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一日三餐离不了稻米，可水稻科普知
多少？荣获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普
及奖一等奖的“节水抗旱稻科教片”，聚焦
我国取得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节水
抗旱稻，让新型水稻不仅能到碗里来，更
能走近大众的科学认知。

我国是水稻研究大国，“但水稻科普
作品少，形式单一，与我国农业大国地位
极不相称。”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
席科学家罗利军决定带领团队改变现状。
他们选择节水抗旱稻这一新的水稻类型，
以科学家的系统观察、科学思考、研究进
程和实际应用为主线，勾勒出一个有关
“水稻奇兵”的生动
“传说”。

历时 #年，现场拍摄行程 $万多公
里，积累素材 %&!'，团队足迹南至中缅边
境寻找深山旱稻，北至中苏边境捕捉水稻
生产，既深入云贵高原拍摄节水抗旱稻的
垂直适应性，又多次往返于华南和淮河流
域。最终，多角度记录节水抗旱稻从诞生
到成长全过程的纪录片《节水抗旱稻》、
《另一种选择———节水抗旱稻》科教片和
《稻界奇兵》动画片先后发行。近三年，科
教片在省级电视台和电影联盟播放 (%"

次，覆盖全国近 #亿人口，同时还走出国
门，在“一带一路”国家传播。

本报记者 马亚宁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 ! ! !构建了复杂场景下的人物视觉理解创新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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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一个人
到救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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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功臣奖
! ! ! !“治病能一个个救人，做科研却可以帮助
无数病人。”这是创造了冠心病治疗多项第一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
波的科研初衷。平日里，他爱读金庸武侠，甚爱
乔峰大侠的英雄气概。如今，就像乔峰功夫独
步武林般，葛均波凭借在心血管疾病领域的精
深造诣闻名海内外。

((岁那年骑车摔伤，没有被家乡的老中
医彻底治好，“为天下人治病”的种子开始在葛
均波心中生根。留学德国学习冠心病的介入诊
断治疗时，他发现了心肌桥特异的“半月现
象”“指尖现象”和心肌桥的药物治疗方法，
这一成果被编入国际权威心血管病教科书，
又称“葛氏现象”。()))年，心系祖国的葛均
波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进入中山医院工作。这份赤诚的

爱国之心和拳拳的报国之情感动了他的导
师 *+,-. 教授。机场送别时，*+,-. 教授说：
“葛，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欢迎你随时回来。”
葛院士原先在埃森大学医学院心内科的办
公室也被保留了很多年。
为了能快速有效地开通闭塞血管，第一时

间救助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在葛均波的倡议
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率先建立了第一条
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抢救快速反应的“生命通
道”。建成之初，葛均波经常会被急促的电话铃
声吵醒。无论是凌晨深夜，还是酷暑严寒，他都
会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成为打开患者生命通道
的救“心”人，近 !"年来，已救治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逾万名，成功率达 )#/以上，为中国胸痛
中心建设提供参考模式。

辛苦的科研工作加上长时间的手术压力

使他长期遭受椎间盘突出的病痛折磨，曾先后
两次接受外科手术。病痛中，医生强制他卧床
休息，但是他放心不下病房和心导管室的工
作，他让导管室的工作人员将手术病人的造影
图像送到病房，通过对讲机指导手术的进行；
为保证手术的质量，他还让同事将他的病床推
到导管室指导手术；在高难度手术进行时，他
不顾医生的劝告，站立起来，绑着腰托将手术
完成。

!"(#年《人间世》节目录制现场，葛均波
成功为 ()岁女孩做了一台高难度心脏介入手
术，手术过程中，他的手因高度疲劳，两度抽
筋，一边极其痛苦地自我按摩，一边将灼热的
眼神投向手术台的镜头，让很多观众难忘。他
说：“当医生要努力解决患者的病痛，更多的
还是责任和奉献”。

