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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索技

中畜五指山小型猪近交系
通过实验动物资源认定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中国
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以下简称牧医所）培育的中畜五
指山小型猪近交系，通过了中国实
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
评价工作委员会鉴定，被认定为中
国实验动物资源，入驻国家实验动
物模型资源信息平台。

小型猪在形态学、解剖学、生理
学等方面与人类具有较高相似性，是
理想的大动物模型和异种移植器官
供体之一。牧医所研究员冯书堂、李
奎、牟玉莲等几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关
32年，采用专利技术、近亲交配和笼

架饲养等综合措施，以当时濒临灭绝
的一对五指山猪为系祖，逐步克服近
交繁育后代畸形率高、弱仔率高和死
亡率高的世界性难题，建立了第
20～29代小型猪近交系群体和完整
的系谱、品种鉴定方法。

中畜五指山小型猪近交系群
体是国内外首个符合近交系动物
概念的小型猪群体，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已应用于新药鉴定、食品安
全、医用生物敷料产品和异种组织
移植等多个领域，为人类疾病模型
建立、药物研发等提供了新的高标
准实验动物。

罕见新冠感染并发血栓性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获救治

本报讯（记者王昊昊）近日，经
过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多学科联合
诊治，该院中西医结合科 32病室
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发血栓
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病危
患者终于康复出院。

TTP是一种罕见的、危及生
命的血栓性微血管病，年平均发病
率为 1~10例 /百万人。该患者住
院期间病情危重，意识障碍极其严
重，并伴循环衰竭、休克血压，需血
管活性药物维持。在湘雅医院重症
医学科、中西医结合科临床指导
下，医护人员开展了 ADAMTS13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酶）活性

检测、血细胞形态学分析，并积极
寻找 TTP相关病因，完善各种检
测，基本排除结缔组织疾病、常见
病毒感染、恶性肿瘤、流行性出血
或血行感染等因素所致 TTP，考
虑该患者 TTP的发病极可能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

经过 7次血浆置换等治疗后，
患者病情终于由危转安、神志转
清、生命体征平稳，于 1月 24日痊
愈出院。该患者的痊愈出院，从临
床病例角度进一步说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可以导致 TTP 的发生，
并且通过血浆置换治疗可以改善
或治愈。

湖北技术合同年成交额
突破 3000亿元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思辉 通
讯员赵鋆冲）近日，《中国科学报》
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2022
年湖北省登记技术合同 76719
项、成交额 3017.86 亿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 40.74%和 42.92%。

湖北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湖北省登记技术合同呈现 4个
特点。一是光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命健康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北斗产业等五
大优势产业技术交易持续活跃，技
术合同成交额达 1492.40亿元，同比

增长 63.72%。二是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更加显著，由企业输出技术合同
56443 项，交易金额 2738.08 亿
元，同比增长 45.03%。三是成果
就地转化能力逐步增强，湖北省
输出的技术合同中，流向省内的
达到 1757.80 亿元，占总成交额
的 58.25%，比上年增长 4.01 个百
分点。四是重点区域创新能力稳步
提升，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
等五地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合计
1800.01亿元，同比增长 30.98%，占
全省总额的 59.65%。

2022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跃上 10万亿元台阶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工信部
近日发布的 2022年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
报）显示，2022 年，我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
运行稳步向好，软件业务收入跃上
10万亿元台阶，盈利能力保持稳
定，软件业务出口保持增长。

公报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软
件业规模以上企业超 3.5 万家，
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08126亿
元，同比增长 11.2%，增速则较上
年同期回落 6.5%；软件业利润总
额为 12648亿元，同比增长 5.7%。
其中，软件业务出口 524.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0%，增速较上年
同期回落 5.8%。

此外，2022 年信息技术服务
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收入 70128
亿元，同比增长 11.7%，高出全行
业整体水平 0.5%，占全行业收入比
重为 64.9%。其中，云计算服务、大数
据服务共实现收入 10427亿元，同
比增长 8.7%；集成电路设计收入
2797 亿元，同比增长 12.0%；电子
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11044 亿
元，同比增长 18.5%。

公报数据还显示，2022 年我
国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稳步
增长、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实现
两位数增长。其中，信息安全产
品和服务收入 2038 亿元，同比增
长 10.4%；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9376亿元，同比增长 11.3%。

国际气象科技论文
中国学者发文量全球排名第二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2月 6
日，中国气象局发布 2021年全球
及中国气象科技论文产出情况。中
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
长张兴赢介绍，中国学者发表的国
际气象科技论文达 5451篇，占国
际气象科技论文总量的 29.2%，全
球排名第二。中国论文总量较上一
年增长 17%，是增幅最大的国家。

