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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成果转化

均摘自《国际科技合作机会》

▶ 本报记者 李洋

在 9月 19日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知识

产权年会“有力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加速释

放创新活力”主题分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

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运营体系处处长陈明

媛介绍说，自2021年启动实施专利转化专项

计划两年多以来，“该专项已在全国30个省份

予以推行，已经重点支持了20个省份。”

专利开放许可
变专利存量为创新增量

2021 年 3 月 26 日，财政部办公厅、国

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实施

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的通知》，提出利用 3 年时间，择优奖补

一批促进专利技术转移转化、助力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成效显著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

在此背景下，专利转化相关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

不同于过去我国专利只能单一许可

给一个需求对象，2021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

新修改的专利法，新增了专利开放许可制

度，专利权人自愿声明并经国家知识产权

局公告，依照声明的价格和标准支付费

用，任何人都可便捷获得专利实施许可。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2 年 5 月针对该制度

全面开展试点。如今，我国专利开放许可

试点规模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专利

“存量”变为创新“增量”。

陈明媛表示，截至今年 8 月，已经有

3.8 万件专利试行开放许可，匹配给 9 万多

家企业，达成许可项目超过 1 万项。其中

超过 4成的比例是一对多的许可方式。

“在以前的转化应用中，人们更多的

是采用专利转让、许可以及作价入股方

式，包括普通许可、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方

式，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版新设专利开放许

可制度，可以有效减少专利谈判的交易成

本，提高转化的效益。目前在各个省级层

面开展专利开放许可的试点工作，接下来

还会有法定层面的推进工作。”陈明媛说。

中兴通讯知识产权部副部长童心表

示，创新技术在自己手里可能不能百分之

百发挥性能，如果这个技术能够得到广泛

扩散，将会促使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为更多的企业家或者企业带来更好的产

品。

童心提议，建立一个知识产权职业共

同体。“只有构建一条正确的产业链条，才

会有更多的创新者愿意加入创新之路，并

且愿意主动分享自己的创新成果，进而带

动社会的发展。”

在拓宽专利技术供给渠道的同时，不

少单位也在积极推进专利技术供需对接，

完善专利转化服务。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负责集成

电路领域重大项目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

作的李超雷介绍，围绕集成电路关键核心

技术问题，该研究所坚持基础性、战略性

和前瞻性站位，聚焦底层原创技术研发并

进行系统性专利布局，通过“专利许可+技

术转移”实现产业应用。

专利转化运用，既可以实现专利价值

“落地生金”，又能构筑专利保护“护城

河”，在知识经济发展中起到“一锤定音”

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以多

种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一是通过专利授权和联合开发形式，

将 1000 余项制造工艺和存储器相关技术

专利许可给了国内企业，同时成立研发中

心，由微电子所科研人员入驻企业并与企

业同步开展国产化科技攻关。实现了比

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通过专利共有形式，向国内企业

转让 100 多件专利，支撑开发逻辑器件的

成套工艺，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

三是建设共享专利池。联合清华、北

大、北航等高校以及企业共同成立联盟，共

同建立知识产权的风险防御体系，为国家的

集成电路产业保驾护航。

专利导航为技术成果转化
精准指路

相关部门推动按产业领域加强专利导

航，为产业企业研发创新提供技术路线图和

施工图。

“专利导航的过程也是发现知识产权运

营转化项目的过程。”山东省知识产权事业

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路说：“近年来，

我们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运营新模式，围绕山

东省海洋强省战略，以海洋环境监测产业为

切入点，以国产化海洋传感器为重点，完成

了海洋环境监测产业导航，且聚焦并应用于

海洋、生态、气象、动力等技术领域。先后筛

选山东省高校院所2177件技术含量高、市场

前景好、转化潜力大的专利技术成果，通过

智能化分析匹配、拍卖、供需对接等方式，向

相关企业精准推送专利 680项，促成转让许

可52项，服务企业230余家。其中13项专利

孵化为实体企业，探索专利导航与知识产权

运营融合赋能企业发展的新模式。”

“我们实施了专利导航精品工程。其中

绿叶集团新冠病毒疫苗重大专项专利导航、

氢能源产业专利导航、工业母机产业专利导

航，形成了专利预警分析报告、专利导航报

告、产业图谱等成果，为绿叶集团获得山东

省首张创新疫苗生产许可证，为相关产业创

新发展提供了知识产权支撑。”刘路说。

为促进成果高效转化运营，山东省知

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联合省国资委、齐鲁

工业大学三方合作共建，按照政府引导+公

共服务+市场化运营的模式，建成了山东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该运营中心构建了“选

