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贵阳 8
月 12 日电 （记 者刘
志强）在 12 日举行的

贵州省科技创新大会

上，贵州省委书记陈

敏尔提出，要实施以

大数据为引领的差异

化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战

略，加快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更好支撑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

陈 敏 尔 强 调 ，要

进一步增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坚定创

新自信，因地制宜探

索差异化科技创新发

展路径，以大数据引

领科技创新。他说，

贵州抓住大数据就是

抓 住 了 科 技 创 新 的

“牛鼻子”，要把大数

据的理念、技术和方

法贯穿到创新的全过

程，使之成为创新驱

动发展的主动力，成

为 科 技 创 新 的 主 抓

手。要加强经济转型

升级、保护生态环境、

增进民生福祉、创新

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科

技供给。要与时俱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中体现贵州担当、作

出贵州贡献。

贵州省省长孙志

刚要求，要着力突破

大 数 据 关 键 技 术，要

以大数据提高科技创

新 能 力、促 进 企 业 生

产经营模式创新。科

技创新要突出问题导

向 ，破 除 制 约 创 新 的

体 制 机 制 障 碍 ，培 育

创新人才落地开花结

果 的 土 壤 ，大 力 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改 革

政 府 科 技 投 入 方 式 ，

为 推 动 经 济 转 型 发

展、为“守底线、走新

路、奔小康”提供强大

的动力支撑。

为切实推动差异

化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贵

州 省 委 、省 政 府 制 定

并 出 台 了《关 于 以 大

数据为引领实施区域

科 技 创 新 战 略 的 决

定》。决定明确：到 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0％以

上，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1.5％以上。为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决定还在人才引进

聚集，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分

配等方面，作了进一步“松绑”放活与优惠。

据了解，围绕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科技创新战略目

标，贵州近 5 年间将组织实施数据资源开放应用工程、

大数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产业

扶贫科技支撑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等 13 个

重点工程。

科技日报讯（记者江东洲）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动广西企业创新发展，8月 11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主席陈武在南宁主持召开推动创新发展企业专题座

谈会，听取了区内 20 家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他提

出，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

成果转化方面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政

策、服务和资金等方面支持力度，引导帮助企业把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技术创新上，大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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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12日电 （记者常丽君）最近，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脑研究项目团队开发

出一种新的神经成像技术，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人脑

中基因开关的位置，为了解影响精神健康的基因提供

了有力工具，将来有望用于检测老年性痴呆、精神分

裂或其他脑病的早期迹象。

据《科学美国人》网站 11日报道，目前，遗传 DNA

序列能解释的精神疾病很少，在成瘾、老年性痴呆等

许多疾病中，基因开关的作用或许更重要。而生活中

的一些事（悲伤、创伤等经历）会改变基因开关状态，

控制其表达或沉默，因此表观基因改变也可能导致脑

内的长期变化。

新技术与传统的性能鉴定试验（PET）类似，能检

测来自名为“Martinostat”的放射性标记物的正电子，

此标记物也是该研究负责人、麻省总医院化学家雅各

布·胡克和同事在 2012 年的发明。通过静脉注射，标

记物分子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与脑中的组蛋白

去乙酰化酶（HDACs）结合。HDACs 能关闭基因，包

括那些对形成突触和学习记忆功能非常重要的基因。

研究团队发表在最近出版的美国《科学·转化医

学》杂志上的论文称，他们给 8 个健康志愿者注射了

“Martinostat”，发现人脑中沉默基因分子最多的地方是

小脑，负责调控运动，其外壳也有协调某些学习的功

能；最少的是海马体和杏仁核，原因尚不明确。一个可

能的解释是，沉默基因最少的脑区“神经可塑性”的潜

力最大，即改变神经连接可更好地适应脑主人的生活。

他们还发现，基因沉默在不同脑区有差异，而这

种差异模式在人和人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

一致性或表明，健康人脑中的基因活性有一种基准模

式，观察病人是否偏离这一基准，有助于在其症状出

现之前诊断疾病。

基因沉默失误可能导致或至少预示了某些脑部

疾病，团队已用新技术绘制了 9 个精神疾病患者脑内

的基因表达模式。新成果向发现脑中基因异常迈出

了第一步，并有望在将来找出治疗方法。

去年4月，科学家找到一种控制实验室动物大脑神

经回路并较准确操控其行为的方式，被看作美国“脑计

划”的第一个重要成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作为接受

重金投放的第一机构，开发新一代人类大脑成像技术是

其重要研究方向，本文成果即为其中之一。“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这句著名的古希伯来谚语，显然不适合赠与

