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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创制
■ 翟继鹏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知识产权运营
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由市知识产权局、北碚
区政府和西南大学共同发起筹建。平台运
营以来，定位于服务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
圈、辐射北碚区进而辐射全市的综合性运营
平台，经过两年多的运行，在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指导下，探索出“运营四步法”的工作
思路，即：寻找对手—分析对手—能力建设
—超越对手，助力创新主体在参与竞争的过
程中利用现有工具和方法，实现对竞争对手
的分析和赶超。

寻找对手即立足知识产权大数据，通过信
息中心开发的“对手通”竞争对手情报分析系
统、重庆市知识产权大数据应用联盟专利检索
系统等，解决竞争对手技术动态的信息滞后问
题，帮助生态圈内创新主体和区内企业掌握竞
争对手最新研发动向，目前约500个科研团队
和企业免费注册并使用“对手通”持续关注对
手动态。

分析对手即运用知识产权情报分析，通过
技术路线梳理、专利导航分析、产业企业知识图
谱等手段，了解西南大学和生态圈内企业当前
专利布局状况，锁定核心发明团队。前期引入
的3家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帮助核心团
队研判行业竞争格局、分析竞争对手技术发展
路线，推动精准研发、提供专业化、大数据化、精
准化服务，增加技术来源、减少重复研发、调整
优化研究方向。

能力建设即践行市知识产权局提出的“知
研合一”理念，筛选一批生态圈内高价值专利及
优势团队，构建以研发团队、分析团队、代理团
队为主体的“铁三角”服务机制，帮助研发团队
进行能力建设。服务机构及时跟踪研发团队，
为其提供专利挖掘、知识产权咨询、专题数据库
建设等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促进研发人员、管理
人员在知研合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能
力提升。

超越对手即在服务过程中，发掘一批亟
待转化的高质量创新项目，通过高价值专利
培育、布局、成果转化促进价值转移，最终由
平台助力资源对接，推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促进知识产权与创新资源、产业发展、金融资
本融合。

目前，20余家企业、科研团队与平台服务
机构对接，签订了《专利技术导航公共服务协
议》，多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下一步，平台将
继续按照“运营四步法”的工作思路，开展优质
项目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为技术研发和成果
转化保驾护航，持续推动优质项目开花结果。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供稿）

日前，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陶虎
团队开发出了用于多模态信息存储加密的植入式瞬
态可溶蚕丝蛋白存储器。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先进
材料》。

瞬态可溶存储器是柔性电子与可植入器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信息存储媒介，器件在实现可控降解
的同时，还需具备稳定的存储和加密功能。随着传感
器集成种类和数量的飞速增长，目前瞬态可溶存储器
的存储性能很难满足多种信息类型、高信息量存储等
要求，急需从存储器机理、材料和结构方面寻求进一
步突破。

继2020年研制出全球首款可重复擦写“蚕丝硬
盘”后，陶虎团队再次向瞬态可溶存储器领域的核心

问题发起挑战，创新性地开发出基于蚕丝蛋白的多层
级可植入瞬态存储器。

陶虎介绍，该存储器采用了全新结构，将阻变
忆阻器、太赫兹超材料、光学衍射元件3种不同信
息类型的存储单元，通过工艺优化实现垂直高密度
集成，实现单器件上电学、电磁和光学信息的同步
稳定存储。

他表示，使用溶解特性可调节的蚕丝蛋白与可降
解金属（镁、铝）组成的存储器材料体系，既能保证各
层存储单元具备良好的电学、光学性能，又能使存储
器具备逐层逐步降解、多层快速降解、选定区域可控
层数降解等多种可控降解模式。

据了解，科研人员采取的多模态信息编码和多种

降解模式的组合提升了瞬态存储器的加密能力和信
息存储量，仅16个单元就能使信息存储的丰富度达到
1055数量级；制备的4×4阵列瞬态可溶存储器样机
实现了字母表编码、16位二进制编码演示和校验编解
码示例。得益于蚕丝蛋白的成膜均匀性和精准可控
降解能力，存储器信息误读率低、鲁棒性强，满足了多
模态信息存储和高稳定性存储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还开展了小鼠皮下植入实
验，进一步验证了瞬态存储器在体内逐层降解的可行性
与生物安全性，证明蚕丝蛋白不会引起组织免疫反应。

陶虎表示，这预示着新型多层级瞬态可溶存储器
将在植入式器件和芯片、生物体内信息存储与生物电
子标签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新型植入式瞬态可溶蚕丝蛋白存储器问世
■ 倪思洁

