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舟十三号乘组两名航天员成功出舱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记者 王逸涛 郭
中正）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11月7日18时51分，航天员翟志刚成功开启天
和核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截至20时28分，航天
员翟志刚、王亚平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
天服，先后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这是中国首位出舱航天员翟志刚时隔13年
后再次进行出舱活动。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进行
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
行走第一步。两名出舱航天员在机械臂支持下，
配合开展机械臂悬挂装置与转接件安装和舱外典
型动作测试等作业。其间，在舱内的航天员叶光
富配合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操作。

工信部征集
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试点项目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日前，工信部
启动2021年度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和2021
年度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合规渝企可向
市经信委提出申报。

此次工信部征集的2021年度工业互联网试
点示范项目申报方向，主要面向网络集成创新、平
台集成创新、安全集成创新、园区集成创新等4大
类、共17个具体方向。

2021年度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申报主要面
向全市“灯塔工厂”揭榜单位、市级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国家级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
企业、市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获评企业等。智
能制造典型场景申报方向主要是鼓励各申报单位
进行场景创新拓展，突出自身工艺和装备特色；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申报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申报单
位须以企业为主体，并有明确的后续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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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日前，重庆医
科大学发布消息，该校黄爱龙教授牵头新冠病毒应
急攻关团队，发现3个对新冠病毒多种突变株具有
广谱中和活性的超强抗体，抗体对目前传染性极强
的德尔塔毒株也表现出强劲的中和能力。该研究成
果于11月2日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通讯》在线发
表，题目为《针对新冠病毒多种突变株具有保护作用
的超强中和抗体》。

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
济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各国已研发出多种新冠疫
苗，有效控制了中重型发病率。然而，新冠病毒在与
中和抗体进行“交战”后，不断出现多种突变株。其
中，以最初在英国出现的α突变株、南非的β突变株
以及印度的德尔塔毒株为代表的变异株，病毒传染
力和攻击性都很强。这些突变株甚至可以突破疫苗
的防疫造成人体感染并快速传播。目前全世界尚未
研发出有效的抗击新冠病毒的药物。因此，针对新
冠病毒多种突变株研发新型的广谱性抗体药物十分
必要。

在重医黄爱龙和金艾顺两位教授带领下，从去
年开始，该校新冠病毒应急攻关团队与复旦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等进行合作，通过
重医搭建的抗体筛选技术平台，采用单细胞克隆技
术，从数十例康复患者恢复期的血液中，筛选出
200余株RBD（病毒进入细胞的关键部位）特异性
抗体。

最后，团队筛选到3个中和活力最强的抗体。
这3个抗体可不受新冠病毒突变株的影响，对病毒
进入体内的通道依然具有阻断功能。团队通过体
内、体外的活病毒实验，证实这3个抗体对德尔塔毒
株、南非株等活力很强的病毒突变株，都发挥出强大
的阻断性保护作用。而且，由于这些抗体作用的靶
点不同，还可联合发挥作用以防病毒的快速突变
——就像一个球队里的前、中锋和后卫，可联合防
御，也可应对新突变株的出现（进攻）。

“这3个抗体是对新冠病毒多种突变株具有广
谱中和活力的超强抗体，兼具预防性药物和治疗药
物的双重特征，有巨大的临床应用前景。”黄爱龙表
示，筛选的这3个抗体可通过基因工程制造出来，实
现规模化生产。目前，重医正与国际知名抗病毒药
物专家联合开发相关药物，预计明年初可进入临床
研究。

重医大科研团队
发现3个新冠病毒超强抗体
对多种突变株具有广谱中和活性 对德尔塔毒株具有强阻断性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日前，市税务
局发布消息称，作为今年减税降费“重头戏”，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新政策在10月纳税申报期正式落地。
数据显示，重庆有5219户企业选择在10月申报预
缴企业所得税时，提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加计扣除金额达174亿元。

按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策，自今年1月1日
起，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
100%。9月，税务部门发布的又一利好消息，明确
2021年10月份纳税申报期，在允许企业享受上半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季度的优惠，
即在10月可以享受1-9月的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

据了解，为把新政落实好，税务部门对研发支出
辅助账和汇总表样式进行了大幅简化优化，由过去
的“4张辅助账+1张汇总表”简并为“1张辅助账+1
张汇总表”，帮助企业进一步做好研发费用归集核
算，进一步减轻企业申报负担。

此外，市税务局还大力开展新政宣传辅导，以
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5660户企业、
4222户高新技术企业为重点宣传对象，通过制作发
放政策指引、组织进园区进企业走访辅导、税务专家
团进高新区宣讲、清单式精准辅导等方式，让适用政
策的纳税人应享尽享、有知有感，帮助企业充分准确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红利。

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提前“落袋”

重庆5219户企业已受益

第三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
聚焦科技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温竞华 徐鹏航）由
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主办的第
三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6日在京开幕。论坛以

“开放·信任·合作”为主题，探讨全球科技创新、科
技治理与科学文化，增进全球科技共同体互信合
作，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论坛围绕“科学：人类社会共有财富”“创
新：可持续发展之道”“信任：包容发展治理之基”

“合作：风险挑战应对之策”四大议题，设置35场
主题报告。丁肇中、安德烈·海姆等多位诺贝尔奖
得主发表视频演讲，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
余位嘉宾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展开研讨交流。

我国学者新发现
揭示哺乳动物“吓一跳”的科学机制

据新华社合肥电（记者 徐海涛）对于包括人
在内的哺乳动物来说，突发的声音或触觉刺激能
瞬间诱发惊跳反射，俗称“吓一跳”。近期，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熊伟教授课题组研究发现，耳蜗核—
脑桥尾侧网状核—脊髓运动神经元这条神经环
路，对哺乳动物的“吓一跳”反应起到重要作用。
此发现深化了对本能防御行为神经机制的认识，
为研究人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恐慌症等疾病提
供新方向。

研究人员发现特异性“激活神经元”可以诱发
小鼠出现弹跳表现，颈部及后肢肌肉也能同步记录
到肌电活动。进一步的实验结果表明，谷氨酸能神
经元在接受耳蜗核的输入后，直接投射到脊髓运动
神经元，最终完成了对颈部及四肢肌肉的控制。

日前，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了
该研究论文。

日前，重庆市渝州宾馆，智能测温机器人为进入宾馆的市民自动测量体温。该机器人不仅提高了测温
效率和精度，还减轻工作人员的压力，避免接触感染风险。

据了解，渝州宾馆近期引进了多台智能机器人，并依托这些机器人推出了智能测温门岗、消毒喷雾、送
餐配送等智能化、无接触服务。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