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启动建设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龚清扬）日前，由重庆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打
造的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启动建设。

该中心以“科技之源、山水智园”为定位，将聚
焦大数据智能化、生物医学、新材料、生态环境等为
研究方向，规划建设硅基光技术研究院、汽车软件
创新研究平台、生物医学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等，打
造世界一流科技创新园区。

据悉，此次启动的是该中心的一期工程（一
标段），该项目在重庆主城区首次应用混凝土预
制空心柱、大跨度预应力空心板等装配式建筑新
技术；全面应用中冶赛迪自主研发的“轻筑”智慧
建设平台，实现“互联网+工程建设”的数字化、精
细化、智慧化管理方式，以保障施工安全，提升施
工质量。

“透视眼”揭示节肢动物演化复杂性

据新华社昆明8月2日电 （记者 庞明广）记
者从云南大学获悉，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
借助显微CT扫描等技术，发现距今5.18亿年的云
南澄江生物群中若干节肢动物双支型腿肢基部的
新结构，进而揭示了节肢动物演化的复杂性，相关
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借助显微CT扫描技术和计算机三维复原技
术，以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为核心的国际科研团
队，对距今5.18亿年的云南澄江生物群中的迷人林
乔利虫、肥胖林乔利虫、刺状纳罗虫及异形网面虫4
个非甲壳动物支系的节肢动物的腿肢三维结构进
行了深入研究。相关研究显示，上肢很有可能是一
个普遍存在于早期节肢动物中的结构，而不是甲壳
动物及其祖先类群独有的特征。

我国科学家
研制快速抗抑郁新药获重要进展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 张建松）我国科学
家研制新型抗抑郁药获得重要进展。《自然》期刊7
月28日在线发表题为《氯胺酮作用于人源NMDA
受体的结构基础》的研究论文。由中科院脑科学与
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竺淑佳研究组与中科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罗成研究组合作完成的这项研究，对
研发新的快速高效、低副作用的抗抑郁药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氯胺酮是抗抑郁领域近几十年来的重要发现，
可作为大脑内NMDA受体的阻断剂，参与大脑信
号通路的调控，进而修复慢性压力导致的大脑突触
损伤。在最新的研究中，竺淑佳团队结合先进的冷
冻电镜技术，解析了氯胺酮在NMDA受体上的结
合点位，并揭示了其分子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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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要大力发展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充分发挥
金融投资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作用，引导规范科技成果第
三方评价。要改革完善科技成果奖励体系，控制奖励数
量，提升奖励质量。要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
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创新科技成果评价工具
和模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发信息化评
价工具。要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激励和免责机制，开展科技
成果转化尽责担当行动。

《意见》强调，科技部要发挥主责作用，牵头做好科
技成果评价改革的组织实施、统筹指导与监督评估，教
育部、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等相关单位要积极主动
协调配合。行业、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本行业本地区
成果评价的指导推动、监督服务工作。要选择不同类型
单位和地区先行先试，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成果评价改
革试点，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各科技评价组织
管理单位（机构）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客观公正开展科
技成果评价活动。要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社会监督
并强化学术自律和行业自律，坚决反对“为评而评”、滥
用评价结果。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通讯员
曾理）日前，由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主办的特
殊环境与健康“珠峰医学论坛”在西藏日喀则市
举行。同时，全球最大高原人类遗传资源生物样
本库首次面向国内高原医学研究开放共享，为高
原疾病医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生物样本支撑。

高原病有特定地区发病、高发病率、可致命
三个特点，一直是人们从低海拔地区进入高原的
最大困扰之一。为此，新桥医院专家团队历时15
年，完成了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高原人群现场研
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急性高原病生物样本库和
数据库。

“此次高原生物样本库的共享，将为我国特殊
环境医学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且重要的促进作
用。”陆军军医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长黄春基说。

据新桥医院院长黄继东介绍，在下一步研究

工作中，将拓展新桥医院和陆军953医院研究基
地功能，发挥好高原医学研究“桥头堡”的前沿作
用，面向科研团队开放样本库储存及高原伤病防
治现场研究平台，并就样本收集管理、高原病分
子生物学研究等，与全国院校各类优质科研平台
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打造高海拔地区生物样本管
理支点示范基地。

据了解，此次开放的高原生物样本库，在原
有10万余份样本基础上，还将依托陆军953医院

“高原伤病防治临床现场研究基地”建设，新增样
本储量2万份。该单元承担高原人群各类生物样
本的长期储存任务，并在医院伦理委员会负责下
具体运行，设有样本接收处理区、样本冻存区、超
低温储藏区、信息资料管理室共4个区域。截至
2021 年 7 月，该样本库已完成收集保存了共
5000余份人体血液、体液等生物样本。

新桥医院历时15年建成全球最大高原生物样本库

首次面向高原医学研究开放共享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王天翊）第二十三
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将
于近日开赛，112支队伍将围绕10个赛项展开角
逐，优秀团队将于参加本月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据介绍，该赛事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两江
新区管委会主办。重庆赛区选拔赛拟开展创新
类、竞技类、应用类三大类比赛项目，包括多足异
型机器人赛、无人驾驶等10个赛项，包括深度学
习智能车比赛、探索者机器人全能对抗赛等14个
子赛项，共有112支队伍参加选拔。

从7月中旬起，大赛已在重庆、成都、合肥、西
安、南京等城市开展10余场线下巡回路演，重庆
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电子科技大学
等高校的机电、机械、智能制造、控制科学与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近千名大学生参加

了路演。
据了解，自1999年创办以来，该赛事已发展

成为一项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广泛的全国
性机器人竞赛，培养了一大批机器人领域拔尖创
新人才与产业应用人才。目前，该赛事已被列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学科竞赛排行榜》，成为各高校学科评选的
重要依据。

据了解，本届大赛还将增加专家论坛与两江
企业行两大板块，助推协同创新区壮大科技企业

“森林”。其中，专家论坛将邀请国内机器人领域
权威专家、学者参与，围绕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前
沿科技、人工智能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等课题开展
交流讨论；两江企业行将组织优秀参赛队伍前往
两江高新技术企业参观交流，通过赛事助力两江
协同创新区科技名片传播。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重庆赛区选拔赛开赛在即

112支队伍将围绕10个赛项展开角逐

日前，两江新区金山街道，工作人员正在实时监控厨余垃圾智慧监管平台。
作为两江新区首批厨余垃圾智能化处置示范街，金山街道龙宁路街区的餐饮店通过安装在店内的

厨余垃圾智能处理终端，实现对厨余垃圾油、水、渣三相分离并大幅减量。同时，后台的厨余垃圾智慧
监管平台对废弃固渣、食品油脂和流向等重要指标进行着全程数字化监管，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规范
厨余垃圾源头处置，为餐桌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