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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建成 

2 月 2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举行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建成新闻发布会暨开通仪式。该平台

是迄今为止功能最完备、数据最全面的公益性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将为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

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业这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提供重要的专利信息。 

    该平台收录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瑞士、韩国、澳大利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专

利局、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等国家、地区和组织的专利文献信息，还收录了“金砖四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等

新兴经济体的专利数据，数据总量达到 3337 万余条，全面涵盖了十大重点产业所涉及的专利文献。 

    在功能上，该平台集产业分类导航、检索、分析、机器翻译等功能于一体。行业专家针对十大重点产

业的技术创新领域设置了产业分类导航体系；具备分类导航检索、表格检索、表达式检索等多种检索模式，

实现了国内外专利的混合检索；还提供趋势分析、国省区域分析、技术分类分析等8 种分析模式；并且能

够将检索出的英文专利信息自动翻译成中文。 

狮虎豹基因组计划启动 

    2 月 12 日，我国科学家在深圳宣布启动“狮虎豹基因组计划”，将在 1 年内完成狮虎豹基因组的序列

框架图，并且在行为科学和保护生物学等众多学科领域探索基因组测序成果的应用。计划由深圳华大基因

研究院、北京大学、黑龙江虎林园、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美国圣·迭亚哥动物保护研究所等中外科学家共

同发起并承担。  

  今年是中国的虎年，虎被选为“狮虎豹基因组计划”的先行物种。虎的基因组与人的基因组大小相似，

约为 3G。虎基因组信息将会对虎研究的众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为人们深入了解虎这一重要物种提供遗传

学证据和生物学基础，将为虎的人工繁殖、人工野化提供科学依据。除此之外，基因组科学的成果能准确

测定虎的世代和亲缘关系，为人类定性和定量认识环境与遗传因素的相互作用提供新的重要模式。今年将

陆续启动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亚洲狮、非洲狮、云豹、雪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基因组测序，其成果

将对研究猫科动物的进化和比较基因组学带来新的研究思路。 

老虎与狮子的杂交后代是非常理想的研究野生杂交的生物模型。在完成狮子和老虎的基因组序列解读

之后，深圳华大基因计划启动虎狮兽（雄虎雌狮杂交后代）和狮虎兽（雄狮雌虎杂交后代）的基因组与表

观基因组项目。基于解读的狮虎兽和虎狮兽的基因组与表观基因组信息，这将是从 DNA 序列和染色质变化

水平重新解释定义“杂种”和“物种”的机会。 

中国科学家发现蝙蝠具有暗视觉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及其博士生沈永义近日发现，旧大陆果蝠并没有回声定位能力，它

们主要依赖视觉和嗅觉来寻找食物，眼睛很“发达”。该研究团队近日成功克隆了控制形成视网膜上视杆

细胞，该细胞主导暗视觉感受器的 RH1 基因。科学家研究发现，无论是眼睛退化的食虫蝙蝠还是眼睛发达

的旧大陆果蝠的视杆细胞全部都有表达 RH1 基因，说明了即使是那些眼睛高度退化的食虫蝙蝠，它们仍然

具有暗视觉。 

    张亚平团队对该基因序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基因在果蝠与眼睛没退化的食虫蝙蝠墓蝠间发生了趋

同进化，而眼睛都已经退化的长翼蝠和菊头蝠也发生了趋同进化。该结果揭示了蝙蝠分化后，可能由于有

些种类趋同于更多依赖视觉，眼睛发达；而有些是趋同于较少依赖视觉，眼睛退化，导致了 RH1 基因在蝙

蝠里面发生了多次趋同进化。这也就是为何人们会认为蝙蝠没有视觉的原因。 

中国科学家阐述果蝇短期记忆遗忘机理 



    2010 年 2月 19 日出版的《细胞》杂志刊载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钟毅教授在短期记忆遗忘机理研

究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刚刚获取的记忆通常会很快遗忘，该论文认为这样的快速遗忘其实是一种主动的

行为，用以抹掉旧的记忆腾出空间来存储新的记忆，在果蝇中，小 G 蛋白 Rac 对主动遗忘具有调控作用。

通过分子遗传方法操纵 Rac 的活性即可改变果蝇遗忘的速度，Rac 活性低时，遗忘变慢，活性高时，遗忘

加速。钟毅教授这篇题为“果蝇遗忘受小 G 蛋白 Rac 调控”的论文极大地挑战了人们把遗忘当成一个被动、

负面过程的传统看法，被《细胞》杂志选为该期的特色文章，并得到《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等媒

体的关注。 

嫦娥二号装上“激光眼”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近日表示，自主研制的激光高度计已装备“嫦娥二号”卫星，计划今年晚

些时候随星升空。借助这只“激光眼”，“嫦娥二号”将为落月卫星“嫦娥三号”的候选着陆区精细制图，

确定月球车释放位置。  

该高度计采用激光测距方法，从月球上空以垂直方向向月面目标射出一束束激光，并瞬间接收它们的

反光，以此精确测得卫星与地表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据了解，激光眼将在月面几个重点区域内密集 “踩

