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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 5.5万次
据新华社电 今年 1 至 11 月，全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 5.5 万次，同比增
长 19.1%。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
长王培章 12 月 23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
各部门、各地方，以产学研为纽带，推动中小企
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强化协同创新和技术对
接，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已
支持 110所高校开展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建设，
培育 10531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不断提
升产学研各方知识产权管理和创新能力。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完成全国高校和科研
机构存量专利盘点工作的基础上，将可转化资
源库中的 94万件专利，按照产业细分领域向

45万家企业匹配推送，促进存量专利与中小企
业高效匹配，引导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接
8.8万次，定向反馈合作需求 2.6万条，实现产
学研各方同向发力。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全面实施专利开放
许可制度，指导高校和科研机构筛选实用性
强、应用领域广、适宜多地实施的专利，进行简
便快捷的“一对多”许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对开放许可实施期间的专利年费减免
15%，鼓励各方积极参与，拓宽技术供给渠道。
“下一步将深入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

专利盘活工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高
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质量，畅通专利转化运用渠
道，拓展专利转化运用模式，助力中小企业创
新发展。”王培章说。 （宋晨）

4400年前，“打鱼人”定居青藏高原
姻本报记者叶满山通讯员马澜芯陈全康黎

康马，藏语意为“红房子”，地处喜马拉雅山
脉北麓，隶属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的西
南方向，一道山梁隔开了两个湖。东侧的嘎拉错
在上千年岁月的洗礼中融入泥土，化为数片沼
泽。西侧的玛不错面积也逐渐缩小至 1.5平方
公里。

如此渺小的湖泊，位于海拔 4410米的高地，
其东南岸被最新确定为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湖滨定居点，也是海拔最高的“打
鱼人”栖息之所。

近日，兰州大学教授杨晓燕团队发表于《自
然 -生态与演化》的研究发现，早在 4400年前，
青藏高原的本土人群就在玛不错湖畔形成了以
湖泊为中心的定居生活方式。这一发现为确定
人类定居高原的时间与方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回头看到的惊喜

2019年夏季，时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研究员的杨晓燕带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影响”科考分
队，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开展人类活动遗迹调
查。经过玛不错时，团队意外发现了静卧于此的
古老遗址。

在发现玛不错遗址前，科考队已在该区域
调查了两三天，但一直没有发现保存得特别完
整的遗迹。“玛不错这个湖特别小，我们从旁边
经过的时候，有老师问我还要不要下车查看。”
杨晓燕回忆道，“前几天，无论是在河流还是在
湖泊的阶地，调查结果都不好，大家都没了信
心，而且我们还要赶路。我本来想的是‘算了，不
看了’，往前走了几步又有些犹豫，想着还是去
看一下，万一呢？”

这一“回头”，让整个团队都精神了起来。
发现遗址时，正值中午的用餐时间，但团

队成员顾不上吃午饭，都一股脑地拿着工具去
清理剖面、采样。回到北京后，杨晓燕团队便抓
紧时间对剖面上的遗留物进行整理和研究，将
从中发现的炭化农作物种子送去进行年代测
定。结果令她很惊讶———这些种子距今已有
4000多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
研究所牵头，联合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北京大
学组成玛不错考古工作队，自 2020年起正式开
始发掘玛不错遗址，至今已完成五个发掘季。每
一次发掘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

古人曾长期生活

定居化，是指人群逐步降低移动性，并最终
在某个地方全年固定居住的发展过程。那么，玛
不错遗址揭露的墓葬、祭祀坑、生活踩踏面、筑
洞以及大量的生活垃圾等遗物遗迹，是人类季
节性在此活动，还是全年生活的遗留物？确定这
一点的关键在于“遗址使用的季节性分析”。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团队利用骨骼形态
学和大批量骨骼鸟枪法宏基因组等方法对出土
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其中鱼骨数量最多，鸟
类主要为水鸟，哺乳类均为野生动物，未发现家
养动物遗存。

彼时，在谷物到不了的高地，玛不错提供的
稳定渔猎资源为人们奠定了定居的基础。高原
南部的祖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用盘羊、
岩羊的长骨制作骨锥钻孔，使用易于加工的鸬
鹚骨骼制作鱼卡钓鱼，使用附近的香柏和沙棘
等植物制作木炭以烹饪和取暖。

