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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5月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川
渝科普基地创新发展战略联盟（下称

“联盟”）已正式成立。该联盟旨在推
动川渝两地各类科普基地发挥自身优
势，共同开展科普创新活动、创作科普
作品、发展科普产业、建设科普队伍，
实现共享共建、互惠互利、共创共赢，
助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

据介绍，去年以来，川渝两地科
普基地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重大战略机遇，积极合作、深入联

动、共同策划开展了“科技·大讲坛直
播”“川渝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云
游川渝科技馆，携手共谋新发展”等
一批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特色科普
活动。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联盟
将整合重庆自然博物馆、四川科技馆
等川渝两地的442家科普基地资源，
统筹推进重大科普活动，联合策划科
普示范活动，共同开展科普讲堂、科普
研学、科普展览等活动，打造具有川渝
特色的科普活动品牌；推动科普专家
资源共享，引导、鼓励和组织联盟成员

单位、科技人员等协同开展科技咨询、
培训以及科普理论研究工作，统筹开
展科普项目评审、科普活动组织等专
家服务；协同开展科普信息化建设，依
托两地各类新媒体平台共同开展科普
宣传，扩大区域科普影响力；鼓励两地
科普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培育
科普企业和科普市场，推动科普教育、
科普文创、科普研学、科普影视、科普
旅游等产业发展。

为推动联盟协同开展科普信息
化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和科普传播
力。当天，由重庆市科技局和四川省

科技厅合作打造的科普资源共享服
务平台“川渝科普地图”小程序在科
技活动周期间正式上线。目前，该平
台已集聚重庆自然博物馆、成都博物
馆等川渝两地43家科普基地信息，
市民通过手机端查找“川渝科普地
图”微信小程序即可快捷、精准获取
上线基地的特色科普内容、科普活动
安排、地理导航位置等，还能提前预
约科普活动。后续“川渝科普地图”
还将进一步丰富完善川渝两地特色
重点科普基地信息，推动川渝科普资
源开放共享。

川渝科普基地创新发展战略联盟成立
“川渝科普地图”小程序同步上线

本报讯 （记者 李珩）说起“试
管婴儿”，人们已不陌生，可精子和卵
子如何在体外“相遇”？5月21日，人
类胚胎工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举办公
众开放日活动，来自重庆医科大学实
验医学专业的20名大学生，近距离接
触小鼠胚胎实验，观摩了“试管婴儿”
实施全过程。

当天下午3点多，记者来到位于
七星岗的市妇幼保健院的人类胚胎工
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小鼠胚胎实验
将在实验室新建成的SPF（无特定病
原体）级动物实验室开始。

实验第一步是取卵。在市妇幼保
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研究部副主任李竞
宇的带领下，记者进入取卵室，这里有
一股刺鼻的味道：饲养着800余只实
验小鼠。这些小鼠被分别装在透明笼
中，三排架子依次排开。

“目前我们有248只雄鼠，560只
雌鼠，一般来说，它们要在这里待1-2
周时间。”李竞宇介绍说。

取卵手术在取卵室的另一个房间
进行，在同学们的围观下，实验人员为
大家演示了如何取卵。

取卵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让
卵子与精子体外受精。在实验室内，
实验人员借助显微镜进行操作，操作
过程被投到一旁的屏幕上。

“这是模拟人的卵胞浆内单精子
显微注射术（ICSI），左边这个是持卵
针，用于固定卵母细胞，中间圆形的
是卵母细胞，右边尖尖的是注射针，
它将精子吸进去然后打到卵母细胞

中，让它们完成受精。”李竞宇说，屏
幕上长得像小蝌蚪的就是精子。记
者看到，注射针捕捉到一个“小蝌
蚪”，对准它的头，将它吸入注射针
里，注射针再戳入卵母细胞内，注射
入“小蝌蚪”。

“这一步完成后，受精卵再进行体

外培养至8细胞胚胎或囊胚就该移植
了。”李竞宇说，虽然实验对象是小鼠，
但真正还原了人类“试管婴儿”的全过
程。

“这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实验动物
中心获批以后首次进行的公开展示，
让公众能深入了解辅助生殖技术。”中

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五届主任委
员黄国宁教授说，在胚胎工程研究中，
小鼠作为模式生物，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小鼠胚胎发育模式与人类胚胎
相似性很高，且容易获得，对模拟人类
胚胎体外发育及科学研究具有极高的
应用价值。同时，用小鼠胚胎替代人
类胚胎进行研究，避免了涉及的医学
伦理及安全性问题，是目前国际通用
的研究方式。

目前，人类胚胎工程重庆市重点
实验室以人类及小鼠早期胚胎为主要
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早期胚胎发
育机制、胚胎质量评估、辅助生殖新技
术及安全性评估等研究工作。

