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明月湖创赛开启全球报名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日前，两江新
区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22第二届明月湖国际
创新创业大赛开启全球报名，最高奖金达1亿元。

据介绍，本届大赛将持续5个月，奖励总金额
3亿元，通过综合政策包的形式给予支持，其中特
等奖奖励1亿元，围绕新区的支柱产业转型、新兴
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设立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新材料、高
端智能装备、工业软件、航空航天、智慧储能以及
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8+1”赛道。

此外，与本届大赛同步，两江新区还将启动
“明月湖协同创新指数”研究，通过深入探究协同
创新的内涵，聚焦“协同”深度发力，推动产学研
用一体化发展，优化企业和科研院所连接机制，
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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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首个医学影像人工智能实验室
挂牌成立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日前，重庆首
个医学影像人工智能产学研用创新合作实验室
及重庆首个影像人工智能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
在重医附一院挂牌成立。

该实验室由重庆医科大学、重医附一院、数坤
（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共建，就加速
数字医疗的关键技术进行研发和转化，使医学影
像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为影像乃至临床治疗提
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其中，实验室将加速数字医
疗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落地，影像人工
智能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则主要是培养人工智能
医疗跨界人才。对于未来智慧医疗学科建设、培
养优秀人工智能医学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成功发射一颗
“格洛纳斯-K”导航卫星

据新华社莫斯科电（记者 黄河）俄罗斯国
防部网站日前发布通报说，俄罗斯使用“联盟-
2.1b”运载火箭成功将一颗“格洛纳斯-K”导航卫
星送入预定轨道。

俄国防部消息说，火箭7日从俄西北部阿尔
汉格尔斯克州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发射升空。当
日晚些时候，俄国防部宣布，“格洛纳斯-K”卫星
已被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俄罗斯的军
民两用系统，可为全球用户提供陆地、海上及空
中的定位和导航服务。

日前，由重庆科技馆自主策划的全新常设展览“能源与环境”在该馆A区二楼生活科技厅亮相，15件形
式多样的展品将让观众更好地认识、了解清洁能源，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能源与环境”展览设有无处不“碳”、避而不“碳”、低“碳”生活三个板块，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立
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科学论断，旨在推动全民增强节能减排意识，形成强大合力，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谢智强 实习生 冉罗楠 摄影报道

以色列宣布开发出
加速修复受损神经的新材料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电（记者 王卓伦 吕迎
旭）以色列理工学院日前宣布开发出一种材料，
可通电加速修复受损神经。相关研究已发表在
英国《自然·材料学》杂志上。

据介绍，这种超薄材料可在伤口打开状态下
包裹在受损神经周围。伤口闭合后，材料依然可
刺激皮下受损的神经组织推进光电转化，以电流
刺激加速神经修复。研究人员在大鼠身上对该
材料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其受损神经修复速度
加快了33%。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超薄材料既可用于修复
受损神经，也有望在临时心脏起搏中起到刺激心
脏及激活周围神经系统的作用，预计三到五年内
该材料将在人类身上得到广泛应用。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
楠）日前，2022生物化工助力双碳战略高峰论坛暨
第一届中国西部合成生物制造国际前沿研讨会在渝
开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郑裕
国、谭天伟等专家学者齐聚山城“论剑”，围绕生物化
工和合成生物学领域颠覆性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和
未来趋势展开深入探讨。

本次活动以“合成生物制造，引领低碳经济”为
主题，旨在搭建多元化、高水平、高参与度的政产学
研交流平台，共同推动我国合成生物产业发展。

据介绍，生物化工产业主要包括生物医药、生物
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等重要领域，其产值一直
保持在2万亿元以上。合成生物技术是生物化工产
业链的底层核心技术来源之一，在“双碳”背景下，近
年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科学家展开了系列
研究的同时，不论是化工巨头还是风投资本，都纷纷
进入这一赛道抢占先机。

“医药生物制造技术可有效提高药物生产的过
程安全性，降低‘三废’排放，提高产品质量，是实现
医药产品绿色制造的重要途径与发展方向。”开幕式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院

长、浙江省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郑裕国作了题为《医
药生物制造》的报告，介绍了生物制造技术在医药产
品低碳循环、绿色清洁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国
内外医药生物制造的技术现状与最新进展，阐述了
多种重要疾病治疗药物合成中生物制造技术的开发
与产业化应用，并对在国家大健康产业战略布局下，
医药生物制造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了展望。

在他看来，全球医药制造产业发展有五大趋势：
一是对更高生产效率和更大生产力的需求；二是绿
色化技术革新使市场竞争更激烈；三是下游工程技
术仍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四是高质量产品的
需求仍在快速增长；五是中国和印度的市场逐渐成
熟，国际市场还在不断增长。

此外，在大会特邀报告、邀请报告、口头报告等
环节，专家学者还围绕合成生物学、代谢工程、生物
过程工程、工业微生物育种、生物催化与生物转化、
合成生物材料、生物医药和生物分离工程等方面展
示交流了学术成果。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科技局和中国化工学会生
物化工专业委员会指导，重庆大学和沙坪坝区政府
主办。

合成生物技术如何助力“双碳”
院士专家齐聚山城“论剑”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
楠）7月7日，《科技工作者法治知识精要》新书首发
暨赠书仪式在重庆科技馆举行，《科技工作者法治知
识精要》正式面世，同时，该书编委会为10位科技工
作者代表赠书。

据介绍，《科技工作者法治知识精要》由市科协
联合西南政法大学共同编著，是服务科技工作者法
治需求的创新尝试。该书分为民商事法律、知识产
权、刑事法律、科技政策、程序法五个部分，总结、选
取了科技创新活动中可能面临的150个法律和政策
知识问题，简洁明了地开展法治知识普及，既好读又
实用。

记者看到，《科技工作者法治知识精要》书中援
引了多个真实案例，如“基因编辑婴儿”案、“技术人

员泄秘”案、“非法使用源代码牟利”案等，并对这些
案件所构成的犯罪条目进行了清晰阐释，有助于广
大科技工作者提高法治知识，依法开展科技创新。

作为受赠代表，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
中心（重庆）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陈健认为，《科技工
作法治知识精要》的出版，将进一步强化科技工作者
遵法、守法、护法的意识，为科技人才实施科技创新
活动、开展成果转移转化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
障。

“希望《科技工作者法治知识精要》的面世，能对
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升法治意识和创新创业积极性发
挥作用，推动重庆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法治环境营
造与改善。”该书编委会副主任、主编，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谭启平表示。

《科技工作者法治知识精要》新书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