科学家——他们不仅自己

爱思考，还爱钻研人类都思

考了什么、怎样进行思考，以

及为啥不能再思考。君莫

笑，谁若真正掌控了大脑，也

就快变成上帝了。

新成像技术“看到”人脑基因开关
有望用于精神疾病诊断与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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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张

晓冉）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不孕症常

见原因之一，其显著特征是不排卵。长期

以来，PCOS 患者选择“新鲜胚胎移植”和

“冷冻胚胎移植”哪个更好在国际上未有定

论。近日，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陈子江团队在美国《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成果——“多囊卵巢综

合征不孕症鲜胚与冻胚移植”，在国际上首

次证明：与新鲜周期胚胎移植相比，胚胎冻

存后移植可以明显提高新生儿活产率。该

杂志认为，这是 PCOS 临床治疗研究取得

的重大突破。

做试管婴儿大致分为促排卵、体外授精

及胚胎培养、胚胎移植三个过程，其中，胚胎

移植又分新鲜周期移植和冷冻胚胎移植。

前者是在取卵、体外授精、胚胎培养后，将胚

胎直接移植到子宫腔内；后者是如患者因身

体不适合移植，则将胚胎冷冻，待身体恢复

后进行冷冻胚胎解冻移植。陈子江团队研

究结果首次证明 PCOS 不孕症，实施冷冻复

苏胚胎移植可以明显提高活产率，降低流产

率和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发生风险，并增加

新生儿出生体重。

据了解，在此之前，国际医学界尚没有

对 PCOS 患者进行全胚冷冻后子代安全性

及有效性的前瞻性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证

据。该项目由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生殖

医院、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等全国

14家生殖医学中心参与，并与耶鲁大学张和

平教授等美国学者合作完成。

“冷冻胚胎移植”提高新生儿活产率

科技日报三亚 8月 12日
电（记者李大庆）在征服了万

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后，工作

母船“探索一号”科考船 12 日

上午 8 时返回海南三亚。“探

索一号”的首航成功，表明了

万米深海已不再是我国海洋

科技界的禁区。

首航的“探索一号”是中

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的科考船，它原是中海油公司

的一艘海洋工程船，经改造后

变为 4500 米载人潜水器的母

船及具备通用深水科考、海洋

工程应用能力的科考船舶。

其满载排水量为 6250 吨，船

长 94.45 米，型宽 17.9 米，主机

功率为 12000 马力，续航能力

大于 10000 海里，可在海上连

续工作 60天以上。

本次中科院深渊科考队

于 6 月 22 日乘坐“探索一号”

从三亚出发，历经 52 天海上

工作后返回三亚。科考队共

有 60人，其中船员 29人，科考

队员 31 人，分别来自中科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国冶锐诚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等 7 家单位。在首

航中，科考队员使用自主研发

的 万 米 级 自 主 遥 控 潜 水 器

（ARV）“海斗号”、深渊着陆

器“天涯号”与“海角号”、万米

级原位试验系统“原位实验

号”、9000 米级深海海底地震

仪、7000 米级深海滑翔机等

系列高技术装备，在马里亚纳

海沟海域，共执行 84 项科考

任务，在水下不同深度断面

上，取得了一大批珍贵的样品

和数据。据了解，科考队将在

最短时间内系统整理深渊数

据和样品等成果，并于近期发布。

中科院副院长相里斌、海南省副省长王路等到三亚

码头迎接中科院深渊科考队。在欢迎仪式上，相里斌宣

读了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的贺信。白春礼指出，这是我国

海洋科技发展史上第一次万米级深渊科考。本次试验

和科考航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科技创新能力

正在实现从“跟踪”为主向“并行”“领先”为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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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夜网红”到“饱受质疑”，“巴铁”的经历可谓

冰火两重天。

“巴铁”到底是不是“黑科技”？“巴铁”能转弯、过立交

桥吗？日前，科技日报记者联系到“巴铁”工业设计委托

方技术顾问、国家磁悬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车辆总

体设计师、同济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何大海博士。

何大海坦言当初设计单位请他去担任技术顾问

时，他是拒绝的，因为“是啃骨头的活”。

比如车身结构强度要求非常高。何大海说，专家

和技术组多次讨论，最后提出以泡沫铝作支撑，这是一

种密度仅为铝的 1/3而刚度为钢材料 1.5倍的轻质工程

材料，已经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和航天工业，这种工程材

料的应用有效改善了车身框架的整体强度及刚度。“轨

道交通车体一级振动频率要求大于 7赫兹，‘巴铁’达到

了 12 赫兹，车体刚度非常好，承载也不错，接近磁悬浮

列车的车体刚度。”

