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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的

成功发射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又一重大突
破，标志着我国向宇宙深空探测迈出了

坚实一步。“火”的背后，有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八院 812所这样一支以党

员为骨干的团队在挥洒汗水、默默付出，
他们渴望浴“火”重生，他们是火星环绕

器众多默默的缔造者之一。

“量身定制”对付花样难题
八院 812所火星环绕器总装团队在

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长期奔波于上海、

北京和文昌三地，平均连续出差时间都
超过 200天。

火星环绕器的 12套机构和各式花
样展开，由 812所首次独立承担，而定向

天线展开项目是难中之难，面对全新的

挑战，火星环绕器总装团队用航天人的
智慧将难题迎刃而解。火星环绕器上的

定向天线由于口径很大，大大压缩了其
下方压紧杆安装的可操作空间。身为主

任工艺师的张则梅细心地发现了这个问
题，为了降低总装操作人员的操作难度

和质量风险，她主动与操作人员一同进
行技术探讨。经过一系列“模拟演练”和

“实战演习”，她大胆创新，成功为操作人

员量身定制了辅助工艺装备，化解了安

装难题，规避了质量风险。
环绕器总装就像雕刻一件艺术品，

不仅要有点石成金的技术功底，还要有
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定向天线需要同

时安装在 3个不同角度的平面上，且 3

个平面的安装点间隔较远，安装过程中

这 3个面还要同时保持贴合状态，这在

812所卫星总装历史上尚属首次，操作
人员反复装调均无功而返。型号指挥曹

勇立即组建临时工艺攻关小组。专业工
艺师侯鹏带领技能人员日夜奋战，在总

装工位上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通过三
维模拟尝试了多种操作方法，利用激光

跟踪仪的精度测量，反复调整安装位置，
终于在 48小时后将定向天线精准装星，

保证了任务顺利进行，同时将工艺方法
和流程固化沉淀下来，为其他型号提供

借鉴和指导。

80后成为环绕器总装担当
火星环绕器总装团队 80后居多，他

们靠着过硬的作风和技能，从一个个“新

手”成长为总装团队的中坚力量。火星环
绕器总装主岗王利民，近 3年的时间几

乎都出差在外，兢兢业业投身火星探测

任务。3年多时间来来回回去了首都多

次，没出门逛过一次街，连北京烤鸭的味
儿都没闻过。

同为 80后的王克寒是卫星型号线
上的老调度了，体重近 200斤的东北大

汉愣是在“摊上”火星环绕器后瘦成了
“闪电”。今年 3月即将出征的前夕，他在

所超市里买了 4袋大米、3桶食用油和 3

桶酱油，同事们都很诧异为什么一次性
买这么多，他憨厚朴实地说，“这不是要

进场了么，一去就是要 4个多月，给家里
多备些粮食，我不在家，老婆带两个娃逛

超市不方便。”大家都在心里默默地点
赞。型号线上他将任务计划安排得井井

有条，火星环绕器任务节点没在他手里
耽误一次，对于自己的小家他也会在出

差前尽量做到最好。 本报记者 叶薇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美丽

的炫彩极光，可爱的南极企鹅，酷
炫的“雪龙 2”号，神秘的南极大陆

每天上演怎样的科考探险故事？7

月 24日至 26日，以探秘极地为主

题的 2020新一期“科学之夜”专场
活动登陆中国航海博物馆。

本次“科学之夜”中国航海博

物馆专场主题为《相约临港 探秘
极地》，由上海科技节组委会办公
室指导，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科

技会展有限公司、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彩虹鱼深
海科普体验基地联合主办。走进博物馆一楼亲水

平台，观众们可通过打卡合影、互动游戏、看大
片、听讲解等各种方式，与南极来一场“近距离”

接触；来到冰川、冰晶、极光、雪龙号等大型照片
合影墙，观众身临其境“登陆南极”，收获独特的

“极地记忆”。有意思的是，“科学之夜”还将电影

院“搬”进了博物馆，观众可以观看到院线难得一
见的极地大片《中山》和短片《向南，南之南》。

疫情特殊时期，3天 8场次的“科学之夜”中
国航海博物馆专场活动，通

过线下＋线上直播形式为观
众提供了更好的参观体验与

多样的参观选择。下个月，在

上海科技节举办期间，“科学

之夜”专场活动将进一步走
入上海中心以及全市多个科

普和城市地标，为更多观众
带来玩转科学的奇妙之旅。

气道送入 新生了肺泡结构
干细胞因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和分化

能力，有望用于上百种疾病的治疗。但这些

“种子”如何保持稳定、安全，又如何再次融
入人体发挥效用？这些问题使得干细胞治

疗研究在近 20年内一直处于生命科学领
域的焦点。大约 7年前，在美国诺奖得主实

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左为意识到，相比

基础研究，聚焦疾病的干细胞应用型研究
更为迫切，于是他请辞，然后奔赴干细胞专

家弗兰克麦基翁在新加坡的实验室，开始
肺脏干细胞研究，希望为全世界上亿肺损

伤患者带来帮助。
当时团队完成肺干细胞分离和大规

模增扩技术，但这些“种子细胞”怎样才能
“到达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仍然是未解

