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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3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杂志 23日在线

发表的一项重要医学进展称，帮助伤口血液

凝结的血小板，可用于将抗癌药物输送至手

术移除后的肿瘤位置。在小鼠身上进行的临

床前试验证明，利用身体对创伤的自然反应，

能够去除余留的癌细胞、阻止肿瘤再生和预

防癌细胞扩散。

在目前确诊的癌症病例中，切除原发病

灶仍是治疗首选。因为在理论上，以手术完

全移除肿瘤细胞，癌症是可以治愈的。但在

现实中，切除肿瘤后余留在其周围组织中的

任何癌细胞，都可能导致癌症在几个月后再

生，通常表现为癌细胞向另一个器官转移。

而血小板是从骨髓成熟的巨核细胞胞质

裂解脱落下来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块胞质，

它会天然地在伤口处聚集，并与血液中的肿

瘤细胞相互作用。免疫疗法使用抗体激活免

疫系统使之靶向癌细胞，这种方法虽可用来

帮助杀死单个癌细胞，但很难有效地将抗体

递送至移动的癌细胞附近。

此次，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及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研究人员，从小

鼠身上移除一些血小板，再将免疫治疗抗

体——程序性死亡配体 1 抗体（anti-PDL1）

附加到这些血小板上，然后将它们重新放

回小鼠体内。结果表明，在切除原发癌之

后，表面附着了 anti-PDL1 的血小板，会转

移到手术位置并释放抗体。这意味着，新

方法提高了小鼠对癌症的免疫反应，有助

于避免癌症复发。

研究团队同时发现，血小板可以在血

液中的癌细胞发展成转移病灶之前就成功

地识别出它们。但他们强调，该方法用于

人体临床试验、转化为临床疗法或应用于

其他类型免疫疗法之前，还需做进一步细

致研究。

为了让药物“稳、准、狠”地到达靶向位

置，科研人员设计出了各种人造药物载体，比

如用纳米粒子做“车”，用石墨烯做“飞毯”，试

图将药物运输系统变得更为精准、高效。如

今，科研人员利用血小板可在伤口处聚集的

“本能”，让它摇身一变成为“智能”药物输送

者。如果能以人体细胞和分子为载体给药，

它既不会“惊动”人体免疫系统，又能到达那

些“人迹罕至”之处，他日进入临床，有望带来

人类医疗史上的革新。

血小板能将免疫治疗药物导向癌细胞

本报记者 盛 利

科体改革进行时

在 1 月 16 日召开的四川省十二届人大五

次会议上，“进一步推动 20家高校院所科技成

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被列入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 2017 年重点工作。随着去年 12

月 26 日《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

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四川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由省

科技厅、知识产权局下发实施，四川将从今年

起在 20 家高校院所，首次试点单位与职务发

明人共同拥有职务科技成果产权。

作为触及成果所有权“深水区”的一项探

索尝试，其改革背景、价值、意义几何？1月 18

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访四川政策制定部门、改

革前期探索单位等，进行调查。

还纠结“处置权、收益
比”？这里“先确权、后转化”

