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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月球科研基地
2030年前后，我国将进行载

人登月和月球科研基地建设。

第十九届未来工程师大赛航天

设计师项目围绕国家嫦娥工程

“探、登、驻”三个阶段计划，在

去年月面可移动实验室的基础

上，让学生设计并制作“月球科

研基地”。

上海市青浦高级中学的蔡孜

忱同学设计的“广寒新居”，通过

“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利用月球

资源为科研基地供能；还以航母

的电磁弹射装置和电磁炮为灵

感设计“电磁轨道加速器”运输

月球矿物。上海市静安区教育

学院附属学校的李秭熹同学设

计制作了“长期驻月科研基地

——广寒宫”，能承载50位航天

员长期驻月生存、实验等日常所

需。作品结合单片机和软件编

程，能情景化动态展现月球生命

区的温湿度值、火焰及烟雾传感

器值、宇航员生存需要供给的热

量、氧气、水值等信息，是一座生

态良性循环，适宜长期驻月的月

球科研基地。

探求欲激发“新产品”
大赛作为工程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的载体，从实际需求出发，以

问题为导向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实

践。上海市徐汇中学的王潇同学

为上班族设计了一款智能水杯。

它有设置饮水量、定时提醒喝水、

测量水温等功能，造型以叶片姿

态类比“缺水程度”，新奇而可

爱。杯子的使用者是谁？什么形

状合适？需要什么功能？要用什

么软件物化作品……设计过程

中，为了逐一解决这些问题，他做

调研、画草图、学建模、查资料。

3D打印误差造成插件无法安装，

他就用砂纸手工打磨；进度慢且

仍有误差，会影响带动叶片摆动

的齿轮，他就尝试用电子螺丝器

小心转动。颁奖会现场，王潇带

着他的作品与首届未来工程师大

赛的优秀参赛代表董骁骏进行了

互动交流。

结构工程师项目要求学生以

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设计一款兼具

实用功能又具有个性造型的真实

尺寸比例的轻量化座椅。上海市

民办嘉宜初级中学的何晚菁以中

式圈椅为灵感，设计了一把既具有

中国传统美学意义，又充满现代科

技元素的轻量化座椅。中式经典

圈椅典雅的造型和简洁流畅的线

条，给了她创意的灵感，而广泛使

用在航空航天器上的蜂巢结构设

计则让她的想法得以实施。如何

减重、如何确定尺寸、如何利用设

计软件勾勒想法……20多个问题

推进了设计进程。

是起点也是加速器
曾经的未来工程师，如今已成

长为真正的工程师和各行各业的

创新人才。从大赛成长起来的未

来工程师们，有的成长为出色的工

程师，有的从单片机开启航天梦，

有的由此对未至之境的探索深深

着迷……未来工程师大赛既是起

点也是加速器。

第六届上海未来工程师大赛

选手赵欣浩，他回到母校上海大学

附属中学担任物理学科和学生科

创社团指导教师。结缘大赛而种

下的科创种子已生根发芽，赵欣浩

在许多的“第一次”中发现了工程

的魅力，也明确了学习方向和志

向。目前在云南支教的他，希望将

科学知识和工程实践带给更多学

生，以亲身经历引领学生感受工程

活动的魅力。

第七届大赛选手陆胜寒从清

华大学本硕毕业，目前从事人工智

能技术开发。他说正是上海未来

工程师大赛，令他破除了面对未知

的恐惧，明白了无数次创新是对未

知的挑战。而现在，他将无畏困

难，尝试用人工智能为提升效率和

解决实际问题寻找“最优解”。

如今，新一届的未来工程师大

赛，又为孩子们准备好了全新的创

新风暴和动手空间。改建“数智公

话亭”、为城市物流设计制作智能

物流机器人、制作月球科研站基本

型的舱段对接装置……第二十届

上海未来工程师大赛将带领青少

年探寻工程技术新势力，通过七大

工程师系列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

象力、探求欲，鼓励学生解决工程

技术问题。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动手做“从娃娃抓起”
上海“未来工程师”培育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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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研论文”变成“一流新药”
申城首个高校作价投资入股生物医药科技初创企业提交临床试验申请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如果科学家做基础研
究只为发表论文，那国家投
入巨大科研经费意义何在？”
主持了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和科技部重点重大项目，
在国际主流期刊发表近百
篇研究成果，“科研真正的
‘出口’在哪里”却始终是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刘
俊岭难以放下的思索。
得益于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成果转化机制改革，
院企携手搭建平台，刘俊岭
教授终于找到了那个“出
口”——他创办第一家上海
市高校作价投资入股生物医
药领域科技初创型企业——
上海循曜生物，亲自带领团
队穿越新药研发“死亡谷”，
要将“科研论文”变成“一流
新药”，研发中国人的原研
药。近期，循曜生物迎来了
第一个里程碑——研发十
年之久的肺纤维化项目
（SV001）提交了临床试验申
请。这也意味着，这项科研
成果已在“越谷”的路上跨
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颗初心
启动转化引擎
多年前的一个“意外”有望为

