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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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
新技术可同时监控50万架无人机

本报讯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地测量和制图大学

（MIIGAiK）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可以在天空跟踪多达

50万架无人机的新型人工智能技术。

无人机在发射之前，需要与多个服务保障部门协调飞

行，这些部门必须检查和监控整个过程。现有的监控系统

虽然可以应对100架无人机同时飞越区域上空的情况，但

当无人机数量增加到数千架时，就会出现困难，急需一种

能够处理如此大量无人机数据的系统。研究人员开发的

“高强度时空数据流连续处理”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该技

术与目前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方法不同，新开发的工具不

是大规模、资源密集型的整套软件，而是能够实施最复杂

的数据处理程序，能使它们适应最先进的设备，并以最低

成本获得解决具体应用问题的终端产品。

美国：
研发出可阻断外周神经疼痛软光纤

本报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研发出可植

入的柔性纤维，利用光来研究和治疗周围神经疼痛。这

一创新工具将光遗传学的应用扩展到了大脑之外，并

在动物实验中证明了其疗效。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

然·方法》上。

大脑和脊髓以外的神经受损时，就会出现周围神经

痛，导致受影响的肢体麻木和疼痛。研究人员开发出的可

植入的软纤维，能将光线传送到人体的主要神经。当这些

神经经过基因改造对光做出反应时，光纤就能向神经发送

光脉冲，从而抑制疼痛。光导纤维具有柔软的特性，可随

人体伸缩。同时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该纤维来探索动物模

型中周围神经疾病的原因，并寻找潜在治疗方法。

新加坡：
开发出糖尿病患者伤口快速愈合凝胶

本报讯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创新的磁性伤口愈合凝胶，可加速糖尿病患者伤口的愈

合，从而降低伤口复发率和肢体截肢事件。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在《先进材料》上。

该材料含有微小的磁性颗粒和两种经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皮肤细胞（角质细胞和成纤维细胞）。

角质细胞在皮肤修复中发挥关键作用，成纤维细胞在皮肤

中形成结缔组织。当伤口部位暴露在外部设备产生的动

态磁场中时，磁性微粒会做出反应，四处移动，但不会太剧

烈；细胞也会随之移动，并与患者自身的皮肤细胞相互作

用。同时该材料还可以改善角质细胞和其他细胞之间的

交流，促进伤口处新血管的生长。

日本：
找到胰腺癌恶变主因与抑制方法

本报讯 日本熊本大学研究人员研究发现一种新型

癌症干细胞，该细胞是构成胰腺癌组织的多种癌细胞的母

体，在癌症恶变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望成为有效治疗

靶标。该研究有望为胰腺癌治疗开发新方法。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The EMBO Journal》上。

胰腺癌早期便开始远端转移并且化疗后会复发，是一

种难以治疗的癌症，引起其转移和复发的原因一直未发

现。研究团队利用小鼠制成人类胰腺癌组织，并对构成该

组织的癌细胞逐一进行基因表达分析。研究发现，胰腺癌

组织中存在一种具备 partial EMT特征的高可塑性细胞，

而且该细胞具有特征蛋白质ROR1，ROR1能够快速制造

出癌组织，并具有重构癌组织的强大能力，会促进转移和

化疗后复发，是胰腺癌恶变的主因。同时研究人员发现，

ROR1通过YAP和BRD4等转录共轭因子来控制基因转

录，BRD4 阻制剂能抑制 ROR1 的表达和增殖。使用

BRD4阻制剂并结合化疗，能有效抑制胰腺癌复发。

北工大“五转”模式揭榜挂帅展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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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洋） 2023年年底，《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发布，标志着在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中全面实行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负面清

单”管理。

有关“包干制+负面清单”的试点探索始于两年前。

为使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财务事务中“置换”出来，轻装

上阵投身科研，2021年10月，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

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在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试

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负面清单”的通知》，随通知印发

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负面清

单”管理办法（试行）》，探索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经费使用

与管理机制“包干制+负面清单”并先行进行了试点。

14家符合条件的单位列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

费“包干制+负面清单”试点单位。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干制+负面清单”试点第

一批受益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卢

剑，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前列腺癌的智能化精准诊疗技术。

卢剑表示，由于人体具有个体差异的特点，医学基础研

究经常面临巨大的困难与挑战，需要不断及时调整研究的

技术路线和方案，“包干制+负面清单”充分给予了这种调

整的灵活性和及时性。“试点 2年来，经费支出灵活性大大

提升，材料费、测试加工费等科研业务费合并为一项，可以

根据研究需要购买亟需的科研仪器设备，缩短了采购周期，

也不再区分直接和间接经费，充分调动了项目团队的积极

性。”卢剑说。

在“包干制+负面清单”的支持下，卢剑团队承担的北

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专题《AI辅助的前列腺癌多组

学精准诊疗关键问题研究》也有了新进展，构建了多中心、

大样本的国人前列腺癌多组学数据库，在前列腺癌影像检

测新理论和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新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好成

