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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呈现五大特点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 4 月 21 日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08 年我国共受理专利申

请 82.8 万件，同比增长 19.4%；全年共授予专利权 41.2 万件，同比增长 17.1%。  

  截至今年 3 月 16 日，我国累计受理专利申请突破 500 万件。商标方面，全年共受理商标注册申请 69.8

万件；审查商标注册申请 75 万件，商标注册申请年审查量首次超过了当年的申请量；共核准注册商标 40.3

万件，截至 2008 年年底，我国注册商标累计总量达 344.1 万件。版权方面，全年软件登记总量 4.9 万件，

版权合同登记量 1.2 万件；作品自愿登记量 104 万件。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和授权也有大幅提高。 

安塞县生态农业示范园获誉“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称号 

近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揭牌仪式在陕西省安塞县生态农业示范园举行。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靳晓

明司长和安塞县梁春林副县长共同为基地揭牌。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是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为落实《“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实现国际

科技合作方式战略性转变而推出的重大举措。2007 年底以来，已先后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三批共 85 个“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其中，安塞是首个获此殊荣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近年来，安塞县生态农业示范园先后引进国内外新品种 100 多种，筛选并推广适宜本地种植的荷兰西

红柿、茄子以及法国冬玉葫芦、黑美人西瓜和圣女果等 20 余个新品种，举办了技术培训班 150 多期，受

训群众达 15000 多人次。在此次获誉“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之前，示范园已先后被授予“陕西省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基地”、“延安市科普示范基地”；在此基础上，安塞县还荣获“中国果菜无公害科技示范县”

和“国家级无公害大棚蔬菜标准化示范区”的称号。 

 

   中澳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启动 

 



    4 月 16 日，2009 年度中澳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在京启动。来自科技部、中科院、基金委、澳大利亚

驻华使馆的代表以及中澳青年科学家代表 20 余人出席了开幕式。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王启明参赞和澳大利

亚驻华使馆 Ian Macintosh 参赞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双方均表示，两国政府积极支持中澳间科技合作与交

流，希望澳大利亚青年科学家在华期间与中方合作伙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对方国家的科

技体制与政策，以及在相关领域的科研状况。   

中国科学家发现受损脑内神经干细胞独特行为方式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发现了神经干细胞在受损脑内的独特行为方式，为神经干细胞迁移和

移植、治疗多种脑损伤疾病提供了新思路。4 月 22 日出版的国际知名学刊《神经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发表了该成果，《科学新闻》杂志也对这项研究进行了报道。 

复旦科研人员发现，神经干细胞即使数量足够，也不能发育成“重建”神经系统所需的特定神经元，

课题组成员说：“这就像房子倒塌后，需要更多砖块去重建它，但运来的建材却只是石子。”鉴于复旦的

新成果，科学家们将可能诱导神经干细胞，使其发育、分化成为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等患者所需的新生

神经元，以修复损伤的神经系统。 

用胚胎干细胞培养修复肌腱 

浙江大学医学院欧阳宏伟教授带领课题组利用后腿膝盖部髌肌腱断裂的小白鼠，通过植入从胚胎干细

胞分阶段分化而来的肌腱后又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能力。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干细胞》杂志上。 

欧阳教授的课题组将 10—20 个胚胎干细胞小团块“铺”在处理过的培养板上进行低密度培养，通过

筛选，将化成间质干细胞的克隆干细胞“收集”起来，再进行进一步克隆筛选、扩增和定性。这些分化后

的间质干细胞在特殊培养液中浸泡两个星期后，形成膜状的间质干细胞片，可被卷成肌腱的形状，再经过

一段时间的牵拉、挤压的刺激，就能分化成肌腱细胞正常“工作”。 

    欧阳宏伟教授采用分步诱导等新思路和新技术，大大降低了常规实验中因胚胎干细胞分化不全而导致

肿瘤形成的风险，实验涉及的所有小白鼠都未发生肿瘤，而肌腱再生质量却大大提高。 

中国科学家研制成功世界首个幽门螺杆菌疫苗 

由第三军医大学教授邹全明领衔团队历时 15 年研制的“口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简称 Hp 疫苗），

近日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国家一类新药证书。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首个 Hp 疫苗。 

    邹全明研究团队在没有相同疫苗参考的情况下，突破了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获取了一批原创性成果，

包括 Hp 疫苗的设计原理、种子工程菌株、剂型配方等，首次创建分子内佐剂粘膜疫苗理论，并采取独特

的基因工程疫苗分子构建模式，在粘膜表面产生免疫力，解决了幽门螺杆菌在粘膜表面感染而难以防治的

难题；采用特殊工艺和剂型，克服了胃酸、胃蛋白酶对疫苗的破坏作用，提高了疫苗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该疫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完成Ⅲ期临床研究并获得新药证书的原创性 Hp 疫苗，可预防幽门螺杆

菌的感染。临床研究表明 Hp 疫苗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保护率大于 72.1%。

在研制过程中，该研究小组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8 项，是一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 

中国科学家发现干扰抑癌基因重要新型蛋白质 

近日，由中科院院士贺福初领导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肿瘤研究领域又有重要发现。他们发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型蛋白质，可以选择性地干扰抑癌基因，可

