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落户科学城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近日，种质创
制大科学中心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式揭牌，该中
心将利用先进生物育种技术，创制新型生物素材，建
设可持续利用的长江上游种质资源库，助力相关产
业迭代升级。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选址科学城金凤大健康产
业园，依托西南大学农业科技和资源优势建设，将联
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相关机构和高校
研究团队，在现代农业、组学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关
键领域，瞄准生物种质创新与利用，建设可持续利用
的长江上游种质资源库，建设多组学与人工智能生
物大数据中心。

据悉，该中心首期拟入驻建设示范物种为家蚕、
罗非鱼、黄连、杨树、茶树等；后期将重点聚焦长江上
游重要特色珍稀濒危物种开展种质创制与利用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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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与京东方携手
打造下一代座舱显示产品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日前，长安汽车
与京东方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汽车智
能座舱显示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以及整车应
用领域展开全面深度合作。

据介绍，未来双方合作的具体领域为，曲面中控
显示屏、柔性透明A柱、透明车窗显示等基于全球领
先显示技术的创新产品。对此，长安汽车和京东方
将建立联合创新实验室，以智能座舱显示技术、车载
终端产品、智能座舱场景探索及用户深度研究作为
工作重点，并在智能显示技术、联合创新中心、产品
供应、品牌联合及智能化产业投资等方面深度合作，
合力打造下一代座舱显示产品。

我国知识产权质量效益快速提升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5.8件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张泉）国家知识
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21日举行的全国知识产权局局
长会议上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质量效益快速提升。

截至2020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8 件，有效注册商标量达到
3017.3万件，累计注册地理标志商标6085件，认定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391件。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
口额由 2015 年的 231.1 亿美元提升到 2019 年的
409.8亿美元，年均增长15.4%。2019年，我国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全球第一，专利密集型产业增
加值达到11.5万亿元，同比增长7%。

法国启动18亿欧元
量子技术国家投资规划

新华社巴黎1月22日电（记者 陈晨）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21日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
天宣布启动一项投资总额达18亿欧元（1欧元约合
7.86元人民币）的量子技术国家投资规划，用于未来
5年发展量子计算机、量子传感器和量子通信等，并
推动相关产业的教育培训工作。

公报说，这18亿欧元将由国家和社会资本合作
投资。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马克龙21日在巴黎萨克莱
大学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中心发表演讲时说，希望
通过这项国家投资规划，使法国有机会成为“首个拥
有通用量子计算机完整原型机的国家”。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程
茵芷）日前，由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等联合
主办的2021重庆海外技术合作平台建设研讨会
在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市委组织部、市科协、市人力社保局近日联合
发文，同意新建心血管表观遗传国际研发中心、
先进铸造镁合金中澳联合研发中心等40个海外
技术合作平台，充分发挥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引领
带动作用，吸引更多海内外前沿科技创新成果来
渝转移转化。

据介绍，海外技术合作平台是拓展重庆海
智工作站资源渠道、加快推进中国科协“海智
计划”实施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市招才引智的
重要依托。此次新建的海外技术合作平台均
有我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领
衔，联合美国、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和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比如重庆大

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共建的先进铸造镁合金中澳
联合研发中心，由重庆大学教授蒋斌领衔，双
方将在人才联合培养，以及铸造镁合金材料开
发、缺陷控制、铸锭和构件的制备技术联合研
发方面开展合作，力争形成2种以上新技术，产
出成果10项以上。

在当天举行的研讨会上，30余位青年海智专
家围绕前沿科技创新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
海外技术合作平台建设等展开了探讨。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科协将
进一步推动引才引智引技，借助海智专家的“朋
友圈”，促成更多海外高端人才团队与重庆的高
校、科研院所以及海智工作站等展开广泛交流，
建立深度合作，探索柔性引进、联合攻关、项目合
作、人才培养等模式，助力重庆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近日，陆军
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张生家教授团
队在国际知名期刊《自然》杂志子刊《细胞研究》
在线发表题为《海马体外新发现的躯体感觉皮层
空间导航系统》的论文。这是继发现大脑海马-
内嗅皮层介导的经典空间定位系统后，首次发现
在大脑躯体感觉皮层中也存在另一套全新且完
整、描述空间特征的大脑空间导航（GPS）系统。
这一发现将开辟系统神经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也
对研究类脑导航、脑机交互等交叉领域学科有重
要的启发意义。

“海马是空间认知地图的载体，使大脑空间
导航成为可能。”张生家介绍，从最初发现位置细
胞至今的40多年间，神经科学领域一致认为，大
脑内关于空间导航的系统主要存于海马和内嗅
皮层两个脑区。

此次，张生家带领的团队对觅食大鼠的躯体
感觉皮层，进行了自由运动多通道电生理记录。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发现这个脑区也存在位置细

胞、头方向细胞、边界细胞、网格细胞等。这是除
了海马-内嗅皮层介导的大脑空间定位系统外，
发现的另一个有完整空间导航系统功能的单个
脑区。

“此前，躯体感觉皮层在大脑中的功能被广泛
认为是负责感受躯体、四肢、温觉和触觉等功能。”
论文第一作者龙晓阳博士介绍，这一新的发现也
提出更多新的科学问题，比如：为什么大脑需要两
套不同的空间导航系统？在发育过程中，这些细
胞是如何产生功能分化的？这意味着，这项研究
可能会在神经科学开辟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斯白露认
为，张生家教授团队开辟了系统神经科学研究的
另一个前沿领域，颠覆了传统空间认知领域的经
典地图认知理论。这项工作有望对一些神经退
行性疾病如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
的靶区。同时，深入研究躯体感觉皮层编码空间
认知和记忆的算法机制，也将对脑机交互等交叉
领域学科提供重要的启发意义。

重庆新建40个
海外技术合作平台

陆军军医大学首次发现
大脑另一套GPS系统

1月22日，渝北区新光天地，无人驾驶的“百
度阿波龙”巴士正在进行商用前的调试，有望于
春节前带着市民逛商场。

据介绍，“百度阿波龙”是全球首款商用级
无人驾驶电动巴士，借助百度自主研发的“汽车

大脑”，结合百度地图定位技术和其车身配备的
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单目和双
目摄像机，多传感器等设备，实现L4级高度自动
驾驶。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