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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创新
INNOVATION

进入创新工程以来，长春光机所一直
都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产学研并举
发展道路，不仅承担了国立科研单位的历
史使命，还解决了国家各类重大需求。

孙守红介绍道，在科研领域，长春光
机所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取得了以神舟
系列有效载荷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研成
果，创造了十几项“中国第一”。

同时，长春光机所在高水平人才聚
集、创新平台搭建、产业集群培育等方面
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培养了多名院
士，每年都有国内外高水平人才的引进；
包含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 18 个研究部
共同服务双创；投资企业达到 73 家，包含
上市企业一家，长春光机所持有权益达 30

亿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其中，长春长光精密仪器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光集团）是长春光机所专
业从事经营性资产运营管理的全资子公
司。长光集团管辖长春光机所所有参控股
企业，并建有企业孵化平台、创新创业平
台、资金支持平台等企业发展支撑平台。

长光集团副总经理赵嵩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厚积薄发，长春光机所双创
工作迅速发展，这也是我们能够成为双创
示范基地的优势所在。”

2008 年，长春光机所与吉林省政府合
作共建了吉林省内首家专业孵化器———
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赵嵩说，孵化
器积极打造“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

器”全链条孵化体系，成为了培育中小光电
子企业和高素质创业人才的重要载体，打
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吉林省光电
子产业的发展。

长春光机所还积极推动成立了长光
T2T 创业工作室，赵嵩是该工作室的负责
人。据他介绍，工作室聚集了双创各类资
源，以 T2T 模式，即“从想法到技术到转
移”的服务理念，为广大创客提供全方位的
专业化服务，也成为了科技成果产出部门
和孵化器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长光 T2T 创业工作室探索出了可复
制推广的服务模式，也成为长春市众创空
间四类典型发展模式之一，并获批为市级、
省级、国家级众创空间。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建设第二批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
地的实施意见》，系统部
署了第二批国家双创示
范基地建设工作，并公布
了第二批共 92 个双创示
范基地名单。

其中，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
机所）成功获批，成为中
科院系统以及吉林省内
首批入选的单位。

长春光机所所长助
理孙守红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自双创上升为
国家战略以来，长春光机
所聚焦光学，双创工作迅
速发展，探索形成了创
新、资源双轮驱动，军民
融合、平台发展两翼齐
飞，从创新链到产业链全
链条的长光双创模式。”

搭建平台 创新创业

孙守红告诉记者：“长春光机所坚持
建设高端平台，以高水平的能力来服务
科技创新，正在建设的创新平台、工程平
台、孵化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国际合作
平台五个平台都是依托国家级的载体而
成，囊括了从技术到发展为产业集群所
需要的各类要素资源，能够提供研发设
计、检验检测、模型加工、中试生产以及
研发、生产设备设施和厂房等支撑条
件。”

赵嵩说：“中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总
会由于人才、资金等问题遇到发展瓶颈，
长春光机所的公共服务平台依托国家光
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聚集了国际领
先的设备资源。”

其中，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开放检验检
测设备，提供新产品鉴定、质量检测等技
术支撑服务，为产品研发提供了可靠的数
据，帮助企业解决产品质量存在的问题，
更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有效推动
了企业快速发展。

国际合作平台依托国家光电国际创新
园建设而成，是基地对外开展交流合作，引
进国际高水平双创人才的重要载体，并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为促进国际化交
流，长春光机所主办了 Light 国际化期刊，
期刊有效传播了科研成果、促进了国际学
术交流。目前，Light 已经连续三年影响因子
保持在 13 以上，位列光学期刊排行榜前三
名，其国际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该所国际合作处处长张来明指出，国
际合作平台为了扩大科技开放合作，不断
引进国际科技创新资源，发展国际化、具
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创新集群。通过国际化
交流，他们促成了多项高新技术的引进与
合作，比如，从事高性能 CMOS 传感器研
发与设计的创新型企业长光辰芯、从事高
通量基因测序仪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长光华大等，都已落户到园区内。

国际合作平台还引进了高层次人才。
孙守红称：“通过国际人才的引进为重大
科研攻关提供领先的智力资源。我们引
进的比利时、英国等国际技术创新团队，
都是未来新的创业主体，是基地成果转
化与产业发展的重要人才储备。”

创新的脚步是永不停留的，长春光机所自建
所以来始终都有新的举措推动研究所各项事业稳
步迈进。孙守红表示，今后，长春光机所还会在政
策制定、创新载体建设、资金保障、人才培养方面
采取新的举措，保证长光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的顺利发展。

据悉，长春光机所为提高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热
情，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进程，建设了科技成果
全过程管理制度体系，在中科院系统内率先出台

《长春光机所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长春光机所
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长春光机所对外投资管
理办法》等制度。

长春光机所还将继续搭建高端创新载体来支撑
“双创”。赵嵩介绍，2017 年新开工建设的国际众创中
心，是长春光机所打造的国际化众创空间，为创客、投
资人、技术团队搭建新型空间载体。