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刻苦的钻研，他带领
团队实现了本领域多项区域内或国内“第
一”：耗时十多年成功主持研制“国人用得
起”的冠脉支架，成功创制我国首枚“可完全
消失”的冠脉支架，在国际上首创经心尖二
尖瓣夹合器，完成世界首例深低温冷冻消融
去肾动脉交感神经术、亚洲首例经皮异位三
尖瓣植入术……
去年，为解决疫情防控不方便到医院就诊

的问题，他心急如焚，率先开通了心血管远程
免费问诊；一听说医院组织第二批援鄂医疗
队，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在给全体学生的一
封信中，他说“在这次战役中，没有旁观者！”
“作为《内科学》主编，我熟悉每一个亚专科的
知识，我可以在会诊时提供帮助！”。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 ! !办公楼宇里的门禁、手机应用里的金融
交易、健康码背后的身份验证，“刷脸”在越来
越多生活场景里渐渐变成一种“习以为常”，
这背后是人脸识别技术的日趋成熟和落地。
从“区分”简单的几何图形，到如人眼一般“认
人”，再到从亿万数据中“寻人”，上海交通大
学特聘教授马利庄团队聚焦计算机图形学与
计算机视觉技术，十年磨一剑，在国家和上海
市科委项目支持下，联合腾讯、华东师范大
学、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构建了复
杂场景下的人物视觉理解创新应用平台，团
队《面向复杂场景的人物视觉理解技术及应
用》相关研究获得 !"!"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特等奖。

助力抗疫
点亮健康码!""亿人次
截至 !"!"年 (!月 (0日，健康码累计亮

码超 !""亿人次，覆盖 ("亿人口，累计访问
量破 %""亿。“亮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因为这张小小的二维
码背后代表着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轨迹和健
康状态。而团队的人脸识别与安全技术承担
着腾讯健康码“保真”的使命。

健康码需要进行活体检测和人脸比对，
完成登录验证才能获得，涉及庞大的人群在
各种复杂环境中应用。马利庄教授介绍，团队
基于光线活体的远程身份核实的核心技术让
不同手机摄像头在不同光线、场景下捕捉到
人脸信息，后台快速计算比对完成远程核实，
以此保障用户身份的真实性。“我们在世界首

创的光线活体检测模型，让验证过程变得简
单方便。用户只要对着镜头静止一两秒钟，镜
头就能捕获足够的数据，模型能聪明地避免
复杂背景的干扰，精准识别人脸特征。”马利
庄补充道。

!"!"年 !月 )日，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推
出腾讯健康码的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
等百余座城市陆续落地健康码的应用。在复
工复产阶段，人物视觉理解技术为线上线下
虚实协同提供支撑，技术应用于“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助力大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在线
办理缓交社保、租金减免等民生事务。

寻亲守门
让有温度的技术服务人
不局限于疫情期的应用，人脸远程核身

系统已稳定、安全地在微信支付、微众银行等
场景中应用，达到金融级安全要求。“金融支
付级人脸验证要比传统密码安全性更高，技
术误识率达到万亿分之一，通过率近 ))/，
这比普通银行 #位数字密码的安全性高出几
个数量级。”马利庄教授还提到，项目组构建
了国际首个在银行系统商用的人脸远程核身
系统，在国内首次将人脸核身技术应用于银
行的远程开户。
科技向善，更具温度，项目组构建的跨时

域人脸检索与分析系统，寻回各类失踪或被
拐卖人口共 ($"#人。许多孩子在襁褓中就被
拐卖，婴幼儿时期照片少且模糊，而团队首创
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协助寻回 (%名被拐
("年以上儿童，其中一位甚至跨越 (0年终

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疫情期的快速响应背后是团队十载潜心

耕耘积累下的技术实力。上海世博会“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的理念给马利庄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人作为城市的一个基本单元，科学最
终应当服务人，才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他
常常告诉团队里的年轻后辈和学生，知识归
根结底要为社会进步、人类发展服务。