平均生存期只有3—5年的肺纤维

化患者带来生的希望。2011年，课

题组发现把一个源自血液系统的

靶点在小鼠体内敲除后，虽然小鼠

没有在血液系统具有任何表型，但

老年鼠居然出现了自发性的多器

官纤维化、皮肤疤痕增生、消瘦等

奇怪的现象。抓着这个线索，刘教

授带领团队构建人源化小鼠、打磨

动物疾病模型，设计并施行了大量

巧妙的机制机理验证工作，在全球

首次提出了这个靶点在纤维化疾

病中的重要作用。

而干预这个靶点，可以使各器

官导致纤维化的无序“疤痕增生”

停止下来甚至逆转。基于这个令

人惊喜的意外发现，他带领团队的

青年科学家们从无到有打造了分

子筛选平台和验证平台，从靶点发

现和机制验证，一步步进化到让靶

点可成药。

“当基础科研没有了应用前

景，没有转化为可以造福人类的手

段，这样的科研是失败的。”刘俊岭

教授在出凝血领域完成许多突破，

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8项，获得

研究经费3000余万元，还获得了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初心驱动着刘教授不仅在出

凝血疾病发病机制的基础研究中

寻求突破，更是让他一头扎进了科

研转化长达20余年，即使在高强

度的工作和压力中病倒，他也更坚

定“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把国

家科研经费转变为服务于患者的

医药技术，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科

研实力，看到中国人也能做出好

药，让中国人民也能用上好药”的

决心。

“兼岗创业”
让科研落地

近几年，交大医学院不断探索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通路。从政

策到实践，交大医学院努力地为教

授们的创业打通壁垒，更为教授们

的科研成果提供出口与对接资

源。2020年，医学院和上海医药集

团共同成立“上药-交医创新成果

孵化平台”，为快速推动成果转化

提供全链条支持，孵育多个成果转

化项目。

有了前期主动迈一步的转化

工作，刘俊岭教授团队的肺纤维化

抗体及多个出凝血项目在路演中

脱颖而出。2021年，在医学院和上

海市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联合上海

医药集团、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基

金，刘俊岭教授带领团队开始了

“兼岗创业”——成立上海循曜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约1.76

亿元。这家公司也成为上海市首

个由高校和教授共同以无形资产

作价入股的生物医药科技型初创

企业。

耐住寂寞
跨越“死亡谷”
原研药，尤其是全新靶点的原

研药（First-in-class）研发漫长而艰

巨，从实验室到临床试验阶段需要

跨越“死亡谷”。这一阶段包括了

靶点发现和验证、先导与候选分子

的发现与改造、分子从实验室小试

到中试再到产业化的放大、分子在

动物体内功能及安全性的验证，再

到人体药效的确证，每一步都充满

了艰辛，周期极长、成功率极低。

长产业链、复杂的学科交叉、基础

科研与产业化以及市场的鸿沟，都

需要既懂科学和技术，也懂产业和

市场的团队共同参与。而这一步，

刘俊岭教授的团队已经作好准备，

走出实验室，踏出舒适圈。

如今除了刘教授自己，几位弟

子也是交大医学院优秀且高产的

青年研究员，同样加入了兼岗创业

的队伍，团队占股29.75%。通过经

年累月的积累，这一支科研团队锻

造出源于基础科研、对接临床研究

能力，为跨越“死亡谷”护航、提速。

目前，循曜生物还建立了酶促

大片段基因合成文库、蛋白拼接技

术和小核酸药物递送等技术研发

平台；除了原有的5个管线以外，

还有多个创新项目正在布局与探

索之中，更多拥有高技术壁垒的创

新药物分子正在向临床应用的道

路上扎实地推进着。

国家和大学的有利政策环境、

上海成熟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基础

都令刘教授感受到，这是未来生物

学转化大放异彩的开始，更是科学

家创业的最佳机会。生物医药领

域的科学家将在论文之外为社会

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感

应薪火相传，“科研人员要耐得住

寂寞、守得住初心，积极把握科研

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的好时机，把

所学所识转变为能够满足临床需求

的治疗手段，才能有助于中国从医

药大国走向医药强国。”刘教授说。

本报记者 易蓉

为创建工程技术教育
的良好生态，打造工程技
术人才培养新高地，在上
海有一项已经坚持了19年
的青少年“动手做”大比
拼。昨天下午，第十九届
上海未来工程师大赛在徐
汇中学颁奖。大赛内容涉
及结构、建筑、机械、电子、
软件工程、航天、工业设计
等，吸引了全市5万余名中
小学生积极参与，经过区
级选拔推荐，来自16个区
的906支参赛队入围市级
决赛。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刘俊岭（左一）始终在寻找科研的“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