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上海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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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即创新力；美，即生命力。在日前揭

晓的 2021年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的榜
单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爱美”科学

家———用自身的“科学之美”，着力塑造着
城市大美。他就是我国认定的首位城市规

划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吴
志强。

他不仅开创了智能城乡规划思想和技

术方法体系，更在城市规划教育及工程科
技实践一线坚持 30多年，上海世博会、北

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作为一名城
乡规划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吴志强院士以

现代科技融汇规划智慧，为我国城乡可持
续发展和创新智能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推动中国智能规划学科实现世界领先。

家国情怀 结缘世博
11年前，浦江两岸一场让全世界难忘

的世博盛会在上海发展的美丽日志上犹如
“神来之笔”，留下了大写的美。作为世博画

卷主笔者的吴志强，至今忆起当年的家国
情怀，依然泪光闪烁。

吴志强与世博会的缘分，非同一般。
1984年，临近硕士毕业的吴志强参加上海

市城市发展战略青年论文征集比赛，获得

了唯一的最高奖。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
为吴志强颁奖，并悉心嘱托：“你是学规划

的，为将来中国举办世博会做些准备。”从
此，吴志强就开始了用心收集世博会资料

的旅程。三年后赴德留学，他利用点滴机会
收集世博资料、考察欧洲各地世博场址，积

累笔记。在中国获得世博会举办权时，他将
大量资料和笔记全部奉献给了上海世博

局。
2004年，担任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

师后，吴志强在建设工地上细致入微，大到
园区功能分布智能推演、气候温度模拟，小

到降温喷雾、饮水点的具体设置，他都不顾

严寒酷暑在现场不断测试调整。常常凌晨
3时离开工地，吴志强被大家称为“吴

三点”。2007年底的半夜，他在工地上

得知老母亲心悸，赶回家时母亲已奄奄一

息。他记得母亲早上说过“等世博建好，带
我们看到美丽的会场，我们就高兴了”。

2010年 5月 1日，美丽的世博会向世人敞
开了大门，吴志强手捧着母亲的遗像在胸

前，满脸泪水：“妈妈，儿子带您来看世博
了，美吗？”

不断突破 理念超前
带着筹办世博的丰厚技术成果，吴志

强团队投入到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作为

新时代的“领头羊”，他带领团队打磨出一
套“以流定形的智能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

体系，完成了数据量化辨识、城市智能推
演、规划迭代优化三大技术突破，搭建了世

界城市动态数据平台、城市要素关联 CIM

平台、城市智能规划平台 3大推演平台，实
现了城市数据量化辨识技术、城市智能推

演技术、城市规划设计迭代优化技术，首创
城市要素配置平台、城市智能模拟平台、

“城市树”模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数据库，完成了对城市发展历程的识别，学

习、训练并建构了 7种城市智能推演模型，
自主研发了城市发展博弈的推演，实现城

市功能精准配置，远超国际先进水平。

这些处于全球最前沿技术的不断突
破，不仅在理念上超前，更在实践上完成了

应用和落地。吴志强院士率领团队将打磨
出的全球最前沿的现代城市科技突破，结

合城乡规划智慧，应用于雄安新区、北京城
市副中心、青岛世园会、深圳、杭州、无锡等

诸多城市项目中，影响力从上海扩展到全

国、全球。
“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全球科创集群”，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支撑国家城镇

化战略；他首创了“智慧城市”原型，联合

了全世界 50多名院士，研发智慧城市的
定量标准体系，掌控全球智慧城市评价的

话语权；他创新的智能规划思想技术方
法，被纽约、维也纳、哥德堡等世界多国城

市采纳……
吴志强院士一次次地带领团队，以饱

满的创新精神风采，贡献其科技创新的生

命之美，换来祖国大地、城市之“大美”。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金山廊下
镇，金色稻浪正收割———千亩优质特早
熟节水抗旱稻“八月香”进入丰收期。口