能成为肿瘤防治的新型靶向分子，为人类肿瘤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研究提供新的途径。《自然—细胞生物学》

杂志 4 月 19 日在线发表了该发现。 

该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前期大规模发掘人类的胎肝新基因、新蛋白的基础上，经过历时 6 年的潜心探

索研究，发现了一种新型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以选择性地参与抑癌基因 p53 对死亡基因的调控，他们为

这种蛋白质取名为 Apak。当 Apak 与抑癌基因 p53 结合在一起时，抑癌基因不会伤及正常细胞，当正常细

胞遇到基因组损伤信号时， Apak 迅速与 p53 分离，释放出 p53 的杀伤细胞功能，从而能及时清除掉对机

体带来危害的部分“变坏”的细胞，大大降低了肿瘤发生的风险。 



水果树莓可抑制肝癌细胞生长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刘明博士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水果树莓可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系增殖，

使肝癌细胞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减弱，并使抑癌基因野生 p53 的表达增强。科研人员在研究

中首次成功锁定了树莓预防肝癌细胞生长的两个特异性蛋白质作用靶点，为果蔬预防原发性肝癌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树莓中植物化学物质浓度的增加，总抗氧化自由基清除能力也随之增强。0.25 毫

克/毫升至10毫克/毫升的树莓提取物对肝癌细胞系HepG-2的抑制率呈逐渐增加趋势，最高抑制率可达90%

左右。应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显示，树莓提取物在体外有较强的抑制 VEGF 表达及影响野生 p53 表达

的能力，随树莓提取物浓度升高，VEGF 表达减弱，野生 p53 表达增强。 

    在利用化学毒物黄曲霉毒素和二乙基亚硝胺建立的稳定大鼠原发肝癌模型上，随着树莓提取物浓度的

增高，实验组大鼠肝脏上的瘤径变小，肿瘤的数量减少，成瘤率减低，结节程度减轻；肝癌细胞 VEGF、增

殖细胞核抗原表达的程度亦明显降低。同时，实验组大鼠血清在两种特异蛋白（M2597、M4513）质峰上与

树莓干预组及正常大鼠血清差异明显，说明蛋白质峰 M2597、M4513 极有可能为树莓预防肝癌的蛋白质作

用靶点。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首次成功观测到太阳闪耀偏振光谱 

 

 

  

2009 年 4月 20 日，《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ApJ Letters）发表了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屈中权研究员

等人的论文，本文给出了屈中权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地获得太阳闪耀偏振光谱的结

果。 

    中科院 2008 年 8 月 1 日组织了在甘肃金塔的日全食观测，屈中权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小组参加了本次

观测活动并获得太阳闪耀偏振光谱的原始观测资料。研究小组在日全食之前的半年时间内完成了仪器设

计，仪器组件选购、制作、安装和调试，于 2008年 8月 1 日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获得太阳闪耀偏振光谱。

这项工作对于太阳物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单精度千万亿次超算系统 

近日，我国第一套单精度峰值超过每秒 1000 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系统由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2008 年 2 月，该所借助 GPU 自主研制了基于该模式的单精度峰值 120 万亿次的

计算系统，成功开展了多相流动直接数值模拟、材料和纳微系统微观模拟和生物大分子动态行为模拟等应

用，证明了多尺度离散化并行计算模式的优势和前景。2009 年，该系统又升级至峰值 450 万亿次，并新建



了基于多种 GPU 的峰值 150 万亿次的单元系统；同时与联想集团和曙光公司分别联合研制了 2套 200 万亿

次的单元系统。3 月，4 套系统通过千兆以太网互联为多层次的体系结构，解决了多种不同 GPU 联用的问

题，建成了峰值速度超过 1000 万亿次的超级计算系统。 

中国启动“世界三极”动物基因组研究项目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4 月 24 日宣布，启动“世界三极”动物基因组研究项目，对企鹅、北极熊和藏

羚羊这三种分别生长于南极、北极和高海拔严酷环境下的动物展开基因组水平上的研究。深圳华大基因研

究院、大连老虎滩海洋研究中心、青海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发起

并启动这项合作计划。  

    目前，这些动物基因组水平上的研究都是空白状态。此次研究将应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完成这些动物

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的构建，并以此为核心开展一系列基因组水平上的探索和研究，如识别基因组上的功能

元件，解读其全部遗传信息，探索其作为一个物种的进化能力和适应严酷环境能力的基因组基础。该项研

究将为世界提供这些动物保护和后续研究的全新起点和平台。该项目启动后，将于5 月开始采样，预计到

今年 12 月前会完成所有分析、研究工作。 

“中国遥感卫星六号”升上太空 

 

 
  

4 月 22日 10时 55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遥感卫星六

号”送入太空。卫星主要用于国土资源勘查、环境监测与保护、城市规划、农作物估产、防灾减灾和空间

科学试验等领域，将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胰高血糖样肽-1 受体激动剂 

由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发明的“一类胰高血糖样肽-1 受体激动剂及制备方法和用途”近日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同时获得俄罗斯、澳大利亚两国的发明专利。该成果可用作治疗Ⅱ型糖尿病、胰岛素不敏感、

肥胖症等与糖代谢类紊乱相关疾病的药物，且克服了现有的多肽调节剂药物不便口服、易于降解等缺陷。

该化合物结构相对简单，易于制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