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海洋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带来新视角

应对蛋白质缺口
南极磷虾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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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科学家是

谁？很多人会说是爱因斯坦。他的

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是现代物理

学的基石。百年后，物理学家们一

次次证明了他设想的理论。可是，

再伟大的科学家终究也有“没有完

成的任务”，他曾道出此生的遗憾：

“我想知道上帝到底是怎样创造世

界的，不过我对这种或那种现象、这

个或那个元素不感兴趣，我只是单

纯地想知道他宏大的构思，除此之

外都是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

所谓的“上帝的构思”，其实指

的是现代物理学最终极的目标，代

表着人类对自然规律最完美的理解

和诠释。为此，爱因斯坦将全部的

精力和心血用于寻找万物理论，但

直到临终也没能完成心愿。

然而，爱因斯坦的遗憾或不仅

于此。有心人发现，他亲手带的学

生寥寥无几，更没有大师出现。这

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爱因斯

坦有几个得力的学生，当他们的思

想挑战超越老师时，那么，人类破解“上帝的构

思”是否更进一步呢？也带来了一个更深的话

题：一个人再聪明，不可能单打独斗完成创新的

全过程，培养人才是创新的重要一环。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该校    级新生开

学典礼上说道，“同学们不仅要学会创新，更要

学会持续创新。”“从 到 ”的突破，不过是长期

积累后的蜕变；“从 到  ”的应用，仍然离不开

千百次的试错和改进。而持续创新需要新鲜的

血液，不仅仅是靠一个最强大脑。

因此，大家都盯着科技竞争的时候，除了关

注一个个落地的科技成果之外，更该关心核心

创新能力，人是关键。我们需要科学家，更需要

年轻人内心具备那种“干细胞”造血的创新能

力，因为他们才是未来，主动塑造更新自己的知

识结构，进而更好发现新知识、解决新问题。

位于张江的中科创星打造“超前孵化”和“深度孵化”新模式

上大科研团队开发
穿刺手术“导航仪”

