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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国际生物纳米信息融合大会在北京开幕

[ 作者 ] 王业丰 

[ 单位 ] 中国广播网 

[ 摘要 ] 2006年国际生物－纳米－信息融合大会暨2006年国际生物芯片技术论坛于2006年10月9日到12日在北京市昌平区生命科学园生物芯

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召开。本届大会聚焦于生物芯片、纳米和生物信息学技术的最新和最前沿的发展和动向，并将同时举行主体报告

和技术讲座，国家有关部委领导、行业著名专家、学者、国内外著名企业负责人以及业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大会。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

界代表和企业家参加本次大会，其中英国投资贸易总署组织其国内企业组团参加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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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国际生物－纳米－信息融合大会暨2006年国际生物芯片技术论坛于2006年10月9日到12日在北京市昌平区生命科学园生物芯片北

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召开。本届大会聚焦于生物芯片、纳米和生物信息学技术的最新和最前沿的发展和动向，并将同时举行主体报告和技

术讲座，国家有关部委领导、行业著名专家、学者、国内外著名企业负责人以及业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大会。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界代

表和企业家参加本次大会，其中英国投资贸易总署组织其国内企业组团参加了大会。本次大会由清华大学、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中国科技部和中国教育部联合主办，对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前沿发展和具体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会议题包括DNA、蛋白

质、细胞及组织微阵列芯片技术、微流体芯片和缩微芯片实验室技术、生物信息学技术、纳米技术和药物筛选与开发技术等。本届大会成

为中国生物和纳米行业与海外领域专家的一次交流和展示。生物芯片是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集微电子学、生物

学、物理学、化学和计算机技术为一体的高度交叉的新技术，是指能对生物分子进行快速并行处理和分析的指甲盖大小的薄片。生物芯片

的发展至今虽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发展趋势非常迅猛，已在生命科学领域显示了极大的潜力。科学家们已将生物芯片应用于药物开发、

疾病机理研究、农业、食品安全等领域。纳米微粒的尺寸一般比生物体内的细胞、红血球小得多，这就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

途径，即利用纳米微粒进行细胞分离、细胞染色及利用纳米微粒制成特殊药物或新型抗体进行局部定向治疗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处

于初始阶段，但却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生物细胞分离技术关系到能否快速获得研究所需要的细胞标本，例如：癌症的早期诊断以及使用纳

米微粒分离孕妇血液中的极少量的胎儿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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