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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獲悉，「人類細胞譜系大科學研究設
施」項目已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科學中心建設體系，香
港科技大學（廣州）、香港大學等高校將作為用戶單位參與
研究。
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副院長、細胞譜系
設施總指揮孫飛透露，細胞譜系設施已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綜
合性科學中心建設體系。隨着該設施的建設和使用，將吸引
包括港澳地區在內的全球頂尖科研人才和團隊匯聚廣州，開
展科學研究與學術交流，共同推動人類細胞譜系研究領域發
展，將細胞譜系設施打造為世界級細胞科學中心。設施建成
後，將全方位支撐生命健康領域理論創新和產業發展，服務
粵港澳地區等全球研究機構、高校、藥企和醫院，為新型顛
覆性醫療技術的誕生奠定基礎。
細胞譜系設施將實施開放共享模式，包括圍繞國家戰略需
求開展工作、開展資源國際交流合作、支持自由探索研究、
開展數據和計算資源社會共享、開展大眾科學普及等。據了
解，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香港大學等高校將作為用戶單
位參與研究。未來該設施將全方位支撐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
國生命健康產業發展，成為生命健康領域新質生產力的科學
技術策源地。

古有扁鵲通過望聞問切診斷人體疾病，今有細胞
譜系設施通過解碼細胞譜系預測疾病和篩藥驗

藥。由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牽頭建
設的細胞譜系設施，將以樣品保活存儲、空間多組
學、先進成像等創新技術和裝置研發為核心，集成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創建出涵蓋發育、疾病、衰老三
大維度的數字化細胞譜系。
「這就像為生命編寫一部詳盡的『細胞家譜』，讓
科學家乃至公眾能夠清晰追蹤每個細胞的『前世今
生』。」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副院
長、細胞譜系設施總指揮孫飛表示。

實現治療手段「量體裁衣」
此外，細胞譜系設施將構建高精度單細胞級別的數

字生理人大模型，通過回溯、模擬、預測疾病細胞譜
系演化，不僅可以精準定位病變驅動關鍵靶點，還可
以在數字人體測毒試藥，有望突破藥物研發的「死亡
之谷」。數據顯示，當前全球創新藥研發平均耗時
10年、耗資26億美元，但臨床成功率不足10%，其
根本原因之一在於藥物研發過程是在動物模型中進行
的，不能模擬人類生命系統反應。
「未來，細胞譜系設施有望可以用患者細胞信息打

造一個『數字患者』，預演不同治療手段在數字患者
體內治療效果，實現治療手段的『量體裁衣』」。中
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研究員、細胞譜

系設施副總指揮兼總工藝師陳捷凱表
示，設施將強化 AI 與數據資源整
合，打造創新模型，並與龍頭企業開
展深度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向臨床應
用轉化。

料2029年建成 鍾南山任首席科學家
據規劃，細胞譜系設施建設周期4.5年，總建築
面積超5萬平方米，預計2029年下半年建成。建成
後，該項目將繪製人體中全生命周期的細胞時空演化
圖譜，創新生物醫療檢測新範式，開闢生物醫藥研發
新賽道，在試劑、儀器、軟件和數據等方面產出一批
創新性科技成果和產品。據了解，鍾南山等專家擔
任細胞譜系設施首席科學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抑鬱
症是當代社會常見精神類疾病，心理治療、藥物治
療是臨床抑鬱症治療的一線療法，但藥物存在副作
用，且對約30%的難治性患者人群無效。物理治療
的重複經顱磁刺激技術（rTMS）早在2008年就被
美國FDA用於治療難治性抑鬱，但現有的rTMS設
備龐大，因為不便攜未能很好普及。中國科學院自
動化研究所腦網絡組與腦機接口北京市重點實驗
室，日前研製出全球首款電池供電的可穿戴閾上重
複經顱磁刺激設備，這款僅重3公斤的設備，有望
成為精神疾病治療領域（抑鬱症、腦卒中、成癮
等）的一項重大突破，為患者帶來更便捷、更有效
的治療選擇，實現在家庭、社區等多場景下的使
用，同時也為腦科學研究提供新的工具。相關成果
已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自然．通訊》上。

電池供電 僅3公斤重
雖然rTMS是治療抑鬱症的無創、綠色療法，但

與藥物療法相比，其普及程度並不高。論文共同第
一作者、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戚自輝
表示，rTMS治療設備較大，需要多次入院治療，
治療不便捷。然而，可穿戴式rTMS的出現將改變
這一情況，有望成為患者的新選擇。
戚自輝介紹，團隊突破了輕量級磁芯線圈設計和

高功率密度高壓脈衝驅動技術兩大難題，將可穿戴
rTMS的功耗、重量降至傳統商用rTMS設備10%
以下，並保持十分接近的刺激強度。主機的重量由
55公斤降至3公斤，並由電池供電，實現自由場景
的可穿戴應用。
科研團隊正準備在全國多所精神疾病治療權威

機構開展多中心臨床試驗研究，來驗證設備的有
效性和易用性。不僅是臨床疾病的治療，可穿戴
rTMS設備未來還可與腦電、近紅外等非侵入式
腦信號檢測技術結合，通過實時測量大腦信號和
狀態來優化rTMS流程，實現閉環式神經調控技
術，讓閉環腦機接口從實驗室走向真實場景的大

