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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生物样本存储设备更自动化
■ 陈 曦

近日，上海原能细胞生物低温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原能生物）展示了最新一代全自动深低温生物
样本存储设备，及其与5G-loT、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创
新融合成果。未来只需一部手机，客户即能实时查看
生物样本存储信息。这种生物样本存储的服务新模
式，将真正实现生物样本库的智能、安全、高效运营，
让生物样本更安全。

“生物银行”涵盖范围广

“生物样本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比如植物组织的
花、叶、茎、根和种子，健康和患有疾病的人或动物的
细胞、组织和器官，也包括DNA、RNA、蛋白等生物大
分子物质以及各种微生物。”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帅领介绍，生物样本被保存
在生物样本库，即“生物银行”中，可以用于疾病的临
床治疗、生命科学的研究以及物种资源的保存等。

生物样本库是融合生物样本实体、生物分子信息
以及样本表型数据的综合资源，对于开展人类疾病的
预测、诊断以及治疗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除了临床研究外，生物样本库还会直接用于临床
治疗。此外，在物种资源保护方面，生物样本存储的
意义也同样重大。以种质库为例，目前，我国高等植
物中濒危和受威胁的种类已高达4000~5000种，约占
总种数的15%~20%。通过种质库，部分物种的安全

得到保障，也使我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快速高效研究
利用成为可能。种质库在作物改良和创新、新作物筛
选、生态恢复和野外回归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模式有效保障样本安全

生物样本资源的迫切需求与日俱增，对生物样本
存储的数量和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原能细胞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市场总监韦嘉介绍，
传统的生物样本存储模式，不但存储设备的自动化、
智能化程度不高，且操作标准不一，存在样本保存不
当、丢失出错、无法信息化管理、人工低效等问题。

原能生物以保障“生物样本安全”为出发点，打造
出新一代生物样本库需求的自动化产品，能够更加有
效地保障样本的安全和质量。

“新一代生物样本库还采用领先的自动化、智能
化存储设备，实现对样本的全流程深低温保护、无氧
存储、存取各环节数据记录完整可追溯等。”韦嘉介
绍，该生物样本库融入5G-loT技术，链接库内各类设
备，实现数据互通，保障样本库数据安全、人员安全，
让样本管理更智能。

“我们应用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把机
器数据放入数据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可以进行预测
性维护，以确保机器长时间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韦嘉说。

广泛运用于各个行业

“随着精准医学与遗传学研究的快速发展，生物
样本库成为鉴定多种疾病及发病机制的重要基础。”
帅领介绍，生物样本库的信息量非常巨大，它不仅包
含样本的收集，也包含样本相关生物体或人体数据的
采集和随访。因此在精准医疗方面的研究，生物样本
库能发挥重大作用。

并且，生物样本库在代谢组学中也应用广泛。比
如，利用糖尿病样本资源，结合定量蛋白质组技术以
及对尿液的代谢组学进行分析检测，有助于糖尿病早
期发病的预测和临床诊断，可提高我国代谢性疾病的
临床诊治水平。

此外，生物样本库在药物研发行业也被广泛应
用。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生物样本
的来源需要检验，既耗时耗力，又需要投入很多金
钱。有了包含各种信息的生物样本库，新药研发的效
率就会得到明显提高。

“可以说，具有完整临床信息的高质量生物样本
库是21世纪进入个体化医疗时代的关键，是进行生命
科学系统研究的基础。”帅领表示，利用生物样本库平
台可以有效提高临床研究的准确性，也可以将我国丰
富的临床患者样本资源利用起来，通过临床研究转化
为临床医疗手段，造福人类。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 徐海涛）光以每秒30万公
里的速度运动，让它“慢下来”乃至“停留下来”，是重
要的科研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布消息，该校李传锋、周宗
权研究组近期成功将光存储时间提升至1小时，大
幅刷新8年前德国团队创造的1分钟的世界纪录，向
实现量子U盘迈出重要一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通讯》日前发表了该成果，审稿人认为“这是一个巨
大成就”。