赵嵩介绍：“国际众创中心后续建设完成后预
计能够有效衔接技术、人才、资本和成果的对接，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产业化，使实验室成果形成
产品，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进程，引导和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引导投资方向。”

在基金方面，长春光机所为了加强与政府产业引
导资金的合作，将以院地共建为原则，积极吸引社会
资源与民间资本，设立产业基金，加强对优质项目和
企业的资金引导与扶持；发起设立涵盖天使投资、早
期风险投资到后端产业并购的多层次基金体系，重点
支持成果转化和双创项目，为双创提供资金保障。

“双创”离不开人才，长春光机所为培养优秀工
程技能人才，设立了长光工程师培训中心，并以此
为依托发起成立了吉林省工程师培训教育联盟。

长春光机所所长贾平在长光工程师开班仪式
上指出：“中心将发挥长春光机所科研和工程实践
的带动作用，培养万名高素质技能型优秀工程师，
提高吉林省工程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并向全国输送
高素质技能型优秀工程师。”

支撑举措 稳步迈进

本报讯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与冰川一样，青藏高原的
冻土也正经历强烈的变化。研究表明，从 1996 年到 2001 年，
青藏高原冻土的活动层增厚了 0.15m 到 0.50m，从而可将之
前埋藏在冻土中的老碳释放到水体中，影响青藏高原现代水
体的碳循环过程。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还很缺乏。

近日，综合性期刊 PloS One 在线发表了以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研究员李潮流为通
讯作者的研究论文，并给出了碳同位素的证据。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芬兰拉彭兰塔理工大学和美国耶
鲁大学也参与了这一项目的研究。

溶解态有机碳（DOC）是河流水体中最活跃的因子之一，
其在通过河流传输的过程中能被微生物分解并释放出二氧
化碳等温室气体，从而影响到流域的碳平衡甚至气候变化。

李潮流指出：“冻土融化对河流水体溶解态有机碳造成
的影响的研究在北极地区已经广泛开展，并成为水体碳循环
的一个重要方向。”青藏高原分布着中低纬度地区最大面积
的冻土，并储存了大量的碳。

论文通过对长江、黄河和雅鲁藏布江在青藏高原河段水
体中 DOC 的同位素组成的研究，给出了研究区河水 DOC
受冻土融化贡献的同位素证据。上述结果不仅明确了青藏高
原河流水体中溶解态有机碳的年龄，并证明了偏老的碳主要
是由冻土的融化所贡献的。该研究成果可为青藏高原冻土碳
和其他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 （科讯）

老碳来自青藏高原
冻土融化

隗青藏高原所

进展

积累优势 厚积薄发

长光双创模式：聚焦光学 双轮驱动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本报讯 24 小时运转的科研大楼有望
节能 40%。7 月 20 日，由中国科学院和日本
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共
建的节能示范大楼正式启动实证运转。该
项目依托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建筑
面积为 16000 平方米的“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研发平台”为实施对象，从设计阶段就引
入日本节能技术与相关设备。与一般系统
相比，预计该大楼将实现空调和照明能源
节能 40%。与此同时，在满足高端研究设备
运转的条件下，维持能耗与一般办公大楼
相当水平。

该项目作为中科院与 NEDO 开展的
第一个实质性合作项目，历时 8 年的筹备
与实施，综合管理并运用节能高效化技术
与设备，引入节能系统 BEMS，开展建筑节
能实证项目合作。

“30%的节能主要来自于逆变器离心式
制冷机及热回收热泵系统。”NEDO 技术开
发机构理事土屋宗彦告诉记者，“另外 10%

则来自于节能系统 BEMS，它将通过有效
管理并分析整幢楼的能源消耗情况，从而
做到能源的合理分布与使用。”

在大楼的地下一层，记者见到了这些
其貌不扬的空调冷冻机。与常规的冷冻机
相比，这些“秘密武器”可以实现高效的热
冷转换，就算在当下的酷暑天气，其热冷转
换效率也要高出 1.2 倍，而在平常天气里，
其能效转换效率可以高出将近 6 倍。

能效比接近 6 是个什么概念？上海高
研院副院长黄伟光解释说，这就好比本来
一份电产生一份热或一份冷，但现在却产
生了 6 份热或 6 份冷。如此高的能效比技
术，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已
将环境可持续发展列入“十三五”规划主要
发展目标之一，节能和环境治理对策迫在
眉睫。近年来，许多城市的现代化高楼越建
越多，同时也暴露出能源不足的问题，人们
对于建筑领域的节能也越发关注。

“从现在起到明年 3 月，中日双方将通
过收集运行数据来验证技术的有效性和节
能效果。”黄伟光认为，该项目有望成为中

日两国间在低碳节能领域的成功合作典
范，助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

（朱泰来 黄辛）

现场

本报讯 地球上存在着一类喜欢生活在高盐环境中的微
生物，极端的生活环境使这类嗜盐微生物进化出了特殊的生
存能力。对嗜盐微生物的研究不仅为探索生命的极限适应机
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为其特殊功能和代谢产物的利用
提供了可能。