点”，发射频率增至原来 5 倍——从每秒钟打 1 个点变为每秒 5 个点，留下的“激光足印”间距变得更小。

据介绍，即使在 100 公里高的卫星轨道上飞行，“嫦娥二号”的激光测距精度也可达5 米。 

我国研制成功槽式太阳能热发电工程  

近日，由北京中航空港通用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并具自主知识产权的槽式太阳能热发电工程

样机发电成功，在国内实现了太阳能热发电零的突破，使我国独立建造大规模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站成为可

能。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全称为槽式抛物面反射镜太阳能热发电系统，是将多个槽型抛物面聚光集热器

经过串并联的排列，加热工质，产生高温蒸汽，驱动汽轮机发电机组发电。针对太阳能存在的日照强和弱

等不稳定因素影响，中航通用公司采用蓄热装置贮存多余热能，在热能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释放出来，以

达到稳定供电和延长发电时间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资源。 

中国在中山站建成数据实时传输永久性验潮站 

    中国第 26 次南极考察队近日在南极中山站附近海域建成一座数据实时传输永久性验潮站，以监测海

平面变化，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动态依据。该站主要由一套海底自动验潮仪系统构成，包括海底水位

计、陆地数据记录处理设备和连接陆海设备的数据传输电缆等。  

    我国曾于 1999 年在中山站附近海域建立了首个永久性验潮站，但该套设备数据传输困难，已无法满

足我国对海洋潮汐变化的研究。与之相比，新建的永久性验潮站可以通过电缆实现潮汐数据的实时传输，

为国内研究机构动态监测和分析南大洋海平面变化提供便利。建立验潮站有助于科研人员为每年前往中山

站运送物资的极地破冰船提供及时的潮汐预报，为船舶航行提供安全保障。 

中国首次在南极成功投放并回收潜标系统 

    中国第 26 次南极考察队近日在南极第三大湾普里兹湾海域成功回收一套潜标系统，这套系统是中国

第 26 次南极考察队于 2009 年 12 月 6 日在前往中山站的途中布放的。截至回收之日，该潜标已连续进行

２个多月的成功观测，获取了理想的观测数据和样品。此次回收的潜标系统主要由温度盐度采集器、沉积

物捕获器、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和浮球组等设备组成，主要对南大洋的温度、盐度、流速等数据进行长

期观测，分析普里兹湾冰间湖形成和维持的过程，为研究南极大陆周边海域海洋、海冰、大气之间的相互

作用提供支持。  

这是中国首次通过潜标获取长时间、不受海面气象条件干扰的南大洋定点观测数据，弥补了长久以来

中国南大洋考察以走航观测和大面站观测为主要观测方式的不足。潜标系统记录的数据将有助于科研人员

调查南极普里兹湾内的长期水体变化特征与运动过程，获得普里兹湾是否也有南大洋底层水生成源地的直

接证据，进一步了解南大洋在全球大洋环流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首个传感网大学科技园成立  



中国(无锡)传感网大学科技园 2 月 25 日在无锡市高新区成立，这是国内首个以传感网为研究对象，

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方式加快地区传感网产业规模化进程和“感知中国”建设而成立的专业高科技园区。据

悉，中国(无锡)传感网大学科技园计划到 2015 年实现开发载体面积达 60 万平米，吸引 15 所左右国内外

传感网技术领域一流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入驻。通过集聚 30 个各具特色的国家、省市工程中心和实验室，

园区欲孵化培育 200 个传感网技术中小科技企业，形成规模化企业 30 家。北京邮电大学无锡感知技术与

产业研究院于当天在无锡揭牌，成为首家入驻大学科技园的高校科研机构。  

我国首艘超深水钻井平台顺利出坞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2 月 26 日宣布，我国自行建造的 3000 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

顺利出坞。该钻井平台具有勘探、钻井、完井与修井作业等多种功能，最大作业水深 30 米，钻井深度可

达 1 万米。平台稳性和强度按照南海恶劣海况设计，可在中国南海、东南亚、西非等深水海域作业，设计

使用寿命 30 年。它的建成，加强了我国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能力和大型海洋装备建造水平。 

中国将开建现代最大人工运河  

总投资 61.69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现代最大的人工运河——引江济汉工程将在3 月底开工建设。该工程

渠道全长约 67.23 公里，多年平均输水 37 亿立方米，其中补汉江水量 31 亿立方米，补东荆河水量 6 亿立

方米。该工程设计流量 350 立方米/秒，最大引水流量 500 立方米/秒；东荆河补水设计流量 100 立方米/

秒，加大流量为 110 立方米/秒。该工程连通长江和汉江，是从长江荆江河段引水至汉江兴隆河段的大型

输水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主体工程——汉江中下游治理工程之一，也是湖北省最大的水资源配置工程。 

    工程建成后，将向汉江兴隆以下河段补充因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而减少的水量，有利于改善河

段的生态、灌溉、供水、航运用水条件，避免南水北调对汉江中下游两岸带来的灌溉、航运方面的影响，

对汉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药用植物博物馆奠基  

世界药用植物博物馆 2 月 25 日在中国最大的药用植物园——广西药用植物园奠基。药用博物馆建成

后，将为公众提供一个了解、认识药用植物的重要基地。当天，广西药用植物园改造升级项目亦随博物馆

的奠基而开工。该项目将投资 4.98 亿元人民币。具有 50 年历史的广西药用植物园是中国最大的药用植物

园，也是全世界保存药用植物物种最多的药用植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