从最初只有 #"/的图像识别精度，到超
越人类肉眼自然识别的 )$!，再到登顶世界
榜首的 ))&0/，在追求极致“计算机之眼”的
过程中，团队多年来在人脸识别、人体姿态估
计、复杂场景理解等技术领域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 (#%项、软件著作权 (%项，1***国际标
准 (项、国家标准 0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

篇（22345收录 $"篇）；围绕互联网升级与
智能化应用国家重大需求，马利庄教授领衔
的项目组与腾讯优图实验室展开深度产学研
合作，不断突破人脸表情理解、活体检测、跨
年龄人脸识别等技术瓶颈，荣获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卓越人工智能引领奖、上海市科技进
步奖等一系列卓越成果，并在国际各类公测
集上 (0次刷新世界纪录。
“面向复杂场景的人物视觉理解技术对

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智慧
城市建设尤为重要，特别是服务机器人、融合
51的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将得到加速
发展。这些领域不仅将服务普通家庭，而且将
带来万亿级新兴产业。”马利庄教授展望未
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技术能够服务国
计民生是令人欣慰的”。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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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洋山港四期码头 !6%"

米岸线上，第一排是高耸入云
的岸桥，其后是自动导引车，
加上后方堆场上的全自动轨
道吊，港区内车流不息，然而
繁忙的港口内却几乎空无一
人。作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
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
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四期自
!"($年 (!月开港以来，就人
烟稀少，毫无繁忙港口的样
子。但是，!"(0年 !"(万标准
箱，!"() 年 6!$ 万标准箱，
!"!"年 7!"万标准箱，一次
次“破纪录”的吞吐量，让世人
见证了“无人码头”的科技魔
力，更赢得了 !"!"年度上海
市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洋山四期码头总面积
!!6万平方米，设有 $个集装
箱深水泊位及 #(个自动化箱
区。设计年通过能力初期为
7""万标准箱，远期为 #6"万
标准箱。建设之初就以打造全
自动港口为目标，“无人码头”
最大的难点在于怎样构建自
动化码头“大脑”———智能管
控系统（1'89），它要求具有极
高的功能适应性、性能高效性
和运营可靠性。

对此，上港集团牵头集智
攻关，全面开展自主研发。项
目团队攻克了无人设备全域
感知、多体协同、多活并发等

核心技术，打造了全新的基于流程与数据
双驱动的分布式、可配置全域融合协同控
制架构和信息交互平台，创新研发了全新
的智能作业管控系统（1'89），解决了作业
时空多变等关键问题。这使洋山四期成为
中国唯一拥有“中国芯”的自动化码头，更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为持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从根本上

解决自动化码头技术领域智能化作业管控
系统“卡脖子”问题，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
和指导下，上港集团积极牵头承担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重
点专项共性关键技术项目，启动实施了“基
于大数据驱动的超大型集装箱码头智能化
作业管控技术”研发工作。
据介绍，项目将重点解决基于大数据

的码头全域协同优化与智能决策这一关键
科学问题，致力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和数字
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从而突破制约自
动化码头效率进一步提升的各类瓶颈。预
计到 !"!!年，项目将完成我国首个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大型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智能操作系统的升级研发，推进码头运
营效率再次大幅提升，实现整体桥吊平均
台时效率进一步提升 (":以上、单体码头
年吞吐能力进一步提升 %"/以上。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 ! !这是一位和“五脏六腑”打交道的科学家。他
曾发现，我们心脏的“供血库”———冠状动脉，不
全是在娘胎里就已经形成的，有一部分是在出生
后新长出来的。而当世界为“心脏干细胞”而争论
时，他利用双同源重组酶介导的谱系示踪技术给
出了答案———哺乳动物成体心脏心肌干细胞并
不存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研究员周斌凭借“器官发育与再生中细胞起
源与命运”的研究，获 !"!" 年度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冠状动脉有两种起源
关于冠状动脉的起源，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胚胎期。领域内普遍认为，出生后的冠状动脉
血管就是来源于胚胎期形成的冠状动脉血
管———但这仅仅是假设，未获严格论证。