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微创手术逐

渐成为现代医疗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在射频

消融和活检等穿刺手术领域。传统的穿刺

手术通常需要医生依靠术前拍摄的CT或

MRI影像来判断病灶位置，进行“盲穿”。由

于穿刺过程中无法可视化体内情况，整个穿

刺过程中，医生需要多次进行CT扫描，来确

认穿刺位置是否准确。这不仅增加了手术

的复杂性，也可能给患者和医生带来了过多

的辐射暴露。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上大研发团队着力

打造了一款无标记的光学导航经皮穿刺手

术机器人系统。这一系统将双目视觉系统、

结构光视觉系统与穿刺引导机器人相结合，并

辅以一套先进的手术导航软件，为医生提供全

方位的手术导航支持。

据介绍，该光学导航经皮穿刺手术机器

人系统在技术上具有显著的优势：首先是无

标记手术注册，彻底摆脱了传统需要辅助工

具定位的局限，医生无需进行复杂的操作，

系统能够快速识别患者的身体位置，大大提

高了手术效率。同时，系统能够兼容CT、

MRI等影像数据，并适用于头部、胸部和腹

部等不同部位的手术，拓展了它在微创手术

中的应用场景。此外，系统中的机器人能够

执行精确的穿刺操作，减少医生的工作量，

降低患者和医生的辐射暴露，并提高穿刺的

精准度和成功率。

此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等结成

长效的“学—研—用”战略合作联盟，联合开

展研究攻关，目前已经成功应用于多种临床

试验。 本报记者 张炯强

“硬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上有N种

轨道，有人直接转让技术成果，有人自己

当CEO掌控公司，还有人选择只占小股

份寻找运营团队……米磊想的是，科学家

通过短期学习不太容易直接转型，一个完

整的创业团队才能够互补。

“硬科技”创业需要兼具科学家精神和

企业家精神的团队，最好是科学家搭配产业

背景的CEO。当一项技术进入产业时，对产

业需求的把握，对产业链的熟悉程度、产业

落地能力、企业的管理能力，都是需要训练

和培养的。

十年前，中科创星依托中国科学院西

安光机所，构建了以“研究机构+早期投

资+创业平台+投后服务”为一体的特色鲜

明的科技创业生态体系。对早期科技项目

的全力支持，真正助力“硬科技”企业的投

资孵化，助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科学家创

业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也为“硬科技”创业

创造了春天。

每次有热点行业新兴时，总能发现中

科创星都早已身处其中，并进行了前瞻布

局。2013年，中科创星就开始布局光子技

术，2014年开始投资光电芯片和半导体，

2015年开始投资商业航天，2016年开始投

资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2017年开始投资

新能源，2018年开始投资量子计算，2019

年开始投资储能，2020年开始投资大飞机

产业链，2022年开始投资可控核聚变。而

中科创星的脚步，也从西安到北京，再到长

三角、大湾区……

去年底，中科创星成为上海首批高质量

孵化器之一，将在上海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

“中水区”和“深水区”。在市科委、浦东新区

等指导支持下，中科创星与张江集团深度合

作，通过组建硬科技一体化基金、深度孵化

基金、共建孵化载体等形式，建立长效合作

和接力孵化机制，实现项目信息共享、特色

活动打造和专项政策支持等，共同打造“0—

1”的未来技术原始创新策源地和“1—10”的

“硬科技”产业承载区。

本报记者 马亚宁

近日，上海海洋大学的赵勇教授团队

在食品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食品科学与

技术趋势》（TrendsinFoodScience&

Technology）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科研人员

详细探讨了南极磷虾蛋白的提取技术、功

能特性及其在营养健康和商业价值中的应

用前景，为全球蛋白质供应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新的视角。

“现阶段，随着全球人口的迅速增长和

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有预测指出到2050

年全球对蛋白质的需求将翻倍。新增人口

带来了巨大的‘蛋白质缺口’。这一增长趋

势迫使食品行业需要探索更多的食物来源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赵勇表示，南极

磷虾作为海洋中一种富含蛋白质的生物，

其总生物量约为3亿至5亿吨，具有成为新

型优质蛋白质来源的巨大潜力。

南极磷虾蛋白质（AKPs）的生物价高于

其他肉类蛋白质和牛奶蛋白质。此外，

AKPs含有全部必需氨基酸，并且氨基酸组成

与人类需求高度吻合，具备成为新型优质蛋

白质来源的潜力，“想要有效提取和修饰

AKPs有一定难度。由于磷虾尸僵后体内的

内源性蛋白酶系统的紊乱严重影响蛋白质完

整性及功能特性，限制了其在食品工业中的

应用。因此，研究如何有效提取和提高AKPs

功能特性，并解决其在应用中的挑战，成为

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

研究还进一步剖析了AKPs修饰技术

研究进展，“我们发现，通过物理、化学改性

手段可以显著提高AKPs功能特性，如溶解

性、凝胶特性和乳化特性等。此外，AKPs

通过适当的蛋白酶处理得到的水解物（活

性肽）展示出强劲的生物活性。因此，采取

适当的修饰技术可以扩大AKPs在食品工

业中的应用范围。”赵勇对南极磷虾成为优

质蛋白质来源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郜阳

科创 速递

科技，推动着人类的发展勇往直

前。这其中，例如蒸汽机、电力、航天飞

船、集成电路等，是对世界产生巨大的价

值和影响的极少数，但其推动力却远超

其他技术。这就是硬科技！中科创星创始

合伙人米磊是“硬科技”理念提出者，组建

了专注于“硬科技”的双创平台，搭建了科

技创业孵化生态体系，创建“硬科技创业冠

军营”，倡导发起了专注于“硬科技”的早期

风险基金，主导孵化投资源杰科技、驭势

科技、曦智科技、本源量子、中储国能等

硬科技企业。

曦智科技2018年成立于上海，是世

界上第一家利用硅基集成光学网络进行

人工智能计算的芯片设计研发公司。在

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中科创星就现身投

资，孵化这家未来的光电混合计算领军

企业，早过上海科创基金、峰瑞资本这些

知名资本掀起的A轮融资。坚定的慧眼

识珠来自于，中科创星坚定地看好光芯

片发展前景。而成立于2022年5月的上

海翌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科创星在

其创立4个月之后，就启动了天使轮领

投孵化。

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翌曦科技完

成了国内首台全自主设计、制备的二代

高温超导电阻型限流器。勇于开启“萌

芽孵化”，只因中科创星看好了它的颠

覆性“硬技术”——翌曦科技将加强超

导技术的落地应用，推动超导磁悬浮产

业、医用MRT&CT产品、重离子加速器

产业、核聚变应用的商业化落地。

有中国版“星链”之称的“千帆星座”首批18颗组网星发射升空，首秀背后
一串长长的投资机构名单中，中科创星四个字也“星光闪耀”。这家位于张江
科学城的高质量孵化器，追着“硬科技”跑，无论这些“硬萌芽”是多小、有多
早，中科创星都在用“超前孵化”和“深度孵化”新模式，致力于打造未来产业
的增长极，已累计对超过470家硬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其中90%以上为早期创
业的中小企业。

搭建 科技创业孵化生态体系

勇闯 科技成果转化“深水区”

▲

上大研发的光学导航

经皮穿刺手术机器人系统

刘晓晶 摄

助推成果转化
投早投小更投“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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