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艳

3D打印让干细胞不再
是奢侈品

在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
究院 （以下简称 “干细胞研究
院”） 的生物制造平台， 研究人
员给一只小鼠移植了一个3D打
印 “肝脏”。 这个实验正在通过
小动物测试， 使用人类干细胞打
印器官进行功能修复。

工作人员介绍， 干细胞就如
同3D打印机中的生物墨水 ， 它
可以再分化成多种细胞类型， 通
过相应的打印机， 就可以制造出
血管、 肌肉， 甚至器官。

“我们希望把干细胞做成一
种普适的治疗方式， 而不是个别
人使用的奢侈品， 满足这一条件
的只有药物， 所以我们要研发的
就是干细胞药物。” 干细胞研究
院执行院长胡宝洋说。

记者了解到， 干细胞研究院
于2020年4月正式挂牌， 是由北
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共建
的新型研发机构。 胡宝洋介绍，
干细胞研究院面向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领域的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
共性关键技术需求， 通过前瞻性
的科研布局， 创新体制机制， 力
争取得原创科研突破， 解决人类
重大难治性疾病。

在人民生命健康方面， 干细
胞研究院开展了干细胞和基因治
疗研究项目。 已完成干细胞治疗
老年退行性疾病 (脑小血管病和
阿尔兹海默症) 的临床前安全性
和有效性试验。 针对戊二酸血症
等单基因遗传病、 肌萎缩侧索硬
化 (渐冻症) 等部分难治性罕见
病开展基因治疗研究。

脑中心战略人才力量不
断加强

来到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研究人员正在对一只全身透明的
小白鼠标本进行高分辨三维显微
成像研究， 深部组织的神经、 血
管、 标记蛋白可以完整呈现。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赵瑚介绍， 这是他研
发的 “新型透明化包埋技术 ”。
该方法实现了对动物从小组织到

全器官、 从表浅到深部， 甚至透
过硬组织到软组织的同时透明化
包埋。 结合他们设计的样本加工
装置和共聚焦显微镜， 可以对任
意大小样本直接进行高分辨三维
显微成像。

赵瑚所在的北京脑科学与类
脑研究中心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
联合中国科学院、 北京大学、 清
华大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
共同建设的新型研发机构 ， 于
2018年3月正式挂牌， 目前 ， 脑
中心重点围绕脑认知基本原理解
析、 认知障碍相关重大疾病、 类
脑与脑机接口、 共性技术平台和
资源库建设开展攻关。

按照 “高起点、 开放型、 国
际化” 的要求， 北京脑中心引进
的科学家水平显著提高， 战略人
才力量不断加强。 3位青年科学
家曾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K99/R00奖 。 6位 科 学 家 入 选
2021年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项

目， 入选率为86%， 远高于不足
20%的平均入选率。

在硬件环境方面 ， 赵瑚表
示 ， 脑中心的 硬 件 环 境 、 资
源 、 周围同事的科研水平都很
高。 “脑中心聘请的研究员和助理
教授的整体水平， 在全世界范围
内都是顶尖的， 我们非常自豪。”

雁栖湖打造顶尖应用数
学研究机构

在北京怀柔区雁栖湖， 一群
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因为
数学相聚在一起。 于2020年6月
挂牌成立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
研究院定位为世界一流的新型研
发机构， 院长为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
成桐。 该研究院已累计引进科研
人员130余人 ， 组建基础数学 、
计算数学、 代数拓扑等11个方向
的科研团队。

据了解， 应用数学院成立两
年来 ， 跨学科跨方向发表论文
152篇， 涉及基础数学、 应用数
学、 物理、 计算机等各一级学科
及其交叉应用领域， 已承接国家
级科研项目5项， 省部级科研项
目3项。

“这里不仅风景优美， 还有
非常多的黑板， 可以供我们随时
记录一些想法和讨论结果。” 应
用数学院助理研究员程崇对应用
数学院的工作环境十分满意， 他
说 ， “这里给了我一个 ‘望远
镜’、 一个 ‘显微镜’， 让我可以
看得更远、 看得更清楚。” 更让
程崇安心的是， 这里没有短期的
KPI考核。 “数学这样的基础学
科， 需要较长时间的潜心钻研，
短期很难出成果。 没有短期KPI
的压力 ， 我们才可以安心做科
研。”

应用数学院副院长、 清华大
学教授刘正伟表示， 应用数学院
定位为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
两年来受益于北京市和怀柔区各
方面配套政策的支持， 成功引进
了一批世界一流科研人才。 应用
数学院致力于为科研人员打造一
流的科研环境。 他现在最大的心
愿就是早日将应用数学院打造成
世界顶尖的应用数学研究机构，
国际化的原始创新高地。

【特写】05新闻2022年 9月 １５日·星期四│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黄巍│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9月14日， 北京市第十届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正式拉开
帷幕， 经过初赛比拼脱颖而出的
238名残疾人选手将在3天内角逐
7个项目的金牌， 其中移动互联
网小程序开发、 直播销售、 调饮
等均为首次设置的竞赛项目。

