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技术结构图谱显示，近年
来，中国技术研发实力稳步提升，三方
专利量从2012年至2017年的世界第六
位上升到2014年至2019年的世界第四
位，但与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相比，在
专利量、技术方向覆盖面和领域内均衡
性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6月4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
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咨询院）发布

《2021技术聚焦》及关联报告，战略咨询
院研究员王小梅在报告发布环节介绍了
我国技术研发在全球竞争中的表现。

当前，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
速渗透融合，要求我们客观、快速和深
入揭示技术发展趋势，把握国际竞争态
势，展望技术突破方向。

那么，如何才能把握技术发展趋势
呢？

专利信息是把利器。“它可以反映

全球所有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和
最活跃的创新技术。”王小梅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出，90%以上
的科技信息是通过专利信息反映出来
的，若运用好专利信息，可以节约40%
的科研开发经费和60%的科研时间。

“与目前大多数以本国申请专利的
统计分析不同，我们报告的数据选取了
在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日本特许厅和欧
洲专利局同时申请的‘三方同族专利
’。”王小梅说。

通常，三方专利被认为具有较高的
科技含量和经济价值，反映一个国家技
术发明的整体水平及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近年来，三方同族专利越来越
频繁地被用作创新性评价的一个重要
指标。

报告对2014年至2019年的三方专
利进行聚类分析，形成了 7375 个技术

焦点，构建了世界技术焦点数据库，并
绘制描绘全球技术竞争态势的技术结
构图谱；同时，通过2012年至2017年、
2014 年至 2019 年两个时期的技术结
构，分析了技术的演变态势。

报告显示，世界三方专利技术重点
集中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医疗器
械与制药、汽车与其他交通工具三大产
业，其他主要产业还有化工、冶金和设
备制造业。

对比两期技术结构，研究发现，技
术结构的布局总体保持稳定，技术焦点
大类划分基本相同，局部细节上存在一
些差异。从两期技术结构来看，持续高
热度的技术焦点群组包括：通信网络设
备与技术、信息处理与存储设备、视频
编码技术、锂离子电池、半导体器件、医
学影像诊断设备、含氮杂环药物原料、
内燃机等。

同时，技术结构2014年至2019 中
热度明显增高的技术方向包括：外科手
术器械、机动车传动装置、燃料电池/核
能、复杂机床切削刀具、合金器件等。
从新兴技术焦点的分布来看，通信、信
息技术大类中共分布了20个新兴技术
焦点，这与近年来处于新一轮信息化建
设浪潮的背景相符，其次为生物技术与
医药大类，两个领域共包含 17 个新兴
技术焦点，再次为化学、电力设备、半导
体、发动机等大类。

两期技术结构显示，日本的三方专
利量最多，其次是美国，两国都覆盖了
接近95%的技术焦点，以绝对优势位居
世界前两位，处于第一梯队；德国处在
第二梯队，两期排名均为第三位，三方
专利量覆盖70.7%的技术焦点；中国与
韩国、法国同处第三梯队，三方专利量
覆盖50%多的技术焦点

6月7日，在吉林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拍摄监控画面。当日，2021
年高考拉开帷幕。位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吉林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向考生家

长代表和新闻媒体开放，接受社会监督。这里的监控系统，可以查看全省150个考点3795
个考场的考生答题情况。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在我们通常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王国中，微生物群体也拥有自己的通
讯系统，其中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是群
体感应。

为了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繁衍，微
生物进化出高效调控种群本身生物学
功能的群体感应系统，包括通讯“语言”
（群体感应信号）和接收反应机制。微
生物通过群体感应系统相互传递和接
受信息，进行着种群个体之间或不同种
群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协调种内或种间
各种生命活动，如侵染寄主、应对外敌
竞争、适应不良环境、规范社会秩序等
一系列与人类社会相似的集体行为。