果。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了报

告，后续将在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列腺癌人工智能

软件类医疗器械产品上持续发力。

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张淳杰是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杰青项目负责人。在介绍“包干制+负面清单”试点

对科研促进作用时，张淳杰表示，改革提高了项目实施的便

利性，在执行过程中，可以针对具体情况自行调整，提高了

经费的利用效率；同时赋予了项目组成员进行前沿自主探

索的空间，有效激发了创新活力。

张淳杰举例说：“2021年，团队原本预留了10万元的费

用用于采购GPU配件，但是受供应需求影响，GPU价格突

然大涨，费用翻了四五倍。按照传统的经费使用方式，GPU
设备购置是相当困难的，但得益于“包干制+负面清单”审

批流程的简化，我们购买的设备得以及时到位，充分保障了

科研的推进。”

在“包干制+负面清单”试点的推行下，张淳杰团队的

科研开启了“加速度”，收集并开源了多个细粒度图像数据

集；针对少样本识别问题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获得了2022
年欧洲计算机视觉会议上举办的 FineAction Challenge on
Temporal Action Localization比赛的第一名。

记者从北京市科委获悉，经过 33年的发展，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规模由1990年的150万元提高到2023
年的 6.82亿元，资助项目数量也由 100项提高到了近 1700
项。近10年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及团队共

获得 151项国家科技奖、435项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2022
年以北京市约 1%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5.8 亿）产出了全

北京市约 6.2%的高水平论文。近 3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的杰出青年中关村奖、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 30%以

上获得过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已成为北京地区基础研究前沿方向的“指南

针”，创新人才的“孵化器”，优秀项目的“储备库”，规范管

理的“先行者”，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基金之一。

本报讯 （记者 李洋） 近日，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研讨会暨北京高校技术转

移联盟换届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表决产生

了新一届联盟理事会，北京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分别担任理事长单位和秘书长单位，清

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担任联席理事

长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北

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和华北电力大学新当选为副理事长单位。

本次换届大会新增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等 10 多家成员单位，总数达到 45
家，全面覆盖了设有理工科的北京主要高

校。

联盟新一届理事会增设了校地合作委

员会、校企合作委员会、投融资合作委员会，

以进一步加强北京高校与国内外重点单位

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上述创新举

措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联盟秘书处

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介绍，自发布合

作伙伴邀请函10天来，已收到加入合作委员

会的申请邮件 1000多封。会议遴选邀请了

近百家申请代表参会，其中亦庄科创、山东

科创、雄安科学园、武汉产业创新院、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

心、中科融禾（北京）公司等15家单位作为代

表上台领取合作单位证书。

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又称“北京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联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

业大学于 2018年 4月牵头发起成立。自成立以来,联盟充分发

挥北京高校的科技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搭建优势互补、互利互

惠、合作共赢的公共服务平台,开展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北京高

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活动,有力提升了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行

业发展水平，为高校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奠定了基础,为北京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

支撑。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

院副教授纪姝婷科研团队在北京工业大学

“揭榜挂帅”机制的促成下，以其“蜗杆砂轮

磨削摆线齿轮制造工艺开发”项目，为企业

解决了生产摆线齿轮加工机床国产化技术上

的难题。

在我国工业生产线上，能挑大梁的工业

机器人往往需要负重 50 公斤以上，而这些

“顶梁柱”的肘关节必须要用 RV 减速器。

“RV 减速器中的摆线齿轮是它的核心零部

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精度、高效

率的摆线齿轮生产核心技术被国外企业垄

断。”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副

教授纪姝婷坦言，生产摆线齿轮的机床售价

高达 1000 万元，甚至长期有价无货；应用于

该种机床的加工刀具设计方法掌握在国外企

业手中，刀具供货周期长，且每把刀具均收取

高额设计费。

2023 年 4月，在北京工业大学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促进大会上，纪姝婷团队与北京智