“我们在国内率先使用胚胎呼吸
率作为胚胎无创质量评估标准，并探
索了线粒体DNA拷贝数及胚胎培养
液中相关因子作为胚胎质量无创性评
估的可行性。”黄国宁说，实验室对卵
子及胚胎冷冻的安全性进行系列研
究，如长时间的胚胎冷冻以及反复胚
胎冷冻等问题；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了
胚胎评估的自动化，提高了胚胎筛选
的效率；致力于提高高龄女性生育力
的临床研究，利用生长激素及抗氧化
剂改善卵子质量等。

黄国宁提醒说，女性最好在26-
35岁进行生育，因为这个阶段是卵子
质量最好的年龄段。

小鼠“试管婴儿”全过程对外演示

□本报记者 韩毅

展览展示、高峰论坛、文艺表演、文旅
惠民、互动活动……5月24日，第七届中
国西部旅游产业博览会暨2021重庆国际
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市文
化旅游委召开。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两
大博览会将于6月11日—14日在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联袂举行，10多个外国驻
华机构、国际组织及我国近30个省市的
上千家展商将同台“比美”，演绎“诗和远
方”的魅力。

两大博览会合办
展示1+1＞2的融合之美

“两大产业博览会首次合并举办，是
本次展会的最大亮点，将完美演绎文化和
旅游1+1＞2的融合之美。”发布会上，承
办方相关负责人称。

中国西部旅游产业博览会是由重庆
市人民政府等主办、西部十一省区协办
的国家级旅游博览会，旨在加强西部各
兄弟省(自治区)之间的旅游交流，展示西
部旅游形象、拓展西部旅游市场空间、塑
造西部旅游品牌，建立“西部旅游共同市
场”，每两年举办一届，目前已成功举办
六届。

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原文
博会）则是由重报集团主办的文化类展
会，以“交流·交易·交融”为主题，立足川
渝地区、辐射长江经济带、面向全球，从
2012年起每年举办一届。

“今年，我们将两大产业博览会合并
举办，并不是将文化与旅游内容进行简单
的叠加，而是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
的原则，做好区域合作发展的文章、做好
文化内涵发掘的文章、做好新兴业态培育
的文章，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参
与，释放1+1＞2的效应。”该负责人称。

本次展会总展览面积达6.6万平方
米，共吸引韩国、以色列、日本、意大利、埃
塞俄比亚等10多个外国驻华机构、国际
组织，以及我国近30个省市和地区的上
千家展商参展，展商阵容空前强大，规模
再创新高。

一场知识的盛宴
聚焦文旅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据介绍，伴随展会的启幕，本届展会
的主论坛——中国（西部）数字文旅产业
发展论坛将于6月11日举行。

论坛以“数字新动能 文旅向西行”
为主题，将邀请亚洲旅游产业年会发起人
（主席）、国家现代旅游业发展协同创新中

心负责人、腾讯集团相关负责人等嘉宾作
主题分享，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文旅产业
发展新成果，共话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新前
景。

展会还将围绕“新时代的用户需求与
产品力打造”等主题举办专题演讲和研讨
会，为旅行社生存、转型把脉。

全球旅游目的地推介会和全球旅行
商重庆考察活动也将同步举办。海外旅
游推广机构将带来精彩的推介和文艺表
演；国内外旅行商、专家等将组成考察团，
赴巴渝历史文化古迹旅游线路和特色文
创研发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此外，展会期间，还将举行数十场省
市、区县专场对接会，进一步深化区域合
作共赢机制，携手促进西部地区文旅行业
协同发展。

一场狂欢“嘉年华”
尽展“诗与远方”的风采

“除了展商数量创新高外，展会的展
览内容也是‘新’意倍出。”承办方相关负
责人称。

本届展会特别设置了“红色文化旅游
主题展”。在该展区，市民可以带上VR
眼镜，“触摸”红色文化，看到各种兼顾时
尚性与实用性的红色文创产品。

在非遗教学体验活动区，市民可以领
略非遗文化的精湛技艺，梁平木版年画、
垫江大石竹编、九龙坡剪纸、重庆面塑等
数十项非遗项目的国家级、市级传承人将
齐聚展会，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巴渝人文底
蕴，感知传统文化魅力。

展会现场还将利用巨大的数字成像
装置创造出一个半封闭的空间，空间内
变幻呈现不同的动态粒子组合，并利用
雷达设备对参与者的动作进行捕捉，结
合互动系统，使参与者与墙面图像进行
互动，给人们带来用科技赋能艺术后的
全新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还将采取线
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办展，打造24小时在
线、365天永不落幕的展览，通过云展示、
云直播、云互动实现商品销售、活动报名、
展会宣传等功能，充分发挥线上展会优
势，增强宣传效果，促进现场消费，丰富展
商的参展体验。

展会还结合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
季活动，整合市内外知名的5A、4A级景
区免费门票、折扣门票、温泉免费门票、五
星级酒店免费房券、自助餐券、餐饮企业
代金券、特色旅游商品等，通过“一元秒
杀”“下单礼”“享免单”“抽大奖”等形式，
为市民送福利。

西旅会+文旅会6月11日同步开启
上千家文旅企业参会

关 注 科 技 活 动 周

人类胚胎工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在演示小鼠的胚胎实验
过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