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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6日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了解到，该院强磁场中心王俊峰研究员团

队开发出新型3D生物打印复合材料，用于组

织工程修复领域，并取得了系列研究进展。相

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材料与设计》和

《国际生物大分子杂志》上。

生物硼基玻璃（BBG）是一种生物活性材

料，在骨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中已有广泛应

用，在3D生物打印材料中的应用展现出巨大

潜力。在骨组织修复中，研究团队利用BBG的

独特理化特性，结合生物支架体单元设计了含

有不同BBG含量的定制复合材料，并通过选择

性激光烧结技术3D打印出高质量的骨缺损修

复支架。实验结果表明，BBG的加入显著改善

了支架的综合性能，包括适宜的孔隙率、机械

强度、亲水性、体外降解速率、细胞相容性、成

骨分化能力及体内成骨和血管生成的生物学

性能。

在软组织修复中，基于对 BBG 的特殊

内外生物矿化特性的深入研究，团队将

BBG 颗粒引入海藻酸钠中，构建了高精度

3D打印的BBG-SA生物墨水。研究表明，

BBG 与海藻酸钠结合后，能够有效诱导降

解并释放钙离子，启动海藻酸钠的内部凝胶

化过程。同时，作为填料，BBG还解决了进

行外部交联时造成的凝胶化不均匀和显著

收缩问题。通过挤出式 3D打印技术，团队

设计了含有不同 BBG 含量的 3D 打印水凝

胶复合支架，其表现出最佳的可打印性、打

印精度和成型收缩，展示了在组织工程 3D

生物打印中的应用潜力。

研究还表明，这些新型生物墨水还展现出

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增强了MC3T3-E1细胞

在支架表面的黏附和增殖，并促进了软组织相

关基因和蛋白质的表达。

（科技日报记者 吴长锋）

3D生物打印复合材料完美修复骨组织及软组织

记者 8月 25 日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

授赵刚团队，开发出一种

多尺度协同抑冰的全周

期低温保护平台技术，可

显著提高小鼠卵细胞低

温保存成功率，为低温条

件下保护卵细胞的生物

功能提供可行方法。相

关研究论文日前发表在

国际学术期刊《先进功能

材料》上。

生育力保存对于因

癌症或其他原因而推迟

生育的女性至关重要。

比如，放疗和化疗等治疗

手段容易导致女性肿瘤

患者的卵巢早衰，会对卵

细胞造成一定损伤，严重

影响生育能力。因此，有

的患者会选择利用相关

技术保存卵细胞。

卵细胞具有表面积

大、含水量高的特点，易

受到冰晶和渗透压变化

的影响，而现有的玻璃化

保存技术使用的渗透性

低温保护剂保护效果不

佳。因此，寻找一种安全

高效的卵细胞保护方法

尤为迫切。

基于此，赵刚团队创

新性地开发出一种基于

多尺度协同抑冰策略的

成熟卵细胞低温保存方

法。研究人员合成了一

种具有全周期低温保护

效果的一体化纳米复合

材料。

这种纳米复合材料

集成了抑制冰晶形成和

生长的功能，可以使冰晶

快速均匀消融，从而显著

降低细胞在低温保存过

程中的冰晶损伤，提高卵

细胞保存效率，实现批量

卵细胞的安全高效低温

保存。实验中的卵细胞

在基因表达稳定性、受精

能力和胚胎发育潜力方

面均表现优异。

此外，研究团队还全

面分析了由冻存卵细胞

培育的小鼠，观察其生长

发育、行为表现。结果显

示：冻存卵细胞所产生的

后代与新鲜卵细胞所产

生的后代在运动、认知和

行为方面无显著差异。

这进一步证明了该技术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

研究成果将为女性生育

力保存提供新方法，对临

床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科技日报记者 吴长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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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岸边，坐落着国内首座以创新为主题

