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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暂行规定》颁布 

    为了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落实知识产权战略，充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提高科技创新层次，保护科技

创新成果，促进知识产权转移和运用，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知

识产权保障，经深入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四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依照《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的基本规定和战略要求，把法律和

政策规定的制度和措施落实到专项管理中，包括总则、知识产权管理职责、重大专项实施过程中的知识产

权管理、知识产权的归属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转移和运用等内容。 

《规定》对重大专项各级管理责任主体、各管理环节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等给出了明确的规定。《规

定》明确了综合管理部门、各专项领导小组和牵头组织单位、总体组、项目（课题）责任单位及其法定代

表人、项目（课题）负责人的知识产权管理义务。对专项制定五年计划和申报指南、项目申报、立项评审、

合同签署、过程管理、验收等环节的知识产权工作均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八次中欧能源合作大会召开 

 

 

  

由科技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第八次中欧能源合作大会于 7 月 6～7 日在上海举行。科技部长万

钢和欧盟委员会能源委员奥廷格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万部长介绍了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开

发和推广应用方面所做的部署和取得的成就，积极评价既已开展的中欧能源科技合作，并对进一步深化合

作进行了展望，包括加强能源领域基础研究的合作、扩大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与合作、加快能源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及促进清洁能源技术转让等方面。奥廷格委员对万部长的讲话予以积极回应，表示

将继续推动对华合作，共同为保障能源供给和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此次大会围绕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后金融危机时代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题，邀请来自中欧政府



及产学研各界的代表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和清洁汽车三个领域开展技术和产业合作讨论。大会后，

欧方相关企业赴江苏与中方企业进行实地对接洽谈。 

万钢部长会见法国客人 

2010 年 7月 5 日，科技部长万钢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长瓦莱丽·佩克莱斯女士一

行。陪同佩克莱斯部长访华的还有法国众议院议员、泌尿科医生贝尔纳·德布雷先生。万部长向法方代表团简

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法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情况，特别提及 2008 年两国共同在北京举办的中法政府间

科技合作协定签署 30 周年庆祝活动。表达了愿意与法方在水资源管理、电动汽车、航天航空、医学、生

物技术、信息、材料等领域加强合作的愿望。万部长还借此机会感谢曾经无偿为江西贫困地区儿童实施手

术的德布雷医生，称赞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两国部长还专门对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 计划）的进展问题进行探讨。此外，两国部长还就

以科技应对金融危机、研发投入（特别是企业研发投入）、大学改革、技术转移、转基因食品、农业科技、

知识产权保护、疾病防治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 

中英将联合资助信息科学研究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每年共同资助在合

作研究基础上的中国与英国苏格兰地区研究人员间的合作交流项目。 

    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对每个项目提供每年最多 6000 英镑的资助，用于中国研究人员在英期间的生活

费和英国研究人员访华的国际旅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中国研究人员访英的国际旅费和英国研

究人员在华的生活费。2011 年度，双方合作项目的资助领域为信息科学。 

    该合作交流项目已开始接受申请，受理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8 日，受理部门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国际合作局西欧处，最终结果将于 2010 年 12 月底前在网上公布。 

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尿促进肾小管细胞凋亡”机理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肾病内科医师李晓宁团队研究发现，蛋白激酶 C-delta 在蛋白尿中表达升高，是尿

蛋白诱导肾小管细胞死亡的“凶手”。如果抑制住蛋白激酶 C-delta 在蛋白尿动物肾脏中的表达，就可以

成功抑制蛋白尿诱导的肾小管损伤。该成果 7 月 1 日在《美国肾脏病学会杂志》上发表。 

  李晓宁团队发现，肾病水平的蛋白尿可以在体内和体外诱导肾小管细胞凋亡，并发现了细胞凋亡的早、

晚期特征性事件等，从而分别从细胞水平、亚细胞水平、DNA 水平和蛋白质水平证实了白蛋白对肾小管细

胞的直接毒性作用。研究小组还发现蛋白激酶 C-delta 在蛋白尿实验模型中表达升高会促进白蛋白诱导肾

小管细胞死亡，表明蛋白激酶 C-delta 是诱导肾小管细胞死亡的“凶手”之一。为了找到治疗手段，李晓

宁团队研究人员用化学药物和基因转染的方法成功抑制了蛋白尿诱导的肾小管损伤。 

专家表示，该研究发现为肾脏疾病的临床治疗和药物开发提供了靶点。 

我国科学家揭开巧克力色蚁蚕基因突变之谜 

西南大学蚕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所近日完成了家蚕伴性赤蚁突变基因定位克隆研究，并将成果发表于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该研究成果揭示了巧克力色蚁蚕的基因突变之谜，为科学家

