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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智能所离子束研究中心研究员吴丽芳
及其课题组在药食同源经济物种杜仲的
高效离体再生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
关成果在线发表于《植物科学前沿》上。

目前，杜仲育苗主要采用传统的
播种和嫁接两种方式，前者存在种子

活力低、萌发率低（自然条件下仅为
20%）且种苗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后
者存在繁殖系数低，繁殖受季节和材
料的限制等问题。现有的育苗方式很
难满足杜仲种苗的育种需求。科研团
队通过以带腋芽的杜仲茎段为初始外
植体，通过直接再生途径，实现了杜仲

的高效再生，其中芽诱导率为 100%，
芽增殖率高达 500%，且 4 周就实现了
芽的伸长和增殖，这标志着杜仲再生
效率的显著提高。

此外，团队研发了杜仲组培苗两步生
根技术，使得杜仲在11天即能生根，且不
定根诱导率达到93.02%，显著缩短了杜

仲优良种苗的生根时间，提升了杜仲再生
种苗的质量。此研究建立的微繁技术体
系为优良杜仲种质资源的保存、种苗的工
厂化生产和后期的品种改良提供了技术
支撑，同时也为难生根树种的细胞工程育
苗提供了借鉴。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杜仲高效离体再生研究取得进展

近日，在合肥京东方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危化品仓
库内，企业人员佩戴着可视
化穿戴设备，对一批进口光
刻胶拍照采集信息。这些数
据信息，通过战略性新兴产
业进口危险化学品智慧检验
监管辅助平台的智能对比、
关员远程核验后，即可实现
对该票货物的“即到即检即
放”。

合肥海关通过调研，了
解到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对光刻胶等进口危险化学
品关键原料的需求量较大。
为提升查检时效，合肥海关
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口
危化品检验智慧海关应用场
景”重点项目建设，创新开发
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口危险化
学品智慧检验监管辅助平
台，应用大数据、AI技术对
商品进行精准化检验，企业
人员可通过智能设备，现场
自行采集进口危险化学品危
险公示标签、运输警示标签、
包装标记等信息，通过AI算
法实时自动识别和智能比
对，海关工作人员在后台远
程核验后放行，实现对进口
涉危关键原材料的“即到即
检、自验智检、存档备验”。

“据测算，在新模式下，可缩短公
司原料到厂周转时间约每批次5天，而
且大幅减少了企业等待查验货物库存
时间。”合肥京东方进口物流负责人苏
峰说。

外贸领域向“新”出发，不仅体现
在进口，更体现在出口上。

今年前三季度，安徽省出口汽车
68.11万辆，同比增长29.5%，出口量居
全国第一。汽车出口“快跑”的背后，
与企业积极创新、勇于开拓密不可分，
也离不开政策支持。

“作为AEO企业，我们明确感受
到，外贸发展环境在政策的扶持下不
断优化，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海
关工作日24小时预约通关，提升了通
关便利化水平，在为企业缩短出口时
间的同时，也降低了交易成本。”江淮
汽车股份公司关务经理刘向红说。

据悉，为确保企业货物通关顺畅，
庐州海关指导企业出口“提前申报”，
大力推广“船边直提”“抵港直装”“联
动接卸”等便捷物流监管模式，畅通出
海通道，提升新能源汽车出口通关效
率，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为进一步支持汽车产业发展，我
们出台了支持‘皖车快跑’12条措施和
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20条举
措，推动安徽汽车产业在高质量发展
之路上不断‘换挡提速’。”合肥海关有
关负责人说。

（安徽日报记者 何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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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健康所韩伟团
队在等离子体肿瘤治疗机制方面再次
取得突破，发现低剂量（大气压低温）
等离子体仍可有效抑制肿瘤，其机制
是通过损伤肿瘤细胞的线粒体结构与
功能，继而诱导发生有丝分裂灾难实
现抑癌。相关研究发表在《先进科学》
期刊。

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可快速有效杀
死肿瘤细胞，并且对正常组织和细胞损

伤较轻，被认为是极具潜质的新型肿瘤
治疗技术。但等离子体治疗的缺陷在于
其生物组织穿透性差，有效成分和剂量
随作用深度快速下降。现实场景下，当
等离子体在肿瘤内衰减至低剂量区间
时，是否仍具有肿瘤抑制作用，仍属认知

“盲区”。
通过检测肿瘤中连续深度层的氧

化损伤和细胞死亡水平，韩伟团队发展
了等离子体有效作用的评价方法，解决
了现实场景下有效作用深度未知的问

题困扰。进一步通过模拟等离子体在
肿瘤中较深层面的剂量衰减，发现等离
子体在低剂量区间仍可有效抑制肿瘤
细胞增殖。机制探索发现，等离子体处
理破坏了线粒体膜结构完整性和能量
代谢功能，造成三磷酸腺苷（ATP）“供
能”不足和线粒体氧化应激水平升高，
进一步导致微管合成紊乱和纺锤体极
化异常，最终诱导肿瘤细胞发生有丝分
裂灾难，有效抑制肿瘤生长。

（安徽日报记者鹿嘉惠）

科研人员发现低剂量等离子体肿瘤治疗机制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丁冬
生课题组在里德堡原子驱动耗散系统中
观察到高阶和分数离散时间晶体。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

自发对称性破缺是解释物质相变的
重要机制。空间上平移对称性的自发破
缺使得物体形成空间上的有序结构，即空
间晶体。同样，研究人员提出时间上能否
发生类似的对称性自发破缺，从而形成时
间晶体。最初，这个概念由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弗朗克·维尔切克提出，描述物
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征周期性复现。

研究人员在实验和理论上对此进行
了大量研究，在理论上提出离散时间晶

体的概念并在实验系统中观测到离散时
间晶体的存在。离散时间晶体就是满足
时间上离散平移对称性的自发破缺，表现
为实验系统的响应周期是驱动周期的整
数倍。有趣的是，当物理系统远离热平衡
状态时，人们可以观察到稳定的耗散时间
晶体、预热离散时间晶体等奇异的物态现
象。强相互作用的里德堡原子系统是研
究非平衡动力学的理想平台之一。

研究团队通过在周期性驱动的里德
堡原子系统中调节系统参数，观察到强
相互作用里德堡原子气体中的高阶以及
分数离散时间晶体。他们在实验上得到
不同离散时间晶体的相图，观察到整数

阶离散时间晶体的相变过程，同时通过
扫描系统参数观察到分数时间晶体存在
的证据。

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加
深对时间晶体这种特殊物质状态的理
解，为探究量子系统的非平衡动力学提
供一个平台。

审稿人评价：“他们观察到离散时间
晶体，证明了超越单一离散时间平移对
称性破缺的能力，为热原子气体简单平
台中的非平衡动力学提供了新见解。量
子多体系统中更复杂的时间对称性的存
在扩展了我们在该领域的认知，并为非
平衡物理学的新探索铺平道路。”（王敏）

观测到里德堡原子高阶和分数离散时间晶体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智能所黄青教授团队取得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筛检进展，开发出一种基于适
配体表面增强拉曼散射（Aptamer-SERS）技术的微流控生物传感检测平台，能够在血液样本中高灵敏度检测
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系列生物标志物，将比目前的CT检查方式更准确、更快速、更方便。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
在国际期刊《生物传感器》上。

徐旻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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