据介绍，2021年，中国论文国
际合作特征明显。在中国学者发表
的国际气象科技论文中，有 2270
篇来自国际合作，占总发文量的
41.6%。2021年的国际气象科技论
文中，中国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
67 篇，仅次于美国的 78 篇，位列

全球第二位；在 Q1期刊发表 2415
篇，仅次于美国的 2920篇，排名全
球第二；在《自然》《科学》和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三类综合性高
端期刊上发表 12篇，排名第四。

基于科学引文索引（SCI）数
据，近 30年高影响论文产出前三
位的国家分别是美、英、德三国。
1990年至 2021年，美国、英国、德
国、法国、中国、加拿大、荷兰、日
本、意大利和澳大利亚为高影响论
文发文量排名前 10的国家。其中，
中国数值预报研究高影响论文发
文量排名前 3的机构依次是中国
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和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

心理学为幸福而服务
姻本报见习记者陈祎琪

“提到心理学，很多人以为是做心理
咨询，但心理学常见分支有 50多种。”近
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国民心理健
康评估发展中心负责人陈祉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不同分支有不同特点，不同心理学家也有
不同风格，“并不是所有从事心理学工作
的人都会做心理咨询”。

但无论是心理咨询师，还是心理学科
研人员，都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觉察和调
控能力，都要能透过表象看本质。“人越陷
入到细节和现象中，越容易有情绪波动，但
从逻辑和框架上理解，反而能让情绪抽离
出来。”陈祉妍说，在这些专业素质背后，支
撑他们持久从事心理学工作的强大信念就
是“一切为了人们的幸福而服务”。

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

“虽然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
加快，但心理疾病谱系总体上没有明显变
化，只是轻度抑郁情绪波动增加，公众对
情绪问题的认知度大幅提升。”陈祉妍表
示，在关于“是否听说过抑郁症”的上万人
大型调查中，超过 99%的人表示听说过，
“而在 20年前还很难实现”。

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
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人群心理健康水平
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人群心理健康
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此外，随着人们
年龄的增长，心理问题会逐渐增多，直至 35
岁时达到峰值，而后不断下降。“但近几年
在疫情、‘内卷’文化的多重压力下，该拐点
延至 40岁。”陈祉妍说，城市老人在 75岁
后心理健康水平开始下降，而农村老人会
提前至 60岁左右，“这与认知功能和身体
机能的退化速度有密切关联”。

其中，青少年心理问题频发尤其值得
关注。2020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蓝皮书
显示，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达 24.6%，
重度抑郁达 7.4%。而农村地区青少年存
在心理问题风险的概率约是城市青少年
的 1.5~2倍。
“在青少年阶段，随着年龄增长，抑郁、

焦虑、行为问题越来越严重，心理健康状况
下滑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陈祉妍表
示，目前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并不清晰，但一
种观点认为，青少年由于身体发育快，导致
社会对其的期待过高，而青少年大脑认知
能力的发育速度无法与之匹配。

为改善这一现状，教育部近年来出台
了大量心理健康类文件，其中 2021年 7月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学生心理
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更是明确提出“高校
按师生比不低于 14000比例配备心理健
康教育专职教师且每校至少配备 2名”。

对此，陈祉妍坦言，目前一些地区和
学校还未落实，另外有部分心理咨询老师
存在自身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心理咨询
是学生找老师，学生是自愿的，老师是等
待的。但学校心理健康工作需要主动观
察、主动介入、主动宣讲，才能及时发现不
良苗头，及早遏制悲剧发生。”

心理疾病不同于负面情绪

如何区分负面情绪和心理疾病？陈
祉妍回答，生活充满了喜怒哀乐，负面情
绪人人都有，而心理疾病虽然与负面情绪
有关，但程度却更为严重，会极度干扰日
常生活，如无法正常吃饭、休息、与人交往
或身体机能降低等，并且持续时间更长，
如抑郁症病程诊断标准一般为两周。
“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主要有两

个———心理健康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
陈祉妍具体指出，心理健康素养是健康中
国行动（2019—2030年）中心理健康行动
的第一个结果性指标，是指有益于人们保
护和促进自身心理健康的知识、技能和意
识。“心理健康素养较高的人，在职场中
能及时有效地调整压力，在亲子关系中能
选择恰当的沟通方式，避免出现‘鸡飞狗
跳’式的作业辅导现场，也能减少孩子离
家出走的叛逆行为。”

目前，在国家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防
治中心的委托下，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已拟
定了心理健康素养的科普大纲，并将进一
步细化，以供全国心理健康宣传单位参考。
陈祉妍介绍，健康生活方式包括睡