投聚联育融”六位一体生态体系，形成交

易、投融资、产品三维运营的服务模式，自

去年以来，先后服务 50余家高校院所，举办

技术路演、供需对接活动 12场，累计转化知

识产权成果近 400项，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孵

化企业 46 家，作价投资 5.5 亿元，带动资本

投入2.9亿元。

多举措推动专利转化“落地生金”

美国：
发现黑色素瘤关键遗传步骤

本报讯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了

黑色素瘤如何促进自身爆炸性生长和防止细胞死亡的基

因改变关键环节，这一进展可能会改变肿瘤学家理解和

治疗黑色素瘤的方式。该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端粒长度维持的中断会导致严重的疾病。短端粒综

合征会导致过早衰老和死亡，而超长端粒与癌症密切关

联。研究团队观察到黑色素瘤中的端粒非常长，相比于

其他类型的癌症亦是如此。端粒酶蛋白负责延长端粒，

保护它们免受损伤并防止细胞死亡。在大多数细胞中端

粒酶是无活性的，但许多类型的癌症利用端粒酶基因

TERT中的突变激活这种蛋白质并允许细胞继续生长。

大约 75％的黑色素瘤含有TERT基因突变，可刺激蛋白

质产生并增加端粒酶活性。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发现，TERT启动突变只是其

中一个环节，在黑色素瘤中一种名为TPP1的端粒结合蛋

白区域通常发生突变。研究人员将突变的 TERT 和

TPP1添加回细胞时，这两种蛋白质协同作用产生了在黑

色素瘤中观察到的独特的长端粒肿瘤。TPP1是科学家

们一直在寻找的缺失因子。通过确定癌症特有的端粒维

持系统，科学家有望在不久的未来发现黑色素瘤的有效

治疗方法。

本报讯（记者 李洋）近日，“创

新驱动 智变未来”2023 成都创新

创业交易会人工智能前沿科技成

果转化对接活动在成都市举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成都市前沿科技

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机会清单》，清

单信息共 165 项，其中供给类 146
项，需求类 19 项，涵盖人工智能在

制造、金融、农业以及城市治理、交

通治理等多个场景的应用，包括天

翔智慧零售平台、AI卫星测运控服

务平台、AI 水稻管理系统、AI 缺陷

检测、智能视频融合平台等。

该供给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发

布，不仅彰显了成都人工智能产业

的发展活力，更为各市场主体搭建

了深度对接、携手发展的机遇之

桥。

本次人工智能前沿科技成果

转化对接活动，以精准对接、释放

机遇为目标，邀请人工智能产业

链企业出席活动，并围绕链主企

业的增链补链强链，分享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机会及人工智能场景

应用优秀案例。

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

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

模型成为继移动互联网技术之后

最大一波技术浪潮，加速开启了人

工智能 2.0时代。成都作为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

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先

后发布了《成都市围绕超算智算加

快算力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成

都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25)》
等，加快打造创新活跃、能级领先、生态完备、应用

广泛的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数据显示，2022 年，成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

616 亿元，位列全国第七，增速全国第一，产业综合

实力全国第六。今年上半年，成都人工智能产业规

模达到 424亿元，同比增长 36.9%。

据介绍，活动结束后，成都将紧密跟踪重点项

目、重点企业与技术创新成果，进一步梳理技术需

求、成果供给清单，向成都市相关产业园区、链主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校院所等精准推送，打通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双向通道，促进人工智能领域

技术创新，有力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

科技日报讯（记者 叶青） 近日，由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

团和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的 2023“域见杯”医检人工

智能开发者大赛颁奖典礼上，由金域医学承建的临床检验与病

理诊断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正式上线。这是中国医检行

业首个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可满足开发者从数据管理到

应用部署的一站式AI研发需求，具备全栈式、全流程、全场景的

特点。

据介绍，临床检验与病理诊断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面向

创业公司、医疗科研机构、个人开发者、行业专家等用户提供服

务。开发者既可在该平台上使用公开数据集进行模型训练，也

可获得普惠价格的算力以支撑数据处理和各类模型的开发。

此外，该平台的一站式模型训练服务为用户提供了主流算法框

架和开发框架、丰富的算力资源及合规可用的训练数据，最大

限度降低了用户的研发成本。

目前，该平台已上线多项经过医检专家处理过的疾病诊断

数据集，实现了样本资源、高质量医检数据与病例标注数据的

安全共享。通过稳定可靠、可持续创新的云服务，平台可以保

护用户数据安全，并在满足多方开发者需求和数据不出域的前

提下完成通用模型的训练。

金域医学副总裁梁小丹表示，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带动数据、

技术、产业链资源整合，推动形成医检领域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据悉，该平台还可通过汇聚产业资源、促进行业交流、加速