群体感应研究的起源于 20 世纪
中叶，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和哈佛大
学的研究者先后发现，肺炎链球菌吸
收外源 DNA 分子的能力和费氏弧菌
生物荧光的产生具有细胞密度依赖现
象。经过科学家们多年的研究，1994
年，Fuqua 等人在综述费氏弧菌、哈维
氏弧菌、农杆菌和绿脓杆菌产生的酰
基高丝氨酸内酯（AHL）家族信号及其
生物功能时提出了“群体感应”的概
念，以反映微生物群体密度变化对调
控生物功能的重要性。

微生物使用群体感应通讯系统将
单细胞个体变成具有多细胞群体社会
性的种群，以完成单个个体无法做到

的生物功能。微生物在长期的自然选
择进化进程中，“理解”和“掌握”了集
体行为的重要性，当种群数量很低的
时候，选择“蛰伏”“隐忍”，隐藏“侵略
性”，以“躲避”寄主免疫系统来壮大自
己；当种群数量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启
动群体感应，群体而攻之，迅速“猎杀”
对手、入侵寄主、抢占有利生态位等
等。微生物通讯系统是其在物竞天择
中学习获得的赖以生存的致胜法宝。

微生物通讯具有多样性和复杂
性。在革兰氏阴性菌中，AHL 介导的
群体感应系统是第一大“语系”；扩散
信 号 因 子（DSF）系 统 是 第 二 大“ 语
系”；还有几种小众的“语系”如 PQS
系统、IQS 系统、Phc 系统、Put 系统，
Vfm系统等等。革兰氏阳性菌中有γ
丁内酯、自诱导肽（AIP）系统。AI-2
系统则被认为是同时存在于革兰氏阴
性菌和阳性菌中的通讯系统。真菌群
体感应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已知的有
金合欢醇、苯乙醇、色氨醇等数种群体
感应通讯“语系”。

微生物通讯系统的复杂性则体现
在不同的微生物种群通常使用不同“语
系”，或者同一“语系”的不同“方言”，以
保障种内通讯顺畅，不致失密。微生物
利用不同的通讯系统“分管”或“共管”
一系列基因的表达，按需调控生物学功

能；另外，微生物还能识别和响应种间
信号，通过种间交流完成“相爱”或“相
杀”过程；此外，微生物可以利用寄主产
生的小分子化合物作为“外语”，建立微
生物与寄主的跨界通讯交流，以调控侵
染寄主或与寄主共生等相关功能。群
体感应通讯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
微生物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生存提供
了选择和竞争优势。

微生物种群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
体，群体感应通讯系统是维持种群结
构的调节系统之一。相比于营养繁
殖，群体感应通常调控几百个基因的
表达，本身是一个非常耗能的过程，为
了平衡营养繁殖和细胞通讯的能耗，
微生物在完成某种生物学功能后，会

“明智”地选择退出群体感应通讯，以
便进行下一项生命活动。

另外，种群中一些个体会通过“突
变”群体感应基因来暂时关闭通讯系
统以减少能量消耗，这些个体称之为

“社会欺骗者”。“社会贡献者”即通讯
系统完整的个体，通过群体感应调控
产生多种分解酶（私人物品），将复杂
能量物质分解成简单能量物质（公共
财产），并分泌到种群环境中供集体享
用。“社会欺骗者”顾名思义就是只享
受“公共财产”，却不参与生产，就像

“好吃懒做”的“骗子”。长此以往，

“社会欺骗者”会越来越多，“社会贡献
者”将不堪重负，有可能会导致种群的
崩溃。为了防治种群崩溃，“社会贡献
者”进化出“惩罚机制”，比如产生氰化
氢来“毒死”不具备解毒酶的“社会欺
骗者”，在“惩罚机制”调控下种群水平
得以维持。这些发现表明，微生物王
国是一个非常有趣和“高智商”的社会
群体，通过挖掘它们的通讯系统，可以
发现种种维持微生物社会机制运行的
精致而周密的调控和应对体系。