眠、运动和饮食，其中睡眠最为重要。“通
过睡眠问题可预测抑郁问题，可在同等抑
郁水平下预测自杀风险，长期缺觉、睡眠
紊乱等都会增加心理疾病风险”；其次，运
动作为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能有效缓解
和预防焦虑抑郁，但“促进心理健康所需
的运动量小于身体健康所需”；第三，均衡
饮食、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有助于保持
心理健康，“年轻女性由饮食控制不当引
起的肥胖易引发抑郁风险”。
“另外需提示的是，药物治疗并不是

对所有患者都有效。”陈祉妍表示，心理
治疗本质上只是一种助力，只有推动患者
有意识改变自身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
才能从根本上治愈心理问题。
“虽然对心理疾病、精神障碍等的污

名化始终存在，但能够主动寻求心理咨询
其实是一种勇敢的担当和开放的心态。”
陈祉妍认为，只要公众对自身心理状况感
到担忧，就可以寻求心理咨询或问诊精神
科医生。“如果确实生病了，早问诊就可
以早治疗，如果不是，也能求个心安，免得

自己吓自己。”

在医学服务中融入心理学温度

“虽然未见得是抑郁，但我学生时期
常常情绪低落，感到空虚寂寞。上高中时，
我读了弗洛伊德简写版的《日常生活心理
病理学》，它在无形中引导了我的专业选
择。”陈祉妍说。

1997年，陈祉妍从北京师范大学心
理系毕业，又就读了北京大学心理系临床
心理学。2003年博士毕业后，她进入中科
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实验室，并将临床
心理学中心理测验的研发与使用技能应
用到了工作中。

2022年 8月，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
进会成立了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陈祉妍
当选为主任委员。在她的带领下，该专委
会举办了心理健康科普直播活动，吸引众
多网友参与，科普成效显著。她表示，专
委会未来将陆续筹备学术年会，开展心理
测评技能等培训工作，并和中科院心理研
究所合作出版心理健康测评类集刊，为广
大心理学工作者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

陈祉妍还向记者分享了一种现象：在
医学上，一些复杂难治性疾病的病因往往
包含心理因素，由于长期陷入情绪问题
中，人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抑制，导致疾病
风险增加。在治疗中，医院晦涩难懂的病
情、用药和手术解说易增加患者的焦虑
感，影响治疗效果。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
进会专委会众多，而且以临床医学类专委
会为主，所以她希望能和这些专委会合
作，在医学治疗中辅以心理学手段，在医
学服务中融入心理学的温度。

三大要点驱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
姻李太豪汪严磊

近 10年是我国发展人工智能（AI）并
取得突出成绩的 10年。当前，从 AI相关
研究和发文数量、专利数量上看，我国已
经位居全球第一。

现阶段，AI 技术主要聚焦于信息处
理策略的拟人化和方式的智能化，由此延
伸出成千上万的产业应用场景。其中，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实现上述技术转化
应用的重点。
然而，我国在工业生产方面的整体水

平还处于基本实现数字化的阶段。只有
少数的领军企业实现生产的智能化进程。
可见，我国现阶段在 AI技术的应用和实
践上与科研和创新水平几乎脱钩。相反，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 AI的转化应用方
面却繁荣发展。对此，笔者将中美两国的
AI转化应用情况进行对比，总结出三大
发展驱动要点。

第一，加强业界力量参与，提升主导
地位。AI是一种以应用端需求为研究策
动的前沿技术。因此，行业和企业单位应
成为 AI技术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国
内 AI技术发展始终以科研机构或院校为
驱动核心，导致研究成果与应用实践青黄
不接，这样的认知需要改变。纵观国内在
AI技术领域发展和应用繁荣的企业，如
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网易等，都在内部
设立研发机构驱动技术的迭代和创新，
如百度研究院、网易伏羲实验室等。个别
领先企业还在技术转化和开发能力得以

夯实的基础上，向更加前端的理论研究领
域进行拓展，如阿里达摩院。在实际的技
术研究过程中，这些机构扮演着项目管理
者、顶层设计者、资源管理者等角色，而科
研机构或院校更多是参与者和协同者。
因此，加强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在 AI研
究方面的参与，鼓励企业作为研究和发展
的主导方，将更有利于推动 AI相关技术
的应用普及和发展。

第二，优化科技组织运作，推动研究
效能。AI是一种根据应用端需求变化进
行敏捷迭代的前沿技术。因此，在新场景
和新需求的驱动下，快速找到构建方案并
开发出符合需求且性能强、运行稳的子技
术十分重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下，很多尚无能力出资建设和运营自有
研发部门的企业，就只能向符合能力要求
的科研机构或院校提出合作需求。然而，
国内大部分科研机构和院校在人均科研
及技术转化产出方面的周期很难满足现
在市场和企业所需。导致这一现象的直
接原因是科研机构和院校在员工效能上
的管理机制尚不健全。