味好、上市早、更绿色的节水抗旱稻米，
由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

家罗利军专家团队专为上海市民打造，
开镰到今天刚一周，年产量的 1/5已被

上海消费者“包场”。

为培育出更多像“八月香”一样的
优质水稻，廊下与上海市农科院合作，

建起了一座全国最大的数字化水稻基
础研究平台———约 10亩的水稻抗旱

性鉴定大棚。这里装备有国内最大的
四台田间作物高通量表型检测系统，

俗称“水稻 CT机”。水稻 CT外形酷似
“龙门吊”，横跨两亩良田，来回扫描着

田间生长的水稻苗。从冠层温度、持绿

性、卷叶程度，到枯死叶比例、叶片蒸

腾量、叶片叶绿素含量等等，水稻各种
鲜为人知的表观形状，被“CT机”细细

捕捉。相较原来肉眼大田筛选，可供参
照的水稻生长参数呈几何级增长，而

其中许多关键信息更被准确记录，量
化跟踪。

对节水抗旱稻来说，冠层温度是

关键指标之一。冠层温度就是地标植
被的温度，以往很难被科研人员直接

感知。有了“CT照”，节水抗旱稻的冠
层温度一目了然，一般要比传统水稻

最多低 2℃左右。育种专家可以通过

聚焦冠层温度低的品种，更为快速地
挑出节水抗旱材料的“种子选手”。

罗利军告诉记者，这是数字技术
赋能农业基础科研的一次有益尝试，

通过系统的抗旱性鉴定，可快速筛选
出优质节水抗旱品种，大大减少科研

人员育种时间。“它能帮助科研人员更

好地看透农作物，吸引更多全国甚至
全球的水稻育种专家汇聚上海金山，

为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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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CT机”看透10亩水稻苗
全国最大数字化水稻基础研究平台落户金山

    变异、德尔塔，或许是近两个月间敏感

度最高的热词，扰得人内心不安，感觉没完
没了。然而，生物技术的创新，必将找到病毒

的克星。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

员合作研发出一种能够靶向应对多种冠状
病毒入侵受体 ACE2的阻断型单克隆抗体

h11B11， 它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
病毒及其突变株感染宿主细胞及模式动物，

并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
性。 同时，作为新冠病毒入侵宿主受体的拮

抗剂，该抗体表现出优越的广谱性和中和活

性，可应对目前流行的各种变异株。

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不断出现，且传播

速度越来越快。这给新冠病毒的预防控制带
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科学家通过基因工程技

术取得的这一成果，对目前多种变异株具有
重大临床应用价值。

疫情暴发至今近 20个月，反反复复，一
直拖后世界开放的时间表，甚至，有许多人

灰心，以为新冠之害永无宁日。可现实是，我
们正处在一个生命科学突破的时代，一个生

物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 对付新冠，不
仅疫苗，科学家还掌握着更多的手段。

在后基因组时代， 科学家在 DNA、

RNA、病毒、蛋白质及（逆）转录、翻译等生命

活动过程中不断取得新的重大科学发现。 我们拥有了基
因编辑技术、干细胞引发再生医学革命、免疫疗法、合成

生物学带来化学合成的颠覆性创新等等。 可以预见的
是，人类在生物技术的支撑下，不会在此次新冠病毒面

前倒下，攻克病毒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曙光就在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人类面临更多疾
病的挑战，就死亡率而言，癌症、心血管病的威胁则远在

新冠之上。需要生物技术更多的创新。本周有消息传来，

科学家用组合用药的方法，竟然可以对付有“癌症之王”

之称的胰腺癌。 在 25%的老鼠试验中，肿瘤完全消失。

我们正在不断攻克绝症，没有理由不能攻克传染病。

    人类摄取食物过程主要由两类内源性激素———

瘦素和饥饿素共同调控。其中，饥饿素也是科学家眼
中治疗肥胖症的热门靶标之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蒋轶/徐华强团队联合谢欣团队，在国际上率
先发现了饥饿素受体分别结合内源多肽激素———饥

饿素和促生长激素释放肽-6，以及 Gq蛋白信号复合
体的近原子分辨率结构，揭示了饥饿素受体独特的配

体识别和激活的分子机制。

在这项研究中，团队成员利用冷冻电镜的手段解
析了饥饿素受体分别结合饥饿素和促生长激素释放

肽-6，以及下游 Gq蛋白两个复合物的结构，分辨率
分别为 2.9和 3.2埃。结合配体结合和细胞功能分析，

该研究揭示了饥饿素和 GHRP-6与饥饿素受体结合
口袋的精确结合模式。团队还提出了由辛酰化基团促

进饥饿素在口袋的正确定位，并结合和激活受体的作
用模型。这项工作为理解饥饿素受体的配体识别和激

活机制提供了精准的结构模型，也为靶向饥饿素受体

的药物设计提供了新机遇。 本报记者 郜阳

治肥胖症的热门靶标
被上海科学家

最美 科学家

看清了

采访对象供图

■ 大棚里的水稻“CT机”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