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上护目镜、口罩，穿上实验服，上

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林柏
霖课题组研究生吕飞逸、徐路燕和王泽

凤走进实验室，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进入“毕业倒计时”，三人选择留校度过

这个特别的假期，追赶因疫情逝去的时
间，也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拿起一块色彩斑斓的钙钛矿，放在
灯光下仔细端详，吕飞逸告诉记者，这

是他的主攻方向。“这种新型环保材料

也是当下研究的热门方向。”受疫情影
响，去年的寒假格外长，让这个河南小

伙很不适应。如今，他格外珍惜时间做

实验，还抓紧时间修改有些被耽误了的

学术论文。
徐路燕的本科专业是纺织材料，大

三参加了上科大的夏令营，就下决心留

下来。用她的话来说，这是个完美的做

科研的地方。读研后，她“转行”开始了

药物化学的研究。疫情期间，她也和学
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团队一起，开

展新冠药物筛选的工作。“有些老药对
新冠病毒有效，但作用机理并不是很清

楚，我们要做的就是解析老药新用的作
用。”目前，研究也有了进展。“做科研，

心情真的是一天晴一天雨。”她笑着说，

“这取决于当天实验得出的结果。”
三人的导师林柏霖教授，今年同样

留校过年。他的研究方向始终坚定：解

决碳排放带来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去年
“被减”了几个月时间，对毕业生来说很

有可能要延迟一个学期毕业。和有些学
科可以在家开展理论研究不同，他的课

题组前进需要实验数据的支撑。作为导
师，他正和学生将逝去的时间追回来。

本报记者 郜阳

他们要追回被“减掉”的时间

    春节期间的校园已不见往日的热

闹，依托于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楼
内，依旧灯火通明。这里是我国纤维和纺
织材料领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青年特聘专家王刚研究员正和他的团
队伙伴探讨印刷晶体管项目的进展。

电脑屏上闪过一组组数据，科研人

员认真地分析记录，远离了新年欢庆的
热闹。王刚的老家在山东枣庄，多年没回

老家了。今年科研任务较重，同时也是响
应号召，他的牛年新春仍在实验室里度过

了。“科研就是一个残酷的竞赛，我们必须
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利用假期加快进度，

尽快做出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实际上，从去年项目团队成立以来，

王刚的科研工作就一直没有停过，每天

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目前，王刚团队
正在积极研发印刷晶体管和半导体纤维

的项目，未来将可应用在可穿戴传感器
以及柔性逻辑处理器等方面。你知道未

来的手机，不仅能折叠，而且能化身织
物，变成衣服的一部分吗？目前，这是全

球通讯技术主攻的难关，而这，就是王刚

团队要突破的基础领域。
和王刚一样，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副院长廖耀祖今年也在实验室
度过春节。他的团队近 30人，近一半青

年教师和学生留在上海，继续在实验室
科研攻关。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产学

研协作研究，比如围绕导电聚合物，与华
为终端公司合作，开展抗静电耐脏污织

物研究；围绕共轭微孔聚合物，与腾

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可穿戴
柔性储能器件研究等。不能回老家江西

过年，廖耀祖说：“今年是我母亲 60 大
寿，就在这里跟她说声‘生日快乐’吧！”

周家良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的一名博士后，在朱美芳院士团队

里从事防护服材料研发工作。今年春节，

所在团队里 30 多名科研教师基本上都

没有回家。早在去年年初疫情暴发，整个
团队就开始攻关防护服研发任务，周家
良也参与其中。最终防护服研制成功，为

一线医护人员提供了有效保护。“我们希
望在材料研究上更进一步，在人体防护

领域能做得更好。”
本报记者 张炯强

“直面竞争 我们必须加快进度”