研究微生物通讯系统不仅可以明
晰各种微生物功能的调控机理，同时
还是一项造福人类的重要工作。微生
物通讯系统是病原菌致病力的指挥中
枢、是病害防控的一个全新切入点。
我们前期的工作证明干扰或阻断群体
感应，即淬灭群体感应(简称群体淬
灭)，能在不“杀死”病原菌的情况下，
显著降低致病基因和抗药性基因的表
达，可以有效控制病害的发生发展。
群体淬灭的核心内容是阻断病原微生
物的通讯系统，干扰微生物的“语言”
交流，使微生物成为“聋哑”失控个体，
从而实现微生物病害的绿色防控。因
此，深入开展微生物之间的信息交流
以及病原菌与寄主间的信息通讯系统
研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
值。

群 体 感 应 : 微 生 物 王 国 的 通 讯 系 统
□□ 廖立胜 张炼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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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行业周刊

技术与需求 谁在引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

■

■

本 期 导 读

呵护眼睛 拥抱光明

关志鸥：科学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

（2版）

（2版）

（3版）

（4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303

2021年6月8日
星期二

总第331期

主管主办单位：
科技日报社

责编：侯静微信公众号 头条号

敬 请 关 注
欢 迎 扫 码

科普全媒体平台

鸿蒙的星辰大海

中国三方专利量上升到全球第四
□ 科普时报记者 陆成宽

科普时报讯（记者 侯静）6月5日，为响应
今年爱眼日的主题“关注普遍的眼健康”, 由中
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主办，强生眼力健支持
的“视界连动你我——2021 全国爱眼日关爱眼
健康公益项目”之大咖睛彩谈在杭州举行。中
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理事长曹锡荣、中华医
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姚克、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党光福等多位专
家和行业大咖齐聚一堂，就白内障等公众关心
的眼健康话题进行了“睛”彩对话，呼吁民众养
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谈及眼健康，姚克教授指出，眼健康贯穿全
生命周期，不同年龄段各有侧重。青少年阶段要
防控近视，应当经常参加户外活动；中青年因长
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容易造成干眼病，应关注眼
表健康；50岁之后则需重视白内障的发生，及早
预防干预和治疗。他说：“眼部健康在人体健康
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的眼睛就像一部高级相
机，保护好镜头才能捕捉世界的绚烂。平时养成
良好的用眼习惯，建议大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眼
健康检查。”

对于运动员来说，高超的竞技水平与高质量
的动态视觉密切相关。乒乓球女双奥运冠军乔
红也亲临现场，以自身经历向公众传递了健康的
生活方式对眼健康的重要性。她说：“作为乒乓
球运动员，我们追求既要‘手快’更要‘眼快’。乒
乓球在运动过程中忽远忽近、旋转多变，并且速
度非常快，需要用双眼紧盯乒乓球来做出快速准
确的判断。因此，在平时执教过程中，我也会和
队员强调眼睛在打球中的重要性，并叮嘱他们在
训练和生活中保护好双眼。即使现在退役了，我
还是依然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注意眼睛的劳逸
结合。”

在活动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联合
《医师报》发布了《中国白内障认知与诊疗现状调
研报告》。该调研覆盖了来自全国一至四线城市
的 300 多名眼科医师，是近年来眼科行业最深
度、最全面聚焦白内障的调研报告。曹锡荣理事
长表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把
共建共享作为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随着我国
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老年人群的白内障问题愈
加凸显。本次调研旨在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国
白内障的诊疗现状，把脉行业趋势，开出发展良
方，助力保障和提高国民的眼健康水平，造福更
多患者和家庭。”

记者在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提交的一份统计上看到，我国60至
89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80%，超六成初诊患者对白内障疾病认知
不足，患者在诊疗方面存在“白内障要‘熟透了’再做”“药物可以治愈白
内障”“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青光眼等疾病者不能手术”等误
区，“害怕眼部手术”“担心手术结果”“对手术不了解”“没有意识到疾病
严重性”等是制约患者接受白内障手术治疗的主要因素。对此，《医师
报》常务副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认为，中国的白内障手术已从传统
的复明手术提升为屈光性白内障手术，精准度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有效
的提升，医疗设备和晶体选择亦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提高国内白内障
手术率仍存在进一步改善和提升的空间，需要综合医生、患者和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

高考监控面向社会开放接受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