北京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每4年举办一届， 是首都残疾人
职业技能水平的竞技场， 也是残
疾人精神风貌的展示台。 本届大
赛由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以 “新职业新技能新梦想” 为主
题， 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 既有
广受残疾人欢迎的插花、 摄影、
中式面点、 盲人保健按摩等传统
项目， 也有茶艺、 棒针编织、 剪
纸等北京特色项目， 还设置了直
播销售 、 移动互联网小程序开
发、 调饮等新职业项目。

市残联工作人员介绍， 本届
竞赛首次引入部分新职业项目，
既是为今明两年的国家级残疾人
相关职业技能赛事选拔人才， 同
时考虑到各区残联平时已开展这
些项目的职业技能培训， 有一定
的群众基础， 非常适合残疾朋友
学习， 可以为残疾人就业开拓新
的渠道。

本届竞赛自3月启动以来 ，
共有1321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残疾
选手报名， 其中既有从事相关项
目的一线企业工作者、 来自特殊
学院的学生 ， 还有扶残助残机
构、 自主创业、 居家就业的残疾
人。 赛前， 各区残联依托残疾人
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开展了4000余
人次丰富多彩的培训， 充分发挥
以赛促学 、 以赛促训 、 以赛促

评、 以赛促建的积极作用。
市级决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采取小型化、 错峰方式举
办， 开幕式当天举行了茶艺、 移
动互联网小程序开发、 插花三个
项目的决赛。 其中茶艺竞赛分为
理论知识考试、 创意茶艺竞技两
个环节， 茶艺竞技占比70%。 实
操环节由选手自创茶艺表演， 他
们在一席一茶一景一乐中如行云
流水般地表演， 充分展现了娴熟
的技艺， 裁判通过创新、 茶汤质
量、 茶艺演示、 仪容仪表、 茶席
布置、 解说、 表演时间7方面进
行评分。

移动互联网小程序开发实操

竞赛时长为240分钟， 参赛选手
在现场根据给定的项目任务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竞赛模块。 该
项目对选手的专业程度有一定的
“门槛” 要求， 30多名参赛选手
基本上都具有IT从业经历， 但对
年龄没有过多限制， 选手的年龄
跨度从21岁到54岁不等， 以 “80
后 ” 居多 ； 残疾程度也包括听
力、 肢体、 多重等不同类型。 大
家争分夺秒、 操作熟练， 在微信
小程序开发者工具模拟器里编制
的小程序运行流畅， 给评委留下
深刻印象。

据悉， 第十届残疾人职业技
能竞赛将于9月底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 任洁/文 邱勇/摄

238名残疾人选手将角逐插花、茶艺等7个项目金牌

3D打印器官已经实现 ，而干细胞就如同打印机中的生物墨水 ，可以制造出血
管 、肌肉 、器官……2022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京举办 ，届时 ，一批新型
研发机构将带着最新科研成果闪亮登场 。 作为科技创新中心 ，近年来 ，北京积极
吸引科技创新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 ，推动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 ，这些新
型研发机构展现了北京在原始创新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引进和培养高水平人才
方面取得的明显进展和成效 。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刘彬彬 唐蕊

自9月6日北京化工大学昌平
校区发生新冠疫情以来， 昌平区
心理援助组迅速行动， 第一时间
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昌平区心理援助组由6人组
成， 均为经过严格考核并有精神
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
资质的精防工作人员。 他们24小
时轮流值守热线电话，为辖区内
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心理援助。

“您好， 医生， 我昨天做了
核酸检测， 害怕自己在潜伏期，
就算结果是阴性， 但我还是担心
被感染了。” 打来热线的是北京
化工大学的一名学生。 得知其因
与确诊同学有过接触， 担心自己
被感染而焦虑、 恐惧， 昌平区心

理援助工作组的心理治疗师赵贤
运用精神卫生专业技术帮助其宣
泄情绪， 同时， 引导其将注意力
从内在思考回归现实世界， 帮助
其营造安全平和的氛围， 并把防
疫知识及防护要领讲给他听。 经
过40余分钟的电话咨询， 成功帮
助该名学生缓解了焦虑情绪。

针对此次疫情， 昌平区心理
援助组第一时间对全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及高风险区域发放
《疫情隔离点心理干预宣传手册》
及心理健康宣传折页6500余份 。
同时， 发送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的
百度网盘链接， 推广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 “暖翼” 小程序及昌平区
心理援助热线， 受众2741人次。

2022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京举办

昌平区心理援助工作组24小时值守热线
随时提供心理援助 筑牢群众心理健康防线

近日， 2022年北京国际设计周 “设计之旅” 东城区朝阳门分会
场开幕仪式在位于朝内大街79号附近的全新艺术空间 “槐轩” 举办，
主办方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已连续八年参与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 活
动期间， 将举办展览、 专家对话、 工作坊、 小型市集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让让设设计计走走进进社社区区

本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开赛

新型研发机构提供“北京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