規模應用成為可能。

物理治療rTMS安全性高
腦機接口技術將大腦與機器建立聯繫，實現腦

與外部設備的信息交換，按照信息流的方向可
分為腦控和控腦兩類。腦控實現了腦信號解碼
到外部設備的信息轉換，而控腦也叫神經調控，
通過電、磁、聲、光、熱等手段，將物理能量寫
入大腦來干預神經元的活動，實現機器到腦的信
息交換。相較於藥物治療，物理神經調控技術因其
副作用小、靶向性好，是臨床腦疾病治療的利器。
以深部腦刺激（DBS）為代表的有創神經調控技

術已在治療帕金森症等領域取得很大進展。1985
年英國科學家發明經顱磁刺激技術（TMS），其
利用時變磁場在腦內產生感應電流，從而實現對神
經元的非侵入性調控，相較於電休克（ECT）等
閾上調控手段，TMS無需麻醉、副作用小、安全
性高，在腦健康領域展現出巨大潛力。目前rTMS

已被美國 FDA 批准用於抑鬱症（成人和青少
年）、偏頭痛、強迫症和煙癮的治療，其它疾病如
精神分裂、帕金森症、卒中等的治療和康復應用正
在探索進行中。

●「人類細胞譜系大科學研究設施」各
類裝置的模型。

三大功能
一、全息掃描儀利用核磁共振成像、CT、質譜等

多種技術，為人類各種組織器官的細胞拍下「全景照
片」「全息視頻」，記錄代謝活動和細胞演變的過程，
並形成影像組、轉錄組、表觀組、空間組、蛋白組、代
謝組、超微結構組7大類數據
二、數據圖書館把這些數據標準化存儲和處理，形成組
織器官「細胞譜系數據庫」，為每個細胞開闢一本「超
級檔案」，記錄它的「身高、體重、職業、住址、社交
關係」等信息
三、數字孿生人基於海量數據，在數字世界中構建一個
高精度單細胞級別的數字生理人大模型，用它模擬生命
發育過程，還能使它「生病」、給它「試藥」，探索

其中的機理，增進人類對疾病的了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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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領域的國家級

大科學裝置「人類細

胞譜系大科學研究設

施」（下稱「細胞譜系設

施」）25日在廣州國際生物島正

式啟動建設，2029年將建成。該項目為生

命編寫「細胞家譜」，構建數字細胞AI大模型，打

造研究人類發育、疾病、衰老的「國之重器」。

據了解，細胞是生命的基本單元，人體由約40

萬億細胞組成，這些細胞從一個受精卵開始，

所歷經增殖、分化直至衰老的全生命

周期動態演化過程，就是「細

胞譜系」。解析細胞譜

系被譽為揭示生

命發育與演變奧

秘、操縱生命活

動的「鑰匙」，

也是細胞命運轉

變的高精度「導

航圖」。

●文/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國產可穿戴設備治抑鬱 較傳統設備減重九成

高端設備自主可控
國產設備佔逾八成

港高校將參與研究
建世界級細胞科學中心

●「人類細胞譜系大科學研究設施」研發樓等設計模型展示。

●高通量成像流式細胞儀、高通量微流
控液滴分選儀等設備。

●高通量全自動病理切片電子成像儀等
設備展出。

●●「「人類細胞譜系大科學研人類細胞譜系大科學研
究設施究設施」」2525日在廣州國際生日在廣州國際生
物島正式物島正式啟啟動建設動建設。。圖為廣圖為廣
州國際生物島州國際生物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人類細胞譜系大科學研究設施」部分設備亮相。圖為科
研人員介紹自動化空間多組學微流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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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目標
一、繪製人類生命過程中的細胞動態演變譜系
二、建立「時空譜系信息」與「譜系樣品資源」
對應的數字孿生體系，高質量保活保藏採集時空
譜系信息的譜系樣品資源，根據標準化數據形成
呈現連續生命過程的細胞譜系數字孿生體系
三、解析人類呼吸系統、循環系統和免疫系統發
育譜系，以及三種以上呼吸系統代表性疾病譜
系，發現發育關鍵機制和疾病機理，形成設施引
領的發育譜系、疾病譜系研究範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研究員、細胞譜系
設施副總指揮兼總工藝師陳捷凱透露，細胞譜系設施將建設
繪製細胞譜系的自動化工程產線，建成數字孿生（利用數碼
化技術模擬真實系統的創新科技）索引的細胞譜系資源庫。
據悉，該設施產線的國產設備佔比80%以上，將突破生命科
學高端儀器「卡脖子」困境，實現高端設備自主可控，包括
細胞自動化分離培養設備、數字全息顯微鏡、高通量體電子
顯微鏡、空間微流控設備、原位測序設備等。

建中國首個數字孿生細胞譜系資源庫
回望近代科學研究進程，科研範式經歷了實驗科學、理論
科學、計算科學的迭代遞進，而隨着科研數據的爆炸式增長
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被稱為「大數據科學」
的新範式正在興起。
「以自研科學裝置為基礎，以譜系資源為核心，通過自主
開發集成空間多組學技術，建設領先的細胞譜系研究設
施。」陳捷凱說，通過系統性構建樣品預處理、樣品保活存
儲、多組學分析與鑒定、數據呈現和譜系驗證的全流程自動
化，形成標準化、高通量、高質量的細胞多組學研究平台，
建成中國首個數字孿生索引的人類細胞譜系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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