光是现代信息传输的基本载体，光纤网络已遍
布全球。光的存储在量子通信领域尤其重要，因为
用光量子存储可以构建量子中继，从而克服传输损
耗建立远程通信网。另一种远程量子通信解决方案
是量子U盘，即把光子保存起来，通过运输U盘来传
输量子信息。考虑到飞机和高铁等运输工具的速
度，量子U盘的光存储时间需要达到小时量级，才有
实用价值。

李传锋、周宗权研究组长期研究这一领域，他们
2015年研制出光学拉曼外差探测核磁共振谱仪，刻

画了掺铕硅酸钇晶体光学跃迁的完整哈密顿量。近
期，他们在实验上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原子频率梳”
等技术，成功实现光信号的长寿命存储。

在实验中，光信号经历了光学激发、自旋激发、自
旋保护脉冲等一系列操作后，被重新读取为光信号，
总存储时间达到1小时，而且光的相位存储“保真度”
高达96.4±2.5%。

“简单来说，我们就是用一块晶体把光‘存起来’，
一个小时后取出来发现，它的相位、偏振等状态信息
还保存得很好。”李传锋说，光的状态信息很容易消
失，这个研究大大延长了保存的时间，也因此有望催
生一系列创新应用。

比如，将两台相距较远的望远镜捕捉到的光，保
存后放到一起进行“干涉”处理，可以突破单个望远镜
的尺寸局限，大幅提升观测的精度。

量子U盘对构建全球量子通信网具有重要意
义。李传锋介绍，为实现量子U盘，不仅要高精度地

“留住光”，还要提升信噪比，这也是他们下一步努力
的方向。

观众在体验
5GV 动 感 单
车。骑上它，仿
佛置身于真实赛
道，可以体验到
赛车的失重感。

第四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在
福建省福州市开
幕。本次展会发
布了包括5G、区
块链、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一系列
新技术新产品。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在浙江省舟山市鱼山岛海域，通过刚刚投入
使用的磁矢量海缆故障检测装置，海缆检修船成
功获取海底电缆运行数据。该装置就像是海缆
运维人员的“眼睛”，能够捕捉海底磁场信号，诊
断海底电缆运行状态，实现故障快速定位，提升
舟山群岛供电可靠性。

磁矢量海缆故障检测装置为长约1米的火
箭状设备，通过数据缆线与检修船相连。当海
缆检修船在海面上拖动着该装置航行时，水下
的检测装置持续采集海底电缆发出的磁场信
号，将电磁场数据回传至电脑终端，并根据算法
自动得出海缆电流数据及其位置信息，实现海
缆精准定位。

与传统检测装置用线圈作为传感器相比，磁
矢量海缆故障检测装置的传感器是矢量磁力仪，
能够实时显示与电缆的相对方位，修正船只测量
路线，相当于多了个“智能导航”。该装置研发技
术负责人张磊表示，广阔的海域、复杂的海况以
及水文变化给海缆打捞抢修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目前国际上海缆平均修复时长在42天左右，
海缆故障定位往往要一周以上，利用磁矢量海缆
故障检测装置，寻找海缆故障点能缩短一半左右
的时间，大幅提升海缆检修效率。”

4月22日，全球首艘氢动力环球航行的海船
Energy Observer抵达美国加州长滩。自2017年
从法国圣马洛起航以来，这艘30米长的双体船已
经使用可再生能源航行了3万多海里。

Energy Observer 是第一艘旨在实现能源
自给自足的氢气船，电池方案为：可再生能源发
电+电解海水制氢+氢燃料电池。这艘船造价
420 万欧元，航行所用的氢气主要是以船上的
太阳能板收集转化而来。除了储存氢气的气缸
代替了传统的电池外，还大幅减轻了船身的负
重。环球之旅共设有101个停靠站，预计会花上
6年时间完成航程。

（本报综合）

全球首艘氢动力海船
已航行3万多海里

“留光”1小时

我国科学家刷新世界纪录迈向“量子U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