的场馆——安徽创新馆，这座建筑面积8.2万

平方米的场馆，不仅是安徽展示重大科技成果

的窗口，更是加速成果转化的创新平台。

近年来，安徽创新馆全力构建“政产学研用

金”六位一体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积极推进

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安徽科技大

市场建设，探索出全国首创的成果展示转化交

易一体化运营模式。截至目前，汇聚成果1.8

万余项，促成成果转化金额超1160亿元，培养

技术经理人2900余人。

首创成果转化交易展示一体化运营

8月21日，记者来到位于巢湖北岸的安徽

创新馆，一号馆内汇聚了我省各类“高精尖”科

技成果，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模型、

稳态强磁场模型、天地一体化演绎模型装置

……近2300件（套）创新成果在此亮相。

“创新馆2019年正式开馆，从成立之初就

被赋予不同于其他场馆的使命，是集合技术开

发、转化交易、项目孵化、展示推广四位一体的

创新创业平台，这种模式是国内首创。”合肥滨

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

中心主任陈林告诉记者，一号馆体现展示窗口

的功能，展示推广安徽重要科技成果及创新产

品，二号馆体现转化服务功能，安徽科技大市

场、中国合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安徽科技上市

企业加速孵化中心等都在馆内，三号馆主要是

综合服务功能，拥有安徽联合产权交易所、全球

路演中心、创新投资服务平台等。

“首创意味着没有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很多

时候团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到现在，模式

和打法都是一步步经过市场检验，自己总结出

来的。”陈林介绍，为推动成果产业化，安徽创新

馆打造了“前店后坊”形式，将一号馆作为“前

店”，以省市县三级分市场和产业化基地为“后

坊”，推动安徽创新馆场馆功能向县市区延伸、

加速科技大市场向交易后环节覆盖，有效解决

基层科技力量薄弱的问题。

近年来，安徽创新馆不断优化成果挖掘、概

念验证、成果评价、产权交易、科技金融、知识产

权等服务，打造全链条一站式成果转化服务体

系，遴选长三角及省内50多家知名科技服务机

构入驻；创新成果公开定价、网络竞价、技术能

力挂牌、场景推广交易等多种成果交易模式，全

力推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

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科技大市场

前不久，一批来自长三角的科技企业和科

技服务机构来到合肥新站高新区“组团”创业兴

业。这批企业正是经安徽科技大市场公司及合

作机构，逐一走访对接、综合研判和分析后，

“拉”到合肥的。在各地走访调研、对接企业、深

入高校、开展会展，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运营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安徽科技大市场）工作人员

的常态。

2020年4月，按照“市场化运营、专业化服

务”的思路，我省在安徽创新馆公益二类事业单

位基础上，组建国有控股的安徽科技大市场建

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事业法人+企业法

人”的双主体模式建设运营，拓展发展路径。

安徽科技大市场将根深深扎在创新一线，

一步步将触角遍布省市县三级。在六安，组织

科技服务直通车活动，一批科技服务机构和技

术经纪人深入企业、园区，详细了解企业实际需

求与技术难题，将科技服务送到产业一线。

在合肥，安徽科技大市场围绕智能感知技

术，举办“座谈交流+实地走访+路演推介”的专

场活动，为合肥与来自浙江

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

高校的智能感知技术领域专

家团队牵线搭桥。

陈林介绍，安徽科技大市

场在省内市县、产业园区建设

运营线下分市场，实现合芜蚌

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区全覆盖。推出一线工作法，

围绕科技成果项目精准转化

落地，深入县市区开展科技招

商、产学研对接，组织上海沐

睿、北京亚信等130多项产业

化项目在合肥落地。举办安

徽“双创汇”、安徽科技大市场

月度交易会等系列活动，做到

“线下月月有活动、线上天天

有交易”。目前，在全省已布

局建设14个分市场，服务企

业近2万家。

“积分制”
培养技术经理人

创新的核心是人才，

科技成果转化，也离不开

一支高素质的“技术经理

人”队伍。

黄磊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一名技术经理

人。在他的牵线搭桥下，淮北万特科贸有限责

任公司与高校合作研制出电力应用人形机器人

“万小特”。

“科创是安徽的一块招牌，看中了科创行业

的发展前景，2019年，开始转行做科技成果转

化相关工作。”黄磊说，为成为一名合格的技术

经理人，先后三次参加安徽创新馆举办的技术

经理人培训班。

2020年7月，安徽创新馆被科技部火炬中

心认定为第二批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同年，在学习国外知名机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实际，安徽创新馆形成了

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经理人培训模式，探索技

术经理人“市场信用积分管理制”、市场化佣金

机制。

“以往的技术经理人考核以笔试为主，这里

是实行积分制，以技术经理人的市场服务实绩

作为考核标准。”陈林告诉记者，培训班邀请行

业资深从业者作为师资力量，编写专业教程，优

选典型案例进行实操演练，提升学员促成技术

交易的实战能力，着力培养懂科技、懂市场、懂

产业、懂资本、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近期，我们正在评选2023年度优秀技术

经理人，将对2023年促进供需对接和项目落地

的技术转移转化从业者进行奖励。希望能通过

活动，激励从业者更好地进行成果转移转化。”

陈林说。

目前，安徽创新馆已培养技术经理人2900

余人，开发编制安徽技术转移人才培训教材，组

建省技术经理人协会，推进省内首批4家技术

经纪人事务所建设，在合肥、芜湖、蚌埠等多地

组建“技术经纪人服务团”。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一座场馆的创新密码
成立5年来，安徽创新馆汇聚成果1.8万余项，促成成果转化金额超1160亿元——

8月16日航拍的安徽创新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