第一重证据是飞翔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各
种鸟类。在研究团队鉴定出的鸟类骨骼中，有不
随季节迁徙的留鸟，也有秋冬迁徙至此的候鸟。
“说明这里的人冬半年、夏半年都在抓鸟，也就
是说，人们全年都待在这里。”杨晓燕解释道。

第二重证据由悠游于湖中的鱼类提供。“我
们可以判断鱼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鱼骨也有
像年轮一样的纹层。”据杨晓燕介绍，鱼类一年
四季的生长速度不相同，体现出的纹路也不同。
“我们统计了 1000多块鱼骨，发现有 2/3的鱼死
于夏半年，有 1/3的鱼死于冬半年。”杨晓燕说，

“这也证明了人们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此。”
第三重证据则源于人类自身。玛不错遗址

发现的墓葬有上百座。杨晓燕指导的博士后陈
松涛带领 2022级硕士研究生黄蕴哲通过人骨的
骨胶原碳氮同位素分析其食谱。在自然界的食
物网中，氮同位素值随着营养级的升高而累积，
食草动物氮值高于自然植被，食肉动物则高于
食草动物，一般情况下，相邻两个营养级之间的
氮值差别在 3‰~5‰。在玛不错遗址，人的稳定
氮同位素值正好高于鱼类 5‰，再次证明了曾在
玛不错生活的人类以捕鱼为生。

此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团队对其中 11 个人骨的古
DNA分析发现，他们与距今 9500年至 5000年
生活在东亚北方的人群有遗传联系，但又不同
于同时期低海拔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与古代
来自山南和尼泊尔的高原南部人群具有一致的
遗传特点，并且玛不错所属的古代高原南部祖
先成分对现今生活在高原南部 -西南部人群有
重要遗传贡献。

这一结果表明，生活在玛不错遗址的古人
并非来自低地的农业移民，而是早在全新世中
晚期便已经与黄河流域人群产生分化的高原本
土人群的代表，从而将高原南部支系人群形成
时间提早了 1000年。

交叉学科走出新路径

“一颗牙养活了多少研究生？”在杨晓燕的
课件里，有着这样一页 PPT。 （下转第 2版）

左侧为几近
干涸的嘎拉错，
右侧为水域面积
不到 1.5平方公
里的玛不错。
兰州大学供图

中国学者对开放数据支持度保持高位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12 月 23日，中国科

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中国开放数据
白皮书 2024》。白皮书显示，中国学者对开放数
据的支持度保持在高位，赞成“公开研究数据
成为学术惯例”的受访者比例为 78%，与去年
持平。各方的数据政策在推动数据共享方面，
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中，期刊和出版机
构的数据政策已成为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贵瑞说：“科学数据的开
放共享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科技事业发展的
必然产物和共性规律。”

白皮书显示，2018年至 2024年，熟悉或听
说过 FAIR（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复
使用）原则的中国学者比例呈上升趋势，从未
听说过的学者比例呈下降趋势。

数据引用仍是中国学者共享科研数据的
最主要动因。在中国受访者的数据共享动因
分析中，“数据引用”在 2022 年至 2024 年都
是第一动力，且均超 60%。这与全球学者的数
据共享动因一致。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受访者
认为自己在数据共享方面的贡献并未获得足
够认可。
期刊和出版机构的数据政策对中国学者

数据共享行为的影响力在增强。2024年，将其
列为驱动因素的中国受访者比例已增至 69%，
主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期刊要求或
鼓励数据共享，推动了更多中国学者在论文发

表过程中参与其中。同时，“资金资助方要求”
“单位 /机构要求”的影响力占比也较之前有
明显提升。

白皮书还显示，成果被“抢发”、数据滥用，
以及涉敏感信息问题成为中国学者数据共享
时的主要担忧。2024年的统计结果显示，“成果
被‘抢发’”（42%）、“数据滥用”（39%），以及“包
含敏感信息或数据共享前须获研究对象允许”
（36%）是占比最高的几项顾虑。

人工智能（AI）工具正被更多地用于辅助数
据管理。2024年，中国科研人员更加积极地使用
AI工具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元数据创建，
已经和经常使用（共 24%）、计划使用（36%）AI
工具的人数较去年都有一定程度上升，不考虑
使用的人数明显下降。

在参与本次调查的中国受访者中，70%
来自高校，其次是科研机构（13%）和医学院
（8%）。在学科分布上，排在前三的分别是医
学（21%）、生物学（19%）和工程科学（13%），
今年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受访者明显增加，
居第四位。