去年以来，我国进入自上而下的科技成

果转化改革政策红利释放密集期。各地在提

高转化收益比例、下放自主处置权等使用权、

处置权、收益权“三权”改革背后，科技成果产

权制度改革却鲜有涉及，职务成果权属本身

仍归单位。而四川试点，则首次将改革“指挥

棒”转向成果权属的“深水区”。

《方案》提出，将在试点单位“探索职务发

明创造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享制度改革”，

并要求“试点单位要与成果完成人或团队，通

过约定方式，分享共同拥有职务科技成果产

权的权利”。

具体实施中，西南交大、四川大学等 10家

高校，省中医药科学院、省自然研究所等 10家

院所的核心试点任务，是探索“先确权、后转

化”的有效机制。操作中，将首先由试点单位

与成果完成人协商决定职务科技成果的分享

确权比例；其次，对既有职务科技成果，可由

完成人提出申请后，单位通过权利人变更、约

定后期收益比例等进行产权归属分配；对新

形成职务科技成果，单位与完成人之间，可通

过共同申请、协议约定等完成共享；对单位拟

放弃知识产权的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可自

愿、无偿获得产权，并变更知识产权权利人。

“权属问题一旦突破，很多困惑迎刃而

解。”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一位兼职兼薪的

教师表示，“混有”模式下一旦完成人与单位

共同成为权利人，那么在成果使用、转让、收

益分配等各个环节，完成人将彻底拥有“话语

权”，也使“三权”改革顺水推舟。

（下转第三版）

四川：单位将不再独占职务科技成果产权

新华社石家庄1月23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

筹办工作。他强调，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各有关地方有关

部门要着眼于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

奥运盛会，科学合理制定规划，节约集约利

用资源，按进度高质量完成筹办工作各项

任务。

隆冬时节的华北山区，群峰苍茫，银装

素裹。23 日上午，习近平从北京乘专机到

达张家口市宁远机场。一下飞机，就在河

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陪同下，冒

着严寒驱车来到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临时展

馆考察。

位于崇礼区的张家口赛区被誉为“华

北地区最理想的天然滑雪区域”。北京冬

奥会雪上项目主要比赛场地设在这里。

习近平听取崇礼区地理地貌、自然气候、

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介绍，结

合沙盘了解赛区主要功能分布，观看赛区

规划视频短片，到展馆外平台远眺冬奥会

相关场地规划用地。他对赛区各项筹办

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表示肯定，强调北京

冬奥会筹办千头万绪，首先要按照科学和

先进的理念搞好规划。这个规划既有总

体规划，又有专项规划、分区规划，既有工

作规划，又有场馆和设施建设规划，涉及

时间和空间的摆布、资源和要素的配置、

目标和责任的分解，需要系统思维和专业

素养。

习近平指出，张家口赛区规划要同

北京冬奥会筹办总体规划、北京市筹办

规划紧密对接，全面落实北京冬奥会赛

事和配套服务各项功能需求。要周密思

考，对已有工作进行分析盘点，该完善的

完善，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各项规划

都要体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最大限度

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的原则，不要贪大求

全、乱铺摊子。

习近平强调，北京冬奥会所有建设工

程都要按照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

奥、廉洁办奥的要求，坚持百年大计，精心

设计、精心施工，按规划和计划推进，做到

从从容容、保质保量，确保成为优质、生态、

人文、廉洁的精品工程。比赛设施建设一

定要专业化，配套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体

现中国元素、当地特点，严格落实节能环保

标准，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让现代建

筑与自然山水、历史文化交相辉映，成为值

得传承、造福人民的优质资产，成为城市新

名片。

习 近 平 指 出 ，河 北 省 、张 家 口 市 要

抓住历史机遇，紧密结合实施“十三五”

规 划 ，紧 密 结 合 推 进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

通过筹办北京冬奥会带动各方面建设，

努 力 交 出 冬 奥 会 筹 办 和 本 地 发 展 两 份

优异答卷。

离开临时展馆，习近平乘车来到云顶

滑雪场考察。他首先到雪具大厅，了解头

盔、雪帽、雪镜、雪服、雪鞋、雪板等各式雪

具的不同功用。大厅里的游客和滑雪爱好

者们热情向总书记问好、向总书记拜年，习

近平频频向他们问候致意，祝他们新春快

乐、玩得开心。

之后，习近平来到滑雪场练习区考察，

听取比赛场地规划和改建情况介绍，了解

滑雪运动的项目设置、场地要求、技术要领

和比赛规则。得知该滑雪场主要由马来西

亚云顶集团投资建设，已经有一定赛事运

行经验，为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作出过贡

献，习近平对外商表示感谢。他指出，不管

投资主体是谁，场馆建设标准都是一样的，

管理考核也是一样的。习近平希望云顶集

团认真落实规划，确保雪道建设和相关配

套设施建设高质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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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历鸡年春节临近，街头巷尾处处张
灯结彩，一派喜庆的节日气象。