周斌研究组运用追踪细胞起源及命运的遗
传谱系示踪技术，在转基因小鼠中论证这一假设
的真伪。他们发现，冠状动脉的生成先后有序：心
室壁外侧的冠状动脉血管来源于胚胎发育早期
生成的血管；位于室间隔中的冠状动脉血管是在
胚胎发育中期形成的；心室壁内侧的冠状动脉血
管是在出生后新生成的。
“在这个发现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出生后心

内膜转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正是基于此，人出
生后冠状动脉血管才能迅速、高效地增殖，从而
为心脏提供充足的血流灌溉。”周斌告诉记者。这

一发现为先天性心脏病的诊疗、心肌梗死血管的
再生治疗和体外人工心脏血管的生成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

成体心脏干细胞不存在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和分化能力的多

潜能细胞。换句话说，人类患病是由于体内某一部
分细胞出现不正常的病变或者死亡，而通过干细
胞的移植，可以再生健康的细胞，填补这部分的空
白。这其中，用干细胞来修复心脏的各种损伤曾带
给人们无限想象。可现实又是怎样的呢？
在 !"(#年初，周斌研究组在《细胞研究》上发

文，揭示 ;<=>?阳性细胞在心脏生理稳态和损伤修
复再生中主要形成冠状动脉内皮细胞，但很少贡
献心肌细胞。随着研究深入，周斌研究组发现，成
年小鼠发生心肌梗死后，内源性的非心肌细胞不
会分化形成心肌细胞。“虽然这是基础研究，但对
临床治疗还是有指导意义的。”他说。
在这项研究中，周斌课题组开发了新的示踪

技术———双同源重组酶介导的谱系示踪技术，不
仅能够更准确地标记体内的细胞，还能做到追
踪所有被提出的干细胞群体而不仅仅是某一种
细胞。

自 !"("年归国后，周斌长期耕耘于“细胞命
运”领域的基础研究。去年，他还因在谱系示踪技
术方面的成果，被授予第二届科学探索奖。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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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 ! !双同源重组酶介导谱系示踪技术能追踪

所有被提出的干细胞群体

! ! ! !在广域宽带通信领域，由于无线信道
干扰复杂，限制了通信的广度与速度，现
有通信范式难以同时满足广域宽带的
需求。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
员周婷在“干扰抑制和时延可控的专网
无线通信关键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荣获 !"!"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海上及沿海地区，由于气象因素经

常出现大气层产生类似光纤的波导效应，
让无线电波以极低衰减传播数百公里，带
来大尺度的上下行同频干扰，严重限制了
站点覆盖。”谈及研究起因，周婷介绍。

面对这些挑战，周婷领衔的课题组开
发了超远距无线干扰建模技术、高可靠时
延保障中继技术以及异构网络负载均衡
能效优化。“应对由气象、地形因素造成的

大气波导超远距无线信号干扰，我们发明
了基于无线电气象学的干扰电波传播模
型。”周婷表示，“此外，针对专有异构网络
中负载和拓扑动态变化、用户服务体验与
系统能量效率难以同时保障的难题，我们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基于空间投影约束的
联合用户配对和功率分配方法。”

记者了解到，相关研究成果已应用于
南水北调中线局、中远海运、中国铁塔等
公司的专网建设与系统设备；此外，本项
目的多项共性技术成果也由项目合作完
成单位东方明珠应用于杨浦、虹口、普陀
等区域的新型城域物联专网建设部署，覆
盖小区超过 !"""个，接入物联感知设备
超过 !6万端，为申城“一网统管”需求的
“自动发现”提供了强力支撑。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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