    当家家户户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

吃着团圆饭时，位于北翟路 2901号的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实验室也灯

光闪亮，十几位春节不离沪的科研人员
相聚在这里。只是，大家团团围住的不

是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而是一个个玻
璃试管，一个个培养瓶，一盘盘培养皿。

明净透亮的玻璃器皿里，生长着一株株

翠绿挺拔，却细若发丝的水稻幼苗。它
们正是每一口香喷喷米饭的前半生，守

护着它们的实验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灯火通明。

“你看，这株水稻的抗旱基因分子
标记物表达在细胞核里”“在这片烟草

叶里，闪烁绿光的就是某个高产蛋白在
表达”……位于中心二楼的一间实验室

里，紧闭的窗帘隔离了这座城市弥漫着
的春节烟火气。三位没有回家乡过年的

青年博士身着白大褂，正凑在一台电脑
前面，聚精会神讨论着荧幕上刚刚成像

的科研植物“CT片”。这个新年假期，几
位博士生活节奏出奇地一致，年夜饭聚

在一起吃个食堂，“春晚时间”就泡在实
验室里。其中一位熊博士是湖北人，去

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闷在武汉家里
无法返沪，远程坚持着紧张的科研项

目；今年春节，新冠疫情还在，他又闷在
上海实验室，依然进行着和去年一样的

研究课题。
对于水稻育种来说，两年做着同一

个实验，实在太正常了。“十年磨一剑”
就是日常真实。“所以，育种科研更需要

每日必争。”实验室负责人陈亮不无感

慨地说，传统水稻种植是靠田间地头的

“看功夫”，凭经验看哪株水稻长得高长

得壮，哪颗稻穗不怕热耐干旱。再经过
一年年种植，一代代选拔，最终选出良

种。而如今，育种实验室里就能定位优
势基因如何表达，通过追踪分子标记

物，既能追根溯源良种的基因密码，又
能通过破解的基因密码，找寻良种选育

的快速通道。

“就算是快速，也要至少三五年，才
能让一株水稻获得一个优点。”陈亮说，

中心实验室有 50多位科研人员，在首
席科学家罗利军的带领下，正开足马力

开展各项基础研究，从分子、基因等层
面，破译上海原创节水抗旱稻各项优异

表现的科学机制。目前，团队已经在水
陆稻遗传分化、避旱性和耐旱性分子机

制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初步阐释

了节水抗旱稻育种的理论基础，鉴定了
20多个抗旱相关基因，具备开展节水抗

旱稻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所需的大规模
分子标记检测能力。

本报记者 马亚宁

    穿上工作服，

戴上口罩、手套，小心
翼翼地将实验样本装进检测

仪器，等待着数据输出……最近几

天，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博
士二年级的甄林青一直在实验室忙进

忙出。他手头有一批临床一线的样本，
团队此前积累的结肠癌检测技术在实

验环境下有很高的稳定性和准确度，但
“如何经受真实样本复杂环境的考验”

是大伙儿近期集中抓紧攻关的问题，也
是科研成果实现成功转化应用非常关

键的一步。“春节不回家了！再测试几种

模型，争取早点出成果。”
甄林青师从古宏晨教授和徐宏研

究员，课题组在上海交大生物医学工程
分子与纳米医学创新转化中心将大学

里的基础研究推向真实应用。“我们利
用纳米微球的超顺磁性，设计能够精准

‘抓’‘放’病毒核酸的‘聪明’磁珠。”古
宏晨教授解释，每一人份核酸检测试剂

里的磁珠只有零点几毫克，却多达几百
万颗，在微观尺度仿佛织成“天罗地网”

抓住咽拭子等样本中的少量病毒核酸。
团队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产学研合作多年，研发的相关产

品已在埃博拉病

毒、卡寨病毒等疫情爆

发时被国际卫生组织全球应

急使用。去年新冠病毒疫情暴发

时，团队也与企业一起快速响应，研发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它成为通过我国法定检验机构检

定合格的首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
提取效率是纳米磁珠技术的国际

竞争焦点，古宏晨团队十余年来一直专

注于这一领域，采用创新设计、制备工
艺，独创细乳液聚合技术制备高磁性且

小于 10纳米的颗粒。“以往国际上最高
能做到 30%的磁性物含量，我们提升到

70%-80%，同时还能实现公斤级量产。”
小磁珠的大能量远不仅服务于新冠病

毒的检测，还将大有可为。古宏晨团队
正将这一技术应用于肿瘤的早期筛查，

例如甄林青参与的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项“卡脖子”技术也在推进———悬

浮芯片多指标检测项目。科研工作者将
小磁珠编码标记，将能够同时在一根试

管里检测几十种病原体或者疾病相关
标志物。团队还将全新分子设计的纳米

颗粒靶向到特定疾病病灶，也正在向临

床试验推进。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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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护水稻良种“前半生”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实验室

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交大分子与纳米医学创新转化中心

集中攻关“聪明”纳米磁珠

上科大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验室

■ 科研工作者在纳
米的微观世界创造新
的科学突破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荩 实验室里

被精心呵护
的水稻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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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宁

▲ 王刚团队正在研发印刷晶体管和半导体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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