左图 北京东方新天地广场，大红灯笼高
高挂。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下图 孩子们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动手体验
剪纸、面塑等民俗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喜迎春节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3日电 （记者付毅
飞）记者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获悉，我国首

颗 1 米分辨率 C 频段多极化合成孔径雷达

（SAR）卫星高分三号，于 23日正式投入使用。

高分三号卫星于 2016年 8月 10日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在轨运行的 5个月时

间内，圆满完成卫星平台系统测试、卫星载荷

系统功能测试、星地一体化和地面系统测试

等任务。在轨测试结果表明：高分三号卫星

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成功实现

了不同模式下 1米至 500米分辨率，10千米至

650千米幅宽的对地观测。

高分三号卫星是我国首颗长寿命设计的

低轨遥感卫星，在研制过程采取了 50 多项创

新技术，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同类卫星先进水

平。高分三号卫星具备波成像等 12种成像模

式，是世界上成像模式最多的合成孔径雷达

卫星；分辨率最优可达 1 米，是世界上 C 频段

多极化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中分辨率最高的卫

星；首次采用星上自主健康管理系统，可针对

潜在安全问题提前报警并提供自主管理策

略。同时，高分三号卫星研制过程中也推动

了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带动了多学科综合

设计水平的研究和应用。

高分三号卫星不受云雨等天气条件的限

制，可全天候、全天时监视监测全球海洋和陆

地资源，是高分专项工程实现时空协调、全天

候、全天时对地观测目标的重要基础，服务于

海洋、减灾、水利、气象以及其他多个领域，为

海洋监视监测、海洋权益维护和应急防灾减

灾等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对海洋强国、“一带

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高分三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罗晖）国家卫生计生

委副主任刘谦在 1月 20日举行的 2017年全国

卫生计生科教工作会议上表示，过去一年，科

技创新被摆在卫生与健康事业核心位置，“科

卫协同”机制正式建立，改革发展谋篇布局基

本完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加强。

刘谦介绍，2016 年，精准医学、重大慢病

防控、生殖健康与出生缺陷防控等 7个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全部启动实施。针对临床医

学研究薄弱环节精准发力，与科技部等联合

建设了 32 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并将其

纳入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方案。

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成效逐渐显现。全球

首个全人源结构 GLP-1等 4个Ⅰ类新药获批

准，治疗视网膜黄斑病变的康柏西普促使专

利期内同类进口药物主动降价；全球首个长

效注射类抗艾滋病新药艾博卫泰完成临床研

究，将为艾滋病防治提供更多的药物选择；传

染病防治专项建立的应急技术体系，在防控

寨卡、黄热病、埃博拉等疫情中再次贡献“中

国力量”；3 种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检测试剂

获批上市，为解决结核病快速诊断这一难题

贡献了新的技术手段；中国疾控中心发现了

1445种全新的 RNA病毒，为认识生命起源和

进化提供了新的基础；北京大学药学院在人

工控制病毒复制技术方面实现突破，为疫苗

研发提供了新途；针对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

国家临床研究中心累计研究制定 200 余项诊

疗指南和技术规范，越来越多的“中国证据”

和“中国方案”让百姓受益。卫生与健康领域

获 得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33 项 ，占 总 数 的

11.5%，再创新高。

2016年“科卫协同”成效渐显

新华社“海洋六号”1月 23日电 （记

者王攀）当地时间 22日，中国科考船“海洋

六号”驶抵南极长城站附近海域，开启第三

阶段任务中的野外登陆考察行动。这是

“海洋六号”首次执行极地陆地考察任务，

也是中国南极科考一次“由海向陆、海陆结

合”的地质勘探考察活动。

参加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任务的“海洋

六号”此前已经在南极半岛附近海域执行海

洋地质和地球物理专项调查22天。“海洋六

号”首席科学家何高文介绍说，科考队在第

三阶段“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完成本航次剩

余的多道地震调查任务，一路开展陆地地质

考察，“确保按计划完成科考任务安排”。

“由海向陆、海陆结合”是“海洋六号”

