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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瞄准世界科技最前沿

这个清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李劲松一如往常早早来到
实验室，开始一天的研究工作。陆续有学生走
近，向他当选中科院院士表示祝贺。他笑着道
谢，“这是科学界对我过去工作的认可，我们
将来要拿出更重要的成果！”在生命科学领
域，这位 !"后科学家已经“跋涉”#"多年了。
从归国后带领团队建立小鼠孤雄单倍体胚胎
干细胞，到提出并推动基于类精子干细胞技
术的基因组标签计划（$%&），李劲松一直在突
破“舒适圈”，向着科学的远方迈进。他兴奋地
向记者透露，经过不懈努力，$%&网站已对外
开放，全球科学家都可查询或定制自己需要
的标签细胞或小鼠。“目前团队已给 '(()个
蛋白质加上标签，在此基础上培育了 *+,只
‘标签小鼠’，其中 -(.只‘来到’了世界上 !!

支研究团队的实验室中。”
新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俞飚，*"年来就在埋
头做一件事———与糖化学打交道。惠斯勒糖
化学奖设立以来，他是第一位获奖的中国学
者；他发明的糖苷化方法，已被全球百余家实
验室成功应用，被称为催化糖苷化的三个里
程碑之一；而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化学反
应———俞氏糖苷化反应，实现了其他方法不
能实现的特殊糖苷键的构建……糖，是除核
酸和蛋白质之外的另一类基本的生命物质，
由于化学结构的复杂性和生物功能的多样性
而成为科学难题。俞飚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乐此不疲。

数学，是科学发展的“底座”，往往“牵一
发而动全身”。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
授、上海数学中心主任李骏的研究方向是代
数几何。“几何更为直观，我们生活的这个空
间就是几何，而代数是一个工具，一个方法。”
他这样描述自己所热爱的数学世界，“最早的
时候，由于航海的需要，几何开始发展。后来，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不是平坦的，是弯曲
的。现在，代数几何为人类探索微观世界起到
了不可思议的作用。今天，数学的边界还在不
断突破，很多东西有待数学家去发现。”仅在
今年，上海数学中心就在世界数学四大顶尖

期刊发表了 )篇论文，其中就包括李骏与合
作者关于镜像对称中一个重要猜想的证明。

制造量子计算机的完美选择有哪些？科
学家们曾做出预期，状态稳定的马约拉纳费
米子是其一。这类特殊费米子，自从被天才物
理学家马约拉纳提出，长达 ("年踪迹全无，
探测马约拉纳费米子成为国际凝聚态物理的
前沿热点。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贾金锋带领着他的实
验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制备出自然界不存在
的拓扑超导体异质材料，并进一步率先探测
到马约拉纳费米子（也称零能模）存在的证
据。他们在实验中创新地测量了马约拉纳费
米子的空间分布及自旋特性，并成功总结了
“捕获秘诀”，这些方法目前在国际上被研究
者广泛使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实现量子物理
领域的重大突破，为拓扑量子计算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教授李杰，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心
怀学术使命和科学追求，一直奋进在结构工
程理论创新的最前沿。“鉴于您对概率密度演
化理论的发展，以及在大规模生命线工程抗
震设计方面的贡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决
定授予您弗洛伊登瑟尔奖章。”-"'+年，授予
李杰教授的颁奖词这样写道。该奖被国际公
认为工程可靠性与结构随机动力学领域的个
人最高学术荣誉，李杰成为该奖设立 +"年来
首位获奖的亚洲学者。他和学生提出的“广义
概率密度演化方程”，被国外学者称为“李/陈
方程”；他和团队创立的大型生命线工程网络
可靠性分析理论，成为国际同行广泛认可的
“012方法”。凭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和突出
的学术成就，-3'!年，他当选国际结构安全性
与可靠性协会主席。

他们
为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互联网支付迅猛
发展，个中蕴含的风险如何防控？电子支付平
台如何既能处理洪峰般的交易，又能瞬时辨
识出躲在暗处试图盗用他人账号和密码的
“黑手”？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电子与信
息工程学院教授蒋昌俊用 *4多年的努力给
出了答案。他带领团队始终致力于网络金融