何大海说，在驱动牵引设计上，他们也遇到难题，

“在那么小的空间内，要把传动做进去很难”。

何大海把“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的技术嫁接过

来，设计了“巴铁”的电机和减速系统。“现在我们选择

的是盘式永磁电机，它的特点是磁场强度很大，扭矩也

很大，所以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当然电机研制还要有

很长的试验过程。”

“我们每走一步，都参考了一系列技术标准，”何大

海说，他们参照的有公路交通、轨道交通的设计标准，

有国家标准，有欧洲标准，还有国际联盟的运输原则，

“我们参考最多的是德国有轨电车标准体系，因为有轨

电车控制体系与‘巴铁’差不多，无论是信号与公共信

号衔接问题，控制车辆行走的先后顺序问题，还是红绿

灯信号的先后顺序问题，几乎都是一样。”

“未来‘巴铁’一定会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技术标准

体系。”何大海说。

针对目前公众关切的“巴铁”转弯、过立交桥、车身

下方汽车司机眩晕感等问题，何大海也作了解答。

由于“巴铁”车体较长，转弯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

点。何大海介绍说，“巴铁”转弯半径最小就是45—50米，

全轮自动调整转向，内外道电动差速控制，前后车厢软连

接与公交车连接的原理一致，并经过多轮仿真运算。

对于下方行驶车辆和“巴铁”的安全问题，他分析

说，“巴铁”最高时速为每小时 60公里，比下部的普通汽

车速度要慢一些，车辆与“巴铁”碰撞概率是比较低的。

同时在两个站台之间还设有 800米长，30厘米高的半封

闭防剐蹭护栏，避免轿车与“巴铁”的剐蹭。此外“巴铁”

还安装了很多车辆监控、检测的设备，随时监控下部车

辆与“巴铁”的安全距离，并且设有警示与警报系统。

“巴铁”车辆如何通过立交桥、天桥、城市隧道是另

一个热点问题。何大海介绍，我国《城市道路工程设计

规范 CJJ37-2012》中规定，城市道路各种机动车上方最

小净高为 4.5米，“巴铁”可以跟其他车辆一样通过。对

于净空不能满足“巴铁”通过的桥梁，可以在路线选取

时尽量避开或者以其他技术手段调整，如下沉路面或

抬高桥梁等方式来解决。“‘巴铁’的造型、尺寸不是一

成不变的，根据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降低

车身高度、拉长车厢的调整。”

小汽车司机较为关心的是，行驶在“巴铁”下方，会

不会产生倒车的错觉甚至眩晕的感觉。何大海说，“巴

铁”的下部空间不是密闭的，两侧有镂空区域，可以让

小汽车司机直接看到“巴铁”两侧的景象，降低倒车错

觉；此外在巴铁内部通道，还设置了很多柔和的灯光系

统，通过灯光的调节，解决照明的同时也降低了小汽车

司机的压抑感。

何大海最后说，“巴铁”不会取代地铁、有轨电车、

公共汽车，它的存在只是多了一个公共交通选择模式

和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手段，而不是要替代哪种交通

工具。“作为我国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一项发明创造，

‘巴铁’的研发和制造将遵循严格的流程和标准，各项

试验和测试都将是一个非常复杂、严格的过程，希望多

给我们一些时间和耐心。”

设 计 方 技 术 顾 问 首 次 回 应 质 疑

“巴铁”只是一辆模型试验车
本报记者 左常睿

京津冀共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2日电 （记者刘晓军）到 2020

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规模将突破 1 万亿元，

要培育出 1 家千亿级公司和 10 家百亿级公司。北京市

经信委今天公布《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发展规划》。其中“十三五”期间八大行动之一——京

津冀三地共同建设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引媒体关注。

据市经信委委员姜广智介绍，“到‘十三五’末，北

京将成为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中心、先行示范基

地和应用辐射之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软件创新

名城”。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合作建设的京津冀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将以大数据的思维、技术、模式、产品和

服务，突破行政藩篱和区域界线。今年 5 月份，三地已

经向国家提交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申请报告，近期

有望获得正式批复。

8月12日，中国4500米载人潜水器及万米深潜作业的工作母船“探索一号”科考船结束首航，在马里亚纳海沟海域执行84项科考任务后返回三亚，这也标志着我国
海洋科技发展史上第一次万米级深渊科考的圆满成功。 上图 科研人员展示从万米深渊获得的海水样品。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左下图“探索一号”科考船返回三亚母港。 新华社发（沙晓峰摄） 右下图 迎接人员参观船上实验设备。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