此次任务的一大特点。“海洋六号”首席科

学家助理付少英博士介绍说，基于海陆结

合的研究思路，在本航次期间，科考队计划

开展南极野外地质踏勘，为综合调查研究

南极的地质演化史寻找关键性直接证据。

陆地地质考察计划以长城站为基地，

选址乔治王岛，设计两条路线进行系统的

地质取样等工作。登陆考察队将沿着设计

路线了解地质概况，对沿途地质特征进行

观察和描述，同时进行少量取样工作，完成

测线地质剖面描述及重点系统采样。

乔治王岛大部分地区常年为冰雪覆

盖，广泛分布玄武质火山岩，个别地区有少

量沉积岩。中国长城站于 1985 年选址乔

治王岛建立。此外，乔治王岛上还分布着

韩国、智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科考站，是

南极科学考察的重要地点。

付少英介绍说，登陆考察队按照南极

有关条约，制定了安全、环保等规范，明确

了科考人员出队踏勘时携带垃圾袋、把所

产生的垃圾带回长城站基地封存处理等多

项要求，以充分保持南极“荒野美”的原始

地貌状态。

“海洋六号”开启南极陆地科考

科技日报北京 1 月 23 日电 （记 者聂
翠蓉）美国《科学》杂志 21 日刊登了北京大

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 院 彭 练 矛 和 张 志 勇 课

题 组 在 碳 纳 米 管 电 子 学 领 域 取 得 的 世 界

级突破：首次制备出 5 纳米栅长的高性能

碳纳米晶体管，并证明其性能超越同等尺

寸的硅基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

导 体）场 效 应 晶 体 管 ，将 晶 体 管 性 能 推 至

理论极限。

因主流硅基 CMOS 技术面临尺寸缩减

的限制，20 多年来，科学界和产业界一直在

探索各种新材料和新原理的晶体管技术，但

没有机构实现 10 纳米的新型 CMOS 器件。

彭练矛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课题组

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开发出无掺杂制备方

法，研制的 10 纳米碳纳米管顶栅 CMOS 场

效应晶体管，其 p 型和 n 型器件在更低工作

电压（0.4V）下，性能均超过了目前最好的硅

基 CMOS。现在，他们又克服了尺寸缩小的

工艺限制，成功开发出 5 纳米栅长碳纳米晶

体管。

课题组全面比较了碳纳米管 CMOS 器

件的优势和性能潜力。研究表明，与相同栅

长的硅基 CMOS 器件相比，碳纳米管 CMOS

器件具有 10 倍左右的速度和动态功耗综合

优势，以及更好的可缩减性。

他们还研究了器件整体尺寸的缩减及其

对器件性能的影响，将碳管器件的接触电极

长度缩减到 25 纳米，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

实现了整体尺寸为 60 纳米的碳纳米晶体管，

并且成功演示了整体长度为 240 纳米的碳管

CMOS 反相器，这是目前实现的最小纳米反

相器电路。

我率先制备出5纳米栅长碳纳米管

科技日报讯（金婉霞 记者王春）鸡从来

不撒尿吗？鸡有多少块骨头？草鸡如何变凤

凰？随着农历丁酉鸡年的临近，关于鸡的小

秘密你又知道多少呢？1 月 20 日，一场名为

“鸡密档案”传统特色原创展览登陆上海科技

馆，展览围绕 17个有趣的问题，逐一解读鸡形

目的小秘密。

本次展览总监、上海科技馆研究设计院院

长忻歌介绍，展览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出自小朋

友的提问，科技馆将通过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科

技手段回答大家的疑问。其中现代手段就包括

一部即将上映的4D科普电影《雉鸡秘境》。

在展览中，科技馆还推出了以“报晓”为

主题的设计邀请展，以“1+1”形式邀请两岸三

地的设计师与孩子们共同进行以“鸡”为创作

对象的艺术创作设计。

“我国是世界上野生鸡类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总种数居全球第一。”忻歌介绍说，希望

通过此次展览，让大家从科普的角度重新认

识生肖鸡。

上海科技馆展出“鸡密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