目前，很多企业通过将业务成本和员
工工时考核相绑定的形式计算员工绩效，
并形成高效能的组织行为模式。比如，很
多智力服务型企业要求员工填报 8小时
工作时间中每一个小时在某项业务上的
占比。这一占比数据与该员工的小时用
工成本相关联，因此可以计算出业务对外

报价中员工用工费用的占比。当员工在
某项业务上所填报的时间过多就会导致
实际用工费用超出业务所要求的成本阈
值，这就会导致该笔业务经营亏损。显然，
这种操作方式实现了对业务成本和利润
的精确计量以及对员工工作效能的有效
记录，形成了以工作效能而非单纯工作体
量为导向的组织行为促动方式。在这样
的机制加持下，整个组织的全面效能提升
将会得到更好的保障。当然，这种方式能
否顺利应用于国内科研组织和院校仍需
研究、权衡和尝试。

第三，构建多元角色生态，输出全面
价值。AI技术的应用涉及社会力量的方
方面面。在理论研究开发上，科研机构和
院校以及领军企业的研究部门是主要力
量；在产品转化封装上，当前市场上的诸
多互联网企业将形成核心产能；在价值输
出实现上，擅长数字化和商业咨询的机构
及业界企业将成为核心，并确保相关技术
价值转化的效能。另外，上述 3个领域在
协同时，会涉及知识产权机构、投融资机
构、孵化器 /加速器等。因此，在一个原始
需求变为真正行业价值载体的过程中，涉
及的角色是多元的。

当前，我国已形成了囊括上述所有角
色的开放市场环境。但是，在实际协同过
程中，每个角色仅关注自身所处环节。这
就对整个价值生态的全面协同和科技创
新价值的流通及变现造成阻碍。关联方

除了要意识到自身在整个价值环节中的
角色和定位外，也要时刻考虑和融入前后
端协同方的价值和利益。唯其如此，才能
真正形成生态网络的共赢。

2021 年，德勤中国公司在一项关于
“创新经济时代下商业特征描述”的研
究中明确提出，在以创新和科技为驱动
的商业市场中，去中心化的生态合作网
络将成为实现科创价值落地的重要业
务阵型。与过去的单向或循环供应链阵
型不同，在特定业务或项目的生态合作
网络构建中，价值的关联双方应该形成
价值共生关系，即在同一项业务下，一
方的价值增长能够引发另一方的价值
增长。这样的生态合作网络在未来 AI
发展进程中将越来越普遍，从而更好地
打通 AI 领域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转
化应用 -规模输出的创新价值链。
目前，我国在下一代 AI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上已经取得部分突破。2022年，之江实
验室跨媒体智能研究中心已经成功开发了
包含文本、图像、视频和电生理等多模态的
融合情感计算技术。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
的 AI技术将实现对人类全面心智能力的
模拟，从而实现机器的全面智能。这些技术
一旦在业界进行转化和应用，所引发的产
能提升是量变向质变的跨越，而推动这些
技术的落地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分别为之江实验室跨媒体

智能研究中心、德勤·科学加速中心）

无人机带任务“访问”树枝

本报讯 人们经常从水和空气中
采集环境 DNA，并对生活在那里的动
物进行分类，但很难到达树冠。现在，
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 Stefano
Mintchev 和同事开发了一种四轴无
人机，可以从离地面数十米高的树枝
上采集样本。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科
学机器人》。

这架部分被胶带包裹的无人机，
只需轻轻拂过树枝，就能用其黏性表
面收集树枝上残留的生物体脱落细
胞、废物和血液的环境 DNA，从而揭
示哪些动物生活在该栖息地。

该技术彻底改变了野生动物调查
方式。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不需要通过亲
自观察和捕捉动物来采集样本，只需分
析它们留在周围环境中的DNA即可。

实验中，无人机从 7种不同的树

种中收集了 14个样本，并在昆虫、哺
乳动物和鸟类中的 21种动物中鉴定
出了环境 DNA。

这架 1.2公斤重的无人机底部装
有一个力传感器，可以检测来自多个
方向的压力，还装有一个玻璃纤维笼
子，笼子上覆盖着胶带或浸在糖水溶
液中的纱布，用来收集松散的颗粒，包
括动物留下的颗粒。

一段时间后，无人机离开树枝返
回地面，研究人员即可取出样本进行
分析。

目前，该无人机可以访问一棵树
外围的几根树枝，Mintchev 希望未来
能够开发一种可以深入树冠收集样本
的设备。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图片来源：Science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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