深层次认识昆虫色素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  

    西南大学蚕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所家蚕基因组研究创新团队成员刘春等在国家“973”计划的资助下，

与日本合作，根据家蚕基因组研究结果，通过定位克隆的方法，对该基因分离群体进行连锁分析，最终确

定该突变为家蚕酪氨酸羟化酶基因调控区域突变所致：在伴性赤蚁突变及等位致死突变中，两个不同类型

的转座子分别通过重组替换和插入方式破坏该基因的转录调控序列，导致家蚕酪氨酸羟化酶基因的表达量

急剧减少。研究结果表明，酪氨酸羟化酶的表达量减少是伴性赤蚁突变幼虫形成巧克力色表皮的直接原因；

同时，该基因的表达量过少还将导致伴性赤蚁致死突变品种不能孵化。  

中国海洋大学研制成功具有应用价值的人工角膜内皮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樊廷俊课题组从 2002 年初开始致力于可医用的人工角膜内皮研制，科研

人员利用去上皮层修饰羊膜作为支架，在合适的温度与培养条件下培养角膜种子细胞，并在动物试验中获

得成功。从 2008 年底开始在兔子、家猫和猕猴等动物身上进行角膜移植试验。截至 2010 年 7 月 8 日，所

移植的人工角膜内皮已维持新西兰兔角膜透明 391 天，维持家猫角膜透明 209 天，维持猕猴角膜透明 119

天。     

目前，中国海洋大学角膜组织工程重点实验室已与青岛宇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完成了第三类医疗

器械的生产车间的建设，并获得了第三类植入材料及人工器官的生产许可证，为组织工程人角膜内皮的产

业化生产做好了准备。该实验室还与青岛中皓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作，开始致力于完整人工角膜的制造研

究，已成功重建出人工角膜上皮，计划于三五年内造出完整人工角膜并完成动物移植实验。  

我国利用“人造肌肉”研制成功水下微型仿生机器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郭书祥教授带领的课题组于 2008 年攻克了水中微型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离子聚合

物 ICPF 的制作工艺，成功研制出“人造肌肉”——像肌肉一样可以柔性弯曲的生物型驱动器，可直接将

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低电压即可驱动，产生弯曲、摆动，具有体积小、成本低、无噪音、无电磁干扰等优

点。这些水下微型仿生机器人可以完成水污染探测、细小管道清淤、水下数据收集、辅助手术等等多种工

作，还可以实现多机器人的协作和分工作业，用途非常广泛。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一间实验室里见到了一些长度不到 10 厘米的水下微型仿生机器人，包括仿生鱼、

仿生螃蟹、仿生水母等，它们像真的水中生物一样可以转弯、避障、爬行、抓取、上浮、下潜，还具备远

程控制、自主巡游等功能。演示中，科研人员将一条仿生鱼放入鱼缸，按下电视遥控器一样的控制器，“小

鱼”就摆动起尾巴，“悠闲地”游了起来。仿生螃蟹在水缸底部有条不紊地协调自己的8 条腿，像真的螃

蟹一样横着走动，随后还按照指令信号，用 8 条腿抓取到一个运动的小物体上浮到水面，并在指定位置“松

手”，顺利完成了水下抓取和释放作业。 

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启动 

7 月 9 日，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京启动实施。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钢等领

导出席启动实施大会。该计划第一批 19 个重大项目正式启动实施，其中包括“过去 2000 年全球典型暖期

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研究”“末次盛冰期以来我国气候环境变化及干旱—半干旱区人类的影响与适应”“南

大洋—印度洋海气过程对东亚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系统的影响机理及适应

机制研究”等。据介绍，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研究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形成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优势与特色，为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宏观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为我国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开展环境外交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和政策咨询建议。 

我国最大数据中心产业园落户河北廊坊 

近日，全国最大规模数据中心产业园——润泽国际信息港开工奠基仪式在河北省廊坊国家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举行。该项目占地 2010 亩，园区规划总建筑面积 262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第四代超大型互联网数

据存储及云计算中心。园区按照功能划分为信息港机房区、信息产业增值服务区、信息产业创新区、行政

服务区、项目研发区和功能配套区等六大区域。一期工程建设将在明年 5 月完成并投入使用。 

    润泽国际信息港以数据中心服务为基础，致力于满足 IT 行业日益增长的互联网数据中心（IDC）需求

的同时，全面进军迅速兴起的云计算和物联网领域，逐步打造成国际一流、国内顶尖的数据存储中心，国

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数据灾备中心，增值信息服务和高新技术应用的孵化、研发、生产基地。同时，润泽

国际信息港将建成环境优美、绿色环保、设施齐全的 66 万平方米综合服务区域，为入驻园区的企业和客

户提供全方位的工作与生活配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