难题。突破性进展在一次突发奇想中发
生———左为想到，既然空气是从气道进入

肺的，何不将肺干细胞也通过气道送入
呢？两周后，他惊喜地发现，显微镜下的肺

切片呈现大量干细胞荧光点，试验流感小
鼠的体内新生了很多肺泡结构！这项重大

发现于 2015年在《自然》发表时激起千层
浪，引发临床期待。

生根发芽 从实验室到临床
“这项技术什么时候能用到人身上？”

“我的有生之年或许看不到了，这要看 Wei

的了。”左为至今清

晰记得当年媒体会
上记者与导师麦基

翁的对话。从创新源
头到一款药物的上

市往往要经历几十
年的漫长研发周期，耗费

巨大，但一想到这些进展距离疾病
治疗更进一步，左为深感肩头责任。

“国内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加上近几年
重视科研，特别是生物医药领域有很多改革

和政策支持，我想这或许是最好的时代机

遇。”于是他登上新加坡到上海的航班，回国
加盟同济大学。实验室团队活跃、高产；与此

同时，肺干细胞一类新药药品研发生产的吉
美瑞生创业团队也搭建、发展起来了。基础

研究与成果转化双轨推进，多项国家干细胞
临床研究备案项目陆续发起，左为团队与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上
海市东方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等多家
顶级医疗机构合作，开展基于支气管基底层

肺干细胞的探索性临床研究。
“传统的治疗方式就像做减法，例如杀

掉细菌；肺再生则是做加法，重新搭建一个
组织器官。但再造一个系统是极其困难的，

需要突破技术、保证安全。”克服重重困难，
团队完成全球首例人类肺脏再生移植，将

患者支气管干细胞进行体外扩增再移植到

病灶部位，成

功修复替代
损伤的肺部

组织。这项转
化医学研究成果

也入选 2018年度中国

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

再生医学 是“定制”也是普惠
获批之后，这项技术将从探索性研究

走向规模化试验，这一产品也将进入标准

化、规范化的试产。该制剂以支气管基底层
成体肺干细胞为来源，通过患者自体干细

胞“定制”制剂，可以再生肺泡，直接改善肺
部血-气交换功能，同时拮抗成纤维细胞的

增生，以此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

在“前人未至之地”耕耘，鲜有能够借
鉴的经验，但左为仍然坚持要走完从原始

创新到药品开发的全过程，就是为了全面
为这项事业提速。“我们在人体身上验证过

了，安全性、有效性都是可靠的。另一方面
我们也很明显感受到国家干细胞技术监管

的分级管理生态对行业发展的促进，监管
部门正帮助我们这样的团队改进工艺和管

理，审批流程也大大提速，一批中国最优质
的干细胞产品正在崛起。”左为乐观地表

示，预计这款新药大约在 2-3年后或可有
条件上市。

相关技术还有望

用于新冠肺炎患者肺纤维化的后续治疗，

此前团队针对新冠重症治疗的药品研发也
获得国家药监局的紧急审批，但随着疫情

控制重症患者数量减少，这项研究暂缓。但
团队还尝试利用干细胞重生肺，通过模拟

带有不同特征的肺脏微器官来测试哪类人
群更具易感性，争取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多

科学信息支持。

“我们必须加快研发进度，控制研发成
本，做出标准化产品真正惠及患者。”在左为

教授的微博和吉美瑞生的微信公众号里，常
常会有肺病或肾脏病患者针对新发布的研

究进展留言，言语间流露着期待和迫切，这
些文字对他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从科学

的角度来看，从器官发育的角度来说肺脏和
肾脏很相似，都是树状的结构，所以我们发

现许多机理都相通。”目前团队也正攻关肾
脏疾病的干细胞治疗研究，已发现两类肾脏

干（祖）细胞有较强的修复作用，已进行药学
研究和动物实验，计划今年启动第一个肾脏

干（祖）细胞移植的临床试验。
“再生就是发育的重演，成年之后的发

育就是再生，而个体发育也是物种进化的
演绎。生命真是精妙而神奇的，再生医学的

研究有许多有意思的未解之谜，等待我们
去探索。”左为说。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陈蕾

环绕器总装担当
奔波三地化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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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

自体干细胞“定制”制剂
可再生肺泡

同济团队原创新药
获药监局批准
将进入临床试验

“播”下
新生的“种子”，损伤的

肺部就能再生、修复，早、中期特
发性肺纤维化有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专项首
席科学家、同济大学医学院左为教授
团队主导研发的“REGEND001细
胞自体回输制剂”日前获得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准，意味着这
款原创新药（First-in-class）的研发
正在提速，它也将成为全世界第一

个获批进入临床的肺
干细胞产品。

■ “科学之夜”吸引了不少观众 采访对象供图

■ 肺干细胞新药生产车间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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