据悉，今年是施普林格·自然连续第九年与
数字科研公司、Figshare知识库联合开展有关开
放数据的年度全球调查，并据此于 12月初发布
了 2024年度《开放数据状况报告》。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对其中来自中国研究人员
的调查结果，即 414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撰写
了《中国开放数据白皮书 2024》。

看封面

自提升与自清洁的气体水合物晶体
在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开发

中，其输运过程面临水合物生成 -固相
堵塞等巨大风险。深入研究水合物的相
变机理，开发先进的水合物生成防治策
略和技术，对保障深水流动安全至关重
要。近日，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宋永臣团队
实现了气体水合物晶体的自提升与自清
洁。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
《美国化学会 -纳米》。

团队提出了水合物生成堵塞的界
面防控方法。他们聚焦水合物相变控制
理论与水合物生成抑制技术，解析了水
合物在硅烷化疏水表面的形成特征，发
现其成核 -横向生长 -径向生长过程发
生后，表面氟元素的存在促使水合物晶体
发生了自提升式生长。此外，研究人员利
用自提升过程的水合物晶体具有疏松多
孔结构这一特性，通过强化与硅烷化疏水
表面的气体富集效应协同作用，减少了晶
体与表面的接触，从而降低其黏附力，最
终实现了表面的自清洁效果。（孙丹宁）大连理工大学供图

资金改革威胁英国老牌研究机构生存

本报讯 如果英国政府实施一项新的研究
资助计划，那么该国一些受人尊敬且历史悠久
的科研机构可能被迫关闭。据《科学》报道，日
前，400多名科学家签署公开信，敦促英国科学
大臣 Patrick Vallance慎重考虑这一计划。

根据该计划，英国医学研究的主要公共资
助机构医学研究委员会（MRC）将停止对大学
主办的研究机构提供资助，其中许多研究机构
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相反，MRC将向新的卓越
研究中心（CoRE）提供大笔资助，这些中心的
目标是在 14年的资助期内应对具体挑战，如
基因治疗等。

MRC表示，这些资助模式的变化对于在
固定时间框架内开展“变革性”生物医学研究
是有必要的。

但请愿者表示，这一决定并不透明，因为
没有征求科学界的意见，这将导致重要的基础
研究设施和机构被迫关闭。英国剑桥大学
MRC认知与脑科学部（CBU）的临床心理学家
Tim Dalgleish说，这一举动“从科学和战略角度
来看，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倒退”。

此前，MRC 资助的每一个机构都专注于
一个特定的研究课题，如生物统计学、朊病毒

或流行病学，这些机构每年从 MRC 共获得约
1亿英镑的资助。其中不少机构都依托于高校，
有着悠久的历史，如 MRC毒理学部门成立于
1947年，专门研究工业危害；MRC 生物统计
学部门成立于 1914年。

虽然这些机构原则上可以申请用 CoRE
和其他资助款项来取代 MRC的资金，但科学
家仍感到担忧。MRC生物统计学部门的生物
统计学家William Astle说，由于资助模式的变
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社会和公共卫生科学
部门（SPHSU）计划在 2025年 3月关闭。

Astle表示，CoRE的拨款不能完全替代现
有的 MRC的资金。后者用于支付研究人员、
博士生、技术人员、场所和研究设备的费用；而
CoRE的拨款上限为 300万英镑，其中用于支
付员工费用的资金较少，且不支持部门的基础
设施建设。
“我不相信把各种拨款凑一块儿能达到我

们过去拥有的资助额。”剑桥大学的认知科学
家Michael Anderson说，剑桥大学有 6个MRC
资助的机构，共雇用了 550多名员工。这些机
构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与大学谈判以寻求接管，
但目前尚未达成协议。

其他人担心，在新模式下，基础研究将举
步维艰。Anderson说，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造
成技术人员外流，包括脑成像实验所需的放射
技师和物理学家。“缺乏稳定的员工将对研究
机构造成致命影响。” （李木子）

多思考，抗衰老！科学家解析大脑节能机制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通讯员查蒙）浙江大学

医学院教授马欢团队围绕大脑生物能量神经可
塑性调控与认知衰老开展了研究。相关成果 12
月 20日发表于《科学》。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
元，是大脑这个“信息处理系统”的“信息传递
网”，构建起复杂的神经网络。其中，有传递信息
的“关键枢纽”———突触，以及生命体专属“供电
站”———线粒体。