在西方神话中，诺亚为了应对大洪水，打造了一艘
巨大的方舟，在每种动物中选了一公一母保存在方舟
里。大洪水过后，人类靠着这些动物重建了家园。自
从农业诞生，我们就在不断地驯化、改造着自然中的动
植物甚至微生物，获得一个个农业品种。诺亚保留下
来的这些动物资源，反映了我们人类掌握的这些物种
的基因总和，是一种对农业、工业、医学都不可或缺的
资源，我们现在称之为“种质资源”。

传说里的诺亚选择一公一母作为保留对象，在如
今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就算它们不会意外伤亡，也不能
反映物种的基因多样性。到了现代，我们对遗传学、育
种学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因此也建成了一艘艘新的

“末日方舟”，能够更科学地保存这些种质资源，那就是
“种质库”。

不过，新的种质库比方舟可先进太多了。这些库里
并不只有活体物种，还可以保留动物的体细胞、精子、卵
母细胞和胚胎等。诺亚方舟里没有专门储藏植物种质
资源的“船舱”，而现代的作物种质库，就可以保留耐低
温、耐干燥的作物种子，比如我国的国家作物种质库。

另外，还可以借助分子生物技术，把物种的遗传信
息转入细菌中，让它们拥有这个物种的全部遗传信息
并繁殖下去，这就是“基因文库”。这种细菌就像方舟
里的小小舱室，只不过这个舱室里藏着一个不断繁殖
的世界。

从前，我们想要获得优秀种质，只能通过种植养殖
—收回产品—选育良种的过程。现在，在这些技术的
辅助下，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让种质资源不再是被动

地存档，而是可以主动、高效地改造它们，获得更多的
优良品种，这个过程就是“种质创制”。

物种交流曾经给我国带来许多优秀的农业资源，
比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及发现美洲后的全世界
物种大交换。但传统育种不但过程漫长，频繁的引
种也带来了疫病、物种入侵，以及本地传统品种的衰
退。而在这条大船上，我们可以更有计划地选育新
的物种。

从分子层面看，种质创制要做的绝不只是得到一
代又一代生物的表现型，也不是记录下每一代优良品
种的DNA信息就万事大吉。每次选育时，除了基因组
信息外，所有生物的表观遗传信息、基因被转录后的信
息、合成蛋白质和其他代谢产物的信息，也都被严密地
控制着。

因此可以说，种质创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
整体，是一艘活着的、正在乘风破浪的方舟。

“运营四步法”
助推高价值专利培育

插图 苏盼盼

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动物
实验中，通过使用新型光敏蛋白，可以将盲小鼠视力提
高到相当于人类视力的0.3左右。这意味着，过去被认
为患有不治之症的致盲性视网膜眼病患者，有望重见
光明。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自然—信号转导与靶
向治疗》。

这一创新研究在全世界首次揭示了新型光敏蛋白
在低于视网膜安全阈值的光激活下治疗视网膜退行性
疾病的有效性，为光遗传学结合其他技术手段治疗视
网膜退行性疾病提供了思路，是全球视网膜神经退行
性疾病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突破。

据课题组负责人沈吟介绍，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
类慢性致盲性疾病，临床发病率为1/4000，治疗的效果
和预后都很差，最终可导致患者失明，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在沈吟的指导下，课题组成员武汉大学第
一临床学院博士生陈飞和于垚在德国合作者的帮助
下，筛选得到具有高灵敏度和快动力学特性的改良版
的微生物光敏蛋白，并利用光遗传学技术恢复了盲小
鼠的视觉功能。

这一成果首次揭示，在安全的光强阈值下，使用新
型光敏蛋白可将盲小鼠视力提高到相当于人类视力的
0.3左右，同时对光反应速度也很快，时间分辨率至少可
达到32Hz。这一研究成果为临床利用光遗传学治疗视
网膜退行性疾病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光遗传学结合其
他技术手段治疗视网膜退行性疾病提供了可能。

沈吟介绍，全世界有2000多万名盲人，视网膜色
素变性等视网膜遗传病在临床上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病情发展将最终导致患者失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若将这种光敏蛋白运用到临床，则可以治疗各
种光感受器凋亡的遗传性视网膜病或视网膜退行性疾
病。发病率为13%的老年黄斑变性患者，在视网膜晚
期完全萎缩之前，也可受益于该治疗。

据了解，沈吟团队十余年来深耕遗传性眼病的研
究转化和临床诊疗工作，开展遗传性眼病诊断与治疗
的新技术新业务，并筹办有遗传性眼病专病中心。作
为本次研究成果，新型超快超敏感的光敏蛋白在临床
上的应用，也将造福大量遗传性眼病患者。

（本报综合）

应用新型光敏蛋白有望让盲人重见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