同精密传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接，携手研

发生产摆线齿轮加工机床。

北京智同精密传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

该技术团队支付1000万元研究经费，全力支

持纪姝婷团队进行该项目研发。纪姝婷团队

开始向摆线齿轮制造工艺发起挑战。

“摆线齿轮的制造精度要控制在 4 微米

以内，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 1/4-1/5。为达

到这么高的制造精度，我们必须在最后一道

工序用磨齿这种工艺。”纪姝婷说，高精度摆

线齿轮蜗杆砂轮磨齿机国产化的难点在于机

床刀具的设计，国内各大企业迄今尚无独立

设计该刀具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影响齿轮误差的因素很

多，其中哪个因素影响什么、怎么调整，就是

其中的关键问题。”由于工件误差，纪姝婷团

队反调刀具廓形技术，成功研制出加工高精

度摆线齿轮的刀具，并依托国产机床建立了

独有的高精度摆线齿轮加工工艺，创造了配

套的刀具廓线检验方法。该技术将高精密摆

线齿轮的生产成本降低至1/3，将生产效率提

高 2-3倍，北京智同精密传动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现已将该项技术投入到生产应用中。

近年来，北京工业大学以高水平高效率

科技成果转化释放创新活力，以服务北京国

际科创中心建设“三高”为发展目标，形成了

具有北工大特色的“五转”模式，即创新驱动

有得转、激发活力愿意转、健全制度能够转、

配备队伍帮助转、校地协同成功转，并取得显

著成效。

记者了解到，作为北京市首批唯一的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试点高校，北京工业大学制定了“赋

予权属与激励”管理机制，强化赋权改革过

程中各主体激励机制，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奖

励分配比例。

高功率激光技术器是国家战略需求，也

是西方国家限制出口的技术。北工大先进半

导体光电技术研究所自 2000 年开展高功率

半导体激光技术研究以来，相继突破了高亮

度半导体激光芯片外延与制备、器件封装、光

束整形与合成、光纤耦合以及系统集成与工

程化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实现了激光器全国

产化，先后取得专利60余件，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1项、国防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

激光器成果转化项目负责人秦文斌是北

京工业大学采用赋权改革进行成果转化的第

一位受益人。

2021 年 9-12 月，11 项激光技术相关专

利按照学校科转流程，先后完成了专利评估、

赋权变更与作价入股，成立北京工大亚芯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2月，该公司获天使

轮投资 1500 万元……该项目采用先赋权后

转化方式，依据《北京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工业大学校属技术转

移服务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率先赋

予科技成果完成人知识产权所有权，学校与

成果完成人再以知识产权共同作价入股进行

转化。作为受益于北京市专利赋权改革的企

业，工大亚芯通过专利作价入股方式进行科

技成果转化并落地北京，2022年5月，该企业

获得了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专利转化专项奖励

100 万元，2023 年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工大亚芯一期年产能200台套型号激光器，

目前正在进行二期规划，2024年预计产能可

达1000台激光器/年。”秦文斌说。

近年来，北京工业大学以先行先试创新

改革为契机，融合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管理体

系，对原有“五转”模式迭代升级，新增两大

体系即分级分类培育体系与“一院一园”

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系列

政策规定落地，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的分配政策，探索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评

估评价机制，构建专利分级分类管理体

系，强化知识产权运营，助力科研成果“从实

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包干制+负面清单”全面推行

近日，2024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中关村“火花”活动之医学创新成果路演举办。

开幕式上，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吴兵，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管委会主任、丰台区科信局局长赵春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助理李子孝主任等一起为Med-Inn医学转化驿站（天坛医院）站点开工剪彩，标志着Med-Inn医学转化

驿站（天坛医院）站点已经建设完成正式起航。据悉，2023年6月在第四届首科医谷创新与转化论坛上，首批医学转化驿站

Med-Inn正式启动建设。Med-Inn医学转化驿站（天坛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项目转化孵化平台——首科医谷在国内的首创建设，

旨在为临床医生、医学科技工作者与市场方、产业方搭建对接交流平台，有效推进临床医学成果转化落地，并得到了北京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会的认可和专项支持。 李洋/文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能源

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陈忠伟团队研发的高比能氢混动

力电源适配工业级无人机试飞成功。

该团队研发的高比能氢混动力电源比能量达每千克600
瓦时，其适配的无人机在零下 7℃、风力5级的室外环境下试

飞，燃料电池稳定输出2030瓦。动力电源是工业级无人机的心

脏，决定了工业级无人机的续航时间和作业效率。高比能氢混

动力电源具有比能量高、可靠性高、宽温域等优点，适配工业级

无人机，可有效解决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短的瓶颈问题。

图为3月28日，科研人员在组装电堆。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首科医谷首科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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