通过 10 余年的系统工作，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向华研
究组已从基因组层面系统阐明了以地中海富盐菌为代表的嗜盐
古菌参与生物可降解塑料 PHBHV 合成与降解的关键酶、关键
途径和相关调控因子，并利用代谢工程提高了 PHBHV 的产量，
是嗜盐古菌合成生物可降解塑料领域的系统性突破。

近日，该团队以此为基础，在利用嗜盐古菌合成高附加值
生物医学材料基础研究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上述最新进
展已于近期发表在生物材料学领域知名期刊 Biomaterials（《生
物材料》）上。论文第一作者韩静博士指出：最新进展为进一步
开发极端微生物资源、合成高附加值生物医用材料开拓了新
的方向，也将提升嗜盐微生物 PHBHV 在疤痕愈合、软骨修
复、神经修复等多个领域中的医用价值。

地中海富盐菌可利用多种廉价碳源高效合成 3HV 单体比
例恒定(~10 mol%)的 PHBHV，并可采用水提法方便地提取，因
此具有重要的工业开发潜力。针对该菌合成 PHBHV 种类较单
一的问题，向华团队以该菌为细胞工厂，通过发酵工程技术合成
了具有不同单体聚合方式的系列无规共聚物 R-PHBHV 和高
规整共聚物 O-PHBHV。聚合物的 3HV 单体含量由 10 mol%提
高到了 60 mol%，丰富了嗜盐菌 PHBHV 的材料性能，如新合成
的 PHBHV 的断裂伸长率由 5%提高到了 508%。

为了进一步推动嗜盐微生物合成的 PHBHV 在再生医学
领域的高附加值应用，该团队对材料在模拟体液（含有脂肪酶
的 PBS）和兔子体内的降解性能以及生物相容性进行了系统
研究。与 PLA（FDA 批准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以及细菌来
源的 Reu-PHB 和 Reu-PHBHV 相比，嗜盐微生物来源的
PHBHV 更有利于成纤维细胞和成骨细胞的贴附和增殖，表
现出了更好的细胞相容性。嗜盐微生物合成的 PHBHV 在兔
子皮下的降解速度要比在模拟体液中的降解速度快，且不同
材料表现出不同的降解速度。向华研究组发现，当植入兔子皮
下，与细菌材料和 PLA 相比，嗜盐古菌 PHBHV 仅仅引起了
轻微的炎症反应。因此，嗜盐微生物合成的 PHBHV 具有多样
化的降解速度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暗示这类材料将在不同
的生物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王心怡）

隗微生物所

嗜盐微生物合成医学
材料研究取得新进展

中日合作节能示范实证项目有望节能 40%

淤国际众创中心规划图
于工程师培训中心
盂专业检验检测服务平台
榆双创基地全景图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自动化所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与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介入超声科合作，在分子影像应
用于胰腺癌的介入光热治疗，以及应用于肝癌的分子标志物生
物学机制研究两大领域，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科研成果。相关研究
进展分别发表于医学研究领域和生物材料领域的顶级期刊，成
为实验室与临床医院医工交叉合作取得突破的典型范例。

实验室主任田捷介绍道：“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
消化道肿瘤，其手术切除率低，治疗方案（化疗、放疗等）疗效
都欠佳，因此临床上需要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案。光热疗法

（PTT）作为新兴治疗方式，已经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然而，这种治疗方式存在光穿透性差，无法达到深部肿瘤的

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自动化所团队与合作团队开展了一种
可以局部介入式光热治疗（IPTT）的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与临床上常用的 125I 放射性治疗相比，
IPTT 疗法的平均存活率提高 25%，同时抑制了胰腺肿瘤的转
移。“这种介入式光热疗法为胰腺癌的治疗提供新方法和新策
略。”田捷说。

肝细胞癌（HCC）全球发病率高，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即为
中晚期，无法手术切除，因此肝癌的早期诊断成为肝癌治疗的
关键。然而，不足 1 cm 的肝细胞癌缺乏特征性影像学表现，无
特征性分子标记物使得肝癌无法早期准确检测。因此，特异性
标记物对于肝癌的早期诊断、延长生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为解决这一难题，团队对 GPC-3 靶点进行深入研究，主
要针对 GPC-3 靶点开展机理性探索，探究 HCC 细胞内多种
生长因子及 Wnt 信号通路的调控方式，研究肝细胞癌的发生
机制以及 GPC-3 的转运原理，并针对 GPC-3 靶点用于分子
成像及靶向治疗进行展望，团队认为具有 HCC 治疗的广阔
远景，有望用于临床转化。 （沈春蕾）

隗自动化所

分子影像为肿瘤诊断
与治疗提供新技术

淤光伏发电系统
于离心制冷机及热回收热泵系统
盂节能示范大楼启动仪式现场合影

淤

于

盂

淤 于

盂

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