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上海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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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导游

    新年伊始，一则中国科学家攻克世

界医学难题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通过
在造血干细胞中建立超高效的基因编辑

技术体系，模拟在部分人群中天然存在
的 γ珠蛋白启动子突变，可以重新激活

胎儿血红蛋白 HbF，为 β珠蛋白突变引
发的系列遗传疾病，包括 β-地中海贫血

和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治疗，提供了安

全有效的靶点和方法。这项课题的最终
目的是为我国 β-地贫患者带来彻底治愈

的疗法。
该课题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大

力和刘明耀团队，携手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单位共同完成。相关论文于 1月 8日在国
际著名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

发表。
地中海贫血是最常见的单基因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之一，依据不同的致
病基因，分为 α和 β地中海贫血两种。重

度 α地贫的胎儿一般因严重水肿在胎儿

期或出生后数小时死亡，主要通过产前诊
断来干预。重度 β地贫患者在出生后出

现进行性贫血，需要进行终生输血和除铁
治疗，在我国每年的治疗费用在 10-20万

元左右。由于血源紧张加上费用高昂，我
国绝大多数病人无法接受规范治疗，平均

存活年龄也仅在 10岁左右。目前我国“地
贫”基因携带者约 3000万人，其中重型和

中间型地贫患者约 30 万人且以每年约

10％的速度递增。全世界大约有 8000-

9000万 β地贫基因携带者。

李大力介绍，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引入
遗传性高胎儿血红蛋白血症（HPFH）这一

良性突变，重新激活 γ珠蛋白基因（HBG）
使患者重新生成胎儿血红蛋白，已经成为

一种极具潜力的基因治疗地贫新策略。流

式分析与显微镜检查发现，经过编辑的来
源于 β-地中海贫血病人的 CD34+造血干

细胞分化后更加饱满圆润接近正常红细
胞。同时，研究人员还对编辑后的细胞进

行了脱靶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些潜在的脱
靶位点并没有产生基因缺失和插入，证实

了该编辑策略的安全性。

首席记者 王蔚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5纳

米有多小？它是头发丝直径二万分
之一这么小，要是用这么细小的笔

尖，就可以在一粒大米上写出十亿

个中文字。”即日起，每天路过轨交
2号线上海科技馆站的 50万人都

将了解到“最强光”“中国芯”“创新
药”“蓝天梦”“智能造”“未来车”

“数据港”这些与浦东产业相关的
科普知识。今天，由上海科技馆、上

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打造的“上海科技馆站———科普车
站”正式揭牌。

目前，第一期以“我的中国芯”
为主题的建设已基本竣工，包括 1

个 20平方米的科普橱窗和 8根立
柱等，秉持“科普无处不在”的理

念，包含“科学之美”“技术之力”
“科创之光”三个主题板块。其中，

“科学之美”板块以高清屏幕循环
播放隐藏在科学实验室内、展现科

学之美的图片、视频等；“技术之
力”板块以“实物陈列+手绘图文+

幽默文字”的形式展示科技力量在
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科创之光”板

块则从历史和未来两个向度采撷
闪光的科学创新事件及幻想。

2017年起，浦东新区科经委联手上海
申通地铁打造科普车站，已先后建成磁悬浮

浦东机场、轨交 16号线野生动物园站和轨

交 2号线上海科技馆站三座“科普车站”。2

号线上海科技馆站“科普车站”项目建成后，

将使该站率先成为全市 415个车站中引领
公共空间科普文化方面的示范站点。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在刚刚过去

的 2019年，上海区域创新创业环境有了
新优化。上海众创空间总数达到 500余

家，其中 49家通过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认定。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13家，约占

全国总量的 11%。
今年，上海将进一步促进创新创

业载体和承载区建设，落实大学科技

园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制定本市大
学科技园建设发展规划，细化配套措

施，推进大学科技园示范园建设及大
学科技园培育工作。同时，积极打造

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聚焦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

实施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联合攻关

和成果应用示范。共建全球技术交易
市场和长三角技术交易市场联盟，加

快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长
三角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等公

共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建设上海
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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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难题

49 家众创空间跻身“国家级”

沪重点实验室喜添民企“分队”
重点面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的创新发展需求———

科创新探索

上海市学习与认知人工智
能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干细胞治
疗药物重点实验室、上海市抗体
技术创新中心⋯⋯当这些响当
当的重点创新机构亮相眼前时，
人们很难将它们与民营企业挂
钩。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民营
企业往往市场创新活力足，科技
创新能力弱。日前，10 家上海
市重点实验室和 10 家上海市
技术创新中心在民营企业挂牌，
这是上海市重点实验室首次花
落民企，也是本市首批技术创新
中心挂牌。

    华东师大团队在造血干细胞中
建立超高效基因编辑技术体系

科技前沿

    张江张东路 1601号，隐藏着一条足

以引领中国医疗器械全球化发展的实验
室长廊。几十米长的走廊两边，是一间连

着一间的宽大实验室，全副武装着蓝色
或者白色实验服的科研人员们，正埋头

在各种试管、器皿、试剂、显微镜前。国内
第一个具有国际先进品质的国产心脏

起搏器，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第二
代生物可吸收血管支架系统，全球第一

及唯一的靶向洗脱支架系统，具有国际
独创性的经导管主动脉瓣膜及输送系

统⋯⋯一个又一个微创医疗器械领域的

“中国科技之最”从这里蜚声全国，甚至
名扬海外。

这就是上海微创医疗研发中心，如今
门口挂上了一块铮亮的新铭牌———“上海

市微创伤介植入医疗器械及设备重点实
验室”。从 2007年开始，这家年轻的民营

企业开始与国家级科学技术奖结缘，曾在
连续的四年时间里，每年跻身含金量十足

的国家科技进步奖榜单。很难想象，如此
耀眼的科技创新成绩来自一家民企，就算

是在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高校科研机构
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次获颁上

海市级重点实验室，上海微创将在介植入
医疗器械前沿技术、介植入医疗器械关键

原材料和介植入研发共享平台等核心技
术方向上，主导本地开展领域内重大共性

与关键技术研究。
此前，全市共有 126 家市级重点实

验室，仅 11家依托企业建设且全部为央
企或市属国有企业。为促进民企开展应

用基础研究，上海市科委于 2019年改革

了市级重点实验室评审制度，将民企从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中单列出来，重点
面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

领域的创新发展需求，对申报市级重点
实验室的民企进行评审，最终评出流利

说、依图科技、绿谷制药、联影医疗、微创
医疗、复星医药、新阳半导体、盛美半导

体、中微半导体、上海超导这首批 10 家

市级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微创伤介植入医疗器械及设

备重点实验室”主任、微创研发技术支持
与共享副总裁姜洪焱博士告诉记者，长期

以来，上海民企与市级重点实验室无缘，
在评审中难以与擅长基础研究的高校、科

研院所竞争。微创此次获批上海市重点实
验室，将激发民营企业科研创新原动力，

为企业集聚上海科技资源，加速医疗器械
的创新转化应用。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的科技人员，代
表企业捧回“金招牌”的张麒，同样备受

鼓舞。“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市级创新中心
本身就是实力证明，有助于民营企业吸

引全社会更多的创新要素和发展资源。”
身为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

副主任的他，将市级重点实验室看作动
力十足的创新引擎，有助于企业在专业

领域深耕。“成为上海市医疗图像与医学
知识图谱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证明了

依图既往的研发能力和创新分量。接下
来，民营企业有能力也更有信心与高校

科研院所，跨国公司、国有大企业研发中
心等同台竞技。”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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