色高产技术”试验示范亩产达 830.84
公斤，创山西省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该试验示范由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冬春混播区栽培岗位科学家高志强团队与
山西瑞德丰种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针对播
种质量差、水肥投入高且利用效率低等当前
灌区冬小麦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双方研
发实施新技术，通过宽幅匀播提高播种质
量，以水肥一体化减少灌水量和施肥量，实
现籽粒产量与水肥利用效率协同提高，充分
挖掘高产品种增产潜力，为确保丰产高产提
供关键技术支持。 （李清波程春生）

细菌感染 用光控制
研究人员开发基于铜绿假单胞菌的新型光敏蛋白

本报讯（见习记者刁雯蕙）近日，中科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
所金帆团队与黄术强团队关于细菌感染
的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于
《美国化学会—合成生物学》。研究团队开
发了基于铜绿假单胞菌的新型光敏蛋白
YGS24，实现了用光学方法控制细菌对宿
主的感染行为。

该研究实现了对宿主体内细菌致病
能力的定量和时间控制，从而可以揭示其
局部和系统对宿主健康和死亡的影响，有
望探索和发现致病菌新的致病机理，进而
加速相关创新疗法的开发。

对于人类疾病预防而言，了解细菌如
何感染人体，进而对细菌感染行为进行调
控至关重要。细菌的感染通常呈现急性和
慢性两种模式。而细菌不同的感染行为往
往会对宿主产生不同影响———急性感染
下，细菌会引起宿主急性炎症反应；慢性
感染下，细菌往往会形成生物被膜，对抗
生素和宿主免疫系统具有更强的耐受性，
不易被根治。

该研究中，研究团队选取了常见的机
会性致病菌———铜绿假单胞菌作为研究
模型。“这是一种对人体和动植物均有潜
在致病性的革兰氏阴性菌，它的临床分离
率较高。对于免疫受损以及皮肤或黏膜受

损的病人来说，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具有很
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论文共同通讯作
者杨帅表示。

有别于利用化学诱导物进行基因表
达调控的传统手段，研究团队利用光遗传
学调控的方式，基于铜绿假单胞菌 GacS
蛋白和 GacA蛋白组成的双组分系统，开
发了新型光敏蛋白 YGS24。
“GacS-GacA双组分系统在铜绿假单

胞菌急性和慢性感染模式的切换上有着
关键性的调控作用。GacS蛋白通过调节
GacA蛋白的磷酸化程度对下游致病相关
基因进行调控。当 GacA蛋白的磷酸化水
平高时，细菌倾向于形成生物被膜，慢性
感染相关基因的表达被促进；而当 GacA
蛋白的磷酸化水平低时，细菌更倾向于表
达与急性感染模式相关的基因。”杨帅解
释道，“我们以 YGS24蛋白取代细菌中原
有的 GacS蛋白，构建了 YGS24-GacA 光
控系统，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感染行为进行
精确的光调控。”

利用 YGS24-GacA光控系统，研究团
队在“致命麻痹”和“缓慢杀戮”的秀丽隐
杆线虫—铜绿假单胞菌致病模型中，成功
实现了细菌对线虫致病能力的蓝光调控。
此外，通过该光控系统，利用显微镜技术
和微流控技术，研究团队成功实现了对秀

丽隐杆线虫肠腔内铜绿假单胞菌致病调
控回路的原位光诱导。
“YGS24光敏蛋白的研发扩充了光遗

传学的工具库，同时它也是在铜绿假单胞
菌中开发的第一个光敏蛋白。它将推动光
遗传学在微生物研究领域的发展，还将在
细菌感染行为相关的基础研究中发挥独
特作用。”杨帅表示。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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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方红 3”船结
束了为期 42天的西北太平
洋综合科考之旅，返回青岛
奥帆中心码头。自春节以来，
“东方红 3”船已成功执行了
3个综合科考航次，作业天
数达 120天。

据介绍，本航次以西北
太平洋综合环境调查为主
线，共完成观测站位 26个，
总航程 6375海里，来自中
国海洋大学和国家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的 54名科考队
员开展了系列创新性科考
工作，为面向西北太平洋碳
汇核心区的多尺度海洋过
程及其生态气候效应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观测基础。

图为“东方红 3”船在进
行海上作业。

廖洋、左伟报道
中国海洋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