在大脑处理和存储信息的过程中，神经活
动调控位于细胞核的基因转录，合成新的基因
和蛋白。这一精妙的过程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强度可塑性调节的分子基础，也被认为是学习
记忆等认知功能的关键步骤。
“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细胞核，而线粒体是

细胞核以外唯一拥有自身基因组的细胞器，它
的基因转录对于线粒体实现能量供给至关重
要。”论文通讯作者马欢说。于是团队猜想：在信
息处理过程中，神经活动是否会像调控细胞核
基因转录一样，也调控线粒体基因转录？

为此，研究团队建立了小鼠模型，发现在学
习记忆或者人工诱导的神经活动下，神经元突
触附近的线粒体基因转录显著增加，促进大脑
能量供给。这意味着在“思考”引发的神经活动
下，物质和能量之间存在一种可以有效协调转
化的偶联机制。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神经活动 -线粒体基
因偶联极大依赖于神经活动诱导的线粒体钙离
子内流。一旦线粒体内钙离子浓度上升，在钙调
激酶调控下，钙反应转录因子就会驱动线粒体
基因转录。

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计算机的整体供能方
式，哺乳类动物大脑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按需供
能”策略，即在每个突触（数据节点）附近布置可
被神经活动（信息处理）调控的线粒体“能量包”。
信息处理过程中，线粒体通过突触活动驱动其基
因转录和蛋白合成，实现神经元在信息交互的突
触附近“局部”能量供给的可塑性调控。

此外，现有的研究表明，机体衰老、发生神
经退行性疾病的时候，大脑的认知能力随之变

差。研究团队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神经活动 -
线粒体基因偶联也相应变弱，并提出是否可以
通过提升神经活动 -线粒体基因转录的效能改
善脑功能和认知衰老。

研究团队在小鼠大脑进行的转基因操控支
持了这种可能性。当小鼠大脑的神经活动 -线粒
体基因偶联被抑制后，许多与衰老相关的神经病
理性改变，例如能量短缺和认知受损都会出现。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设计了多种新型靶向
分子工具，对神经活动 -线粒体基因转录进行精
准改造和增强。实验发现，抑制小鼠的神经活动 -
线粒体基因偶联会导致其学习记忆失能。而如果
在两个月内持续增强这一偶联机制，就能够提高
学习记忆过程中线粒体基因表达水平，提升大脑
的生物能量，并在个体水平上显著改善小鼠大脑
的认知功能。“这为‘多思考’抗大脑‘衰老’提供
了一定的理论依据。”论文第一作者、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研究员李雯雯说。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揭示火星核幔分异过程
本报讯（记者王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李云国团队通过第一性原理自由能计算揭示
了火星核和火星幔的分异过程，发现火星的核
幔分异发生在远超先前估计的高温高压条件
下。这对理解火星的内部结构与长期演化具有
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科
学通报》。

核幔分异是类地行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物
质重组过程，奠定了类地行星的长期演化格局，
对理解火星的形成及演化至关重要，也为认识
地球等类地行星的演化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前，科学家对火星核幔分异的了解主要基于

对火星陨石中中度亲铁元素的研究，依据这些
元素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的分配行为推测火星核
幔分异的条件。然而，受限于数据的稀缺性以及
火星核成分的不确定性，这一过程至今无法得
到明确约束。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氧化铁在核与幔物质间
的分配行为，结合美国“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提
供的最新火星化学组成数据约束，对火星的核
幔分异过程进行了重新评估。

研究采用了第一性原理热力学计算方法，模
拟了液态铁与硅酸盐熔体之间的氧化铁分配系
数，结果与现有低压实验数据基本一致，厘清了

温度、压力、氧逸度和硫元素对分配行为的影响。
研究团队根据这些结果以及火星氧化还原

状态对核幔分异模式条件进行了约束，发现火
星的核幔分异发生在超过 2440K 的温度和 14
至 22GPa的压力下。虽然这些估计值高于先前
的报道，但与火星陨石中的中度亲铁元素丰度
及火星聚积模型的研究结果相符。

研究人员介绍，这项研究不仅修正了人们
对火星核形成条件的认识，还为未来的行星形
成模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相关论文信息：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