研发进程、助力应用落地等方式扶持行业中小微医检AI企业发

展，从而更好地构建生物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医检人

工智能生态，推动广东省乃至全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

产业发展。

加拿大：
首次用超声波为儿童治疗脑肿瘤

本报讯 加拿大新宁健康科学中心和多伦多病童医

院的医生在全球首次成功使用核磁共振成像（MRI）引导

超声波，为无法手术的儿童进行脑肿瘤化疗。该试验将帮

助患弥漫性脑桥脑胶质瘤的儿童找到新的治疗途径。

该技术采用低强度超声波解决血脑屏障问题。血脑

屏障可保护大脑免受有害物质和毒素的侵害。但是当大

脑内部出现如肿瘤等问题时，血脑屏障就会成为治疗的障

碍。使用该方法治疗时，患者佩戴专门的头盔躺在MRI
中，无需手术即可将声波精确传送到大脑区域。

医生使用MRI监测治疗进展，将比红细胞还小的微

小气泡静脉注射到血液中，通过聚焦的声波使这些微小气

泡振动，扩大血脑屏障的细胞之间的空隙，形成临时孔洞，

从而将化疗药物直接输送至大脑。在治疗后大约 12 小

时，血脑屏障将自行重新封闭，孔洞消失。

日本：
研究发现胆管癌治疗标靶

本报讯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与北海道大学的联合研

究团队通过解析胆管癌患者的DNA，研究胆管癌的致病

基因、发病风险和临床特征。该研究成果有望为胆管癌

诊断以及基因组医疗技术发展带来帮助。基因组医疗能

针对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风险诊断并提供预防策略。

相关研究发表在医学杂志《Journal of Hepatology》上。

研究团队通过解析北海道大学医院与日本生物库收

集的 1292例胆管癌患者的基因组，发现遗传性乳腺癌与

卵巢癌的致病基因BRCA1/2和PALB2、遗传性大肠癌的

致病基因 MSH6 和 APC 的致病变异与胆管癌的发生有

关。考虑到上述 5种基因在DNA修复机制中发挥作用，

对胆管癌组织进行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由于DNA修

复异常（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导致了基因组“伤痕”

的积累。该发现意味着同源重组修复缺陷可能成为胆管

癌的治疗标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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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检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上线

9月 10日，由浦江创新论坛举办的 InnoMatch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本届大会以“万‘象’需求，全球揭

榜”为核心，汇聚技术、需求、人才、投资等全要素，聚焦“创新需求、人才支撑、资本力量”三大功能，集展览展示、论坛活动于一体。浦

江创新论坛自2020年开始以“创新需求”为导向举办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并在2022年启动线上版“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打造链

接企业需求与科研团队之间的双向快车道。图为当日参观者从全球技术转移大会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馆展区外走过。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瑞典：
发现阿尔兹海默病标志蛋白

本报讯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发现一种名

为 GFAP 的蛋白质，可作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生物标

志物，实现早期诊断，增加药物减缓疾病的机会。

研究结果发表在《Brain》杂志上。

研究人员对 1994—2018年收集的来自 33名突变基

因携带者和 42名没有遗传致病倾向亲属的 164份血浆

样本进行分析，发现突变基因携带者在阿尔茨海默病症

状出现前 10年，血液中GFAP（胶质纤维酸性蛋白）含量

会首先增加，接下来是P-tau181浓度增加，然后是 NfL
（神经丝光蛋白）浓度增加。NfL是已探明与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大脑神经元损伤程度直接相关的成分。

GFAP可以作为早期激活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星形胶

质细胞等免疫细胞的生物标志物，对新药开发和认知疾

病诊断很有价值。

第十二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期间，“泉创赛”高价值专利转化与基金签约仪式等系列

活动同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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