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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所与基因组所联合研制的“模块化DNA分析系统”通过验收

2011-04-02 | 【大 中 小】

 

4月1日，由半导体研究所与基因组所共同承担的中科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模块化
DNA分析系统”项目，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该项目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在第二代DNA测
序仪研发方面，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通量DNA测序技术及其系统样机，在高端生
命科学仪器装备国产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填补了国内空白。 

3月30日至4月1日期间，在中科院计划财务局缪有贵主管的组织协调下，由众多不同领域专
家组成验收组对该项目进行了全面详实的测试和验收考核。期内，验收组认真听取了由半导
体所项目负责人副所长俞育德研究员、基因组所项目负责人副所长于军研究员等人所做的项
目研制工作、用户使用、测试和经费决算报告，验收组成员亲自现场考察了研制的系统设
备，并进行实际操作使用，审核了测试组提供的模块化DNA分析系统数据产出情况。通过
三天的评审及对各项指标的逐一考核，验收组充分讨论并形成验收意见：认为此项目完成了
仪器研制项目实施方案所要求的各项技术指标，有效测序片段数量、平均读长和有效序列数
据总产量等关键技术性能指标远远优于立项指标，该成果实现了与国际主流设备性能相当的
国产化DNA测序能力，在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乃至生命科学诸多方向的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自2007年半导体研究所和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开始对此项目进行探讨和设计实施，在一系列调
研活动的基础上于技术层次达成共识，即充分发挥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在分子生物学、基因组
学、生物信息学、DNA合成化学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半导体研究所在微电子技术、半导体
微纳加工技术、光电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基础，实现跨学科的联合，并联合成立项目组，申请
承担了中科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模块化DNA分析系统”项目研发工作。经过三年多的不
懈努力，通过两所科研人员跨学科、跨专业领域的精诚合作和勤奋工作，项目组在完成预期
的原型样机研制及实现高通量测序功能的同时，还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具有DNA测序技术研
发和攻关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团队，形成了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高效技术研发模式。该项目
组表示：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开展研发工作，开发适应于我国科研需求的下一代测序仪、配套
试剂、芯片和测序分析软件等，使这一设备全面实现系统功能。让我国DNA测序技术和设
备研发能力能够真正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巅峰，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发出中国科学家自己的
声音。 

近年来，随着基因组学的迅速发展，各国生命科学研究加快了对DNA测序技术的更新换
代，个体化基因组和个体化医学的蓬勃兴起，对测序技术及其应用提出了更廉价、更高效的
发展方向。正是由于中科院计划财务局对该项目的布局和支持，使设备研制获得成功，并填
补国内空白。但目前仍存在配套试剂软件均来源于进口，实际应用成本高昂的严峻问题，需
要有关部门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验收会上，半导体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李树深，基因组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杨卫平，
中科院农业项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段子渊，中科院生物局综合规划处处长刘杰，生物医药处
副处长沈毅，以及项目承担单位科技处、重点实验室、联合项目组成员等有关同仁一同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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