安全研究，攻克了系统风险防控瞬时精准辨
识的重大技术难题，主持建立了我国首个网
络交易风险防控体系、系统及标准，为我国互
联网金融体量跃升全球第一提供了有效支
撑。蒋昌俊自豪地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组数
据：美国最大在线支付平台———&56758的交
易资损率为千分之 '9.，而为全球 -""多个国
家和地区共 .亿多实名用户提供网络支付服
务的支付宝，应用他们的成果后，交易资损率
降低到百万分之 )，风控系统对可信交易的直
接放行率提高到 .,:.';，交易风险识别的平
均响应时间仅为 ++9<+毫秒。

近年来，中国基建规模日新月异、“基建
狂魔”离不开朱合华团队的一次次攻关。中国
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朱
合华长期从事岩体强度理论及地下结构全寿
命设计方法、地下空间防灾安全和智慧地下
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是国际上较早开展数
字地下空间与工程（1=>?）研究的学者之一，
被国际同行认为是“城市基础设施规划、设
计、施工和维护信息集成方法的国际开拓者
之一”。“数字化地下研究，源于工程，高于工
程，服务于工程。”朱合华说。

当眼中的光彩熄灭，仿佛生命的颜色也
随之消失。无影灯下、显微镜中、内窥镜里，
倾心救治的是患者的光明乃至生命。中国工
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范先群教授带领团队，#4 多
年如一日，始终致力于眼科疾病的临床诊疗
和研究、尤其聚焦眼肿瘤和眼眶病诊疗技术
创新和发病机制研究，取得一系列突出成
果。“我们拼尽全力把手术做到了最好，但是
依然有很多患者失去光明、甚至生命。只有
科研攻关，揭示发病机制，创新诊断和治疗
方法，才能更好地解决眼恶性肿瘤这个世界
性难题。”范先群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院长杨为民的团队能在国家科技奖上上演
“帽子戏法”，都与“分子筛”有关。@4 多年
来，凭借这把能筛选分子的“筛子”，杨为民
在化工清洁生产、资源优化和节能降耗新技
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绿色化工是世
界趋势，要以开发绿色化工及先进工业催化
新技术为目标，努力做精、做强，做到世界第
一。”这是杨为民带领团队不断实现“从 4到

<”突破的“秘诀”。@4<(年 )月，由杨为民团
队开发的全新结构分子筛材料 >AB/<+ 正
式获得国际分子筛协会授予的结构代码
>C0，中石化也成为我国首个获得分子筛结
构代码的企业。

她们
贡献科研!她"力量

)#岁的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教
授吴明红，是此次上海六位新晋工程院院士
中年龄最小的，也是沪上最年轻的工程院院
士。@4多年来，她带领团队开启核技术在环境
保护领域的创新应用，研发高性能碳基环境
功能材料用于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致力以
科技创新守护绿水青山。同时，她还积极推动
科学创新成果的转化落地，目前，相关成果已
成功应用于船舶、化工、核工业等重要工业行
业的有机污染治理，还在新能源等领域服务
民生。这位将居里夫人视为偶像的女院士一
直保持敏锐的科研“嗅觉”，勇于探索开拓未
知的新领域。吴明红认为，搞科研需要有一条
道走到黑的毅力，只要路是对的，就不要怕路
远，要在失败中获得新知。她经常勉励年轻
人：“不要把卓越看得那么伟大，其实卓越的
机遇就在身边，卓越的道路就在脚下。即使身
在平凡的岗位，只要我们勇于试一试、跳一
跳，就能收获不平凡的果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
授、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所长贾伟平与医学
结缘近半世纪，一直致力于糖尿病诊治技术
和防控工程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她的名字，
屡屡与“首次”同框出现：首次发现 <@ 个中
国人 @型糖尿病新易感基因，首次发现非酒
精性脂肪肝的新型生物标志物，首次提出中
国人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糖尿病的切点，首次
建立动态血糖监测的正常参考值……《柳叶
刀》子刊曾这样评价，“她是针对中国糖尿病
特点的研究者，架起遗传和临床、医院与社
区间的桥梁”。“许多难，在我们这代人看来，
其实都不算什么，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
再苦、再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对于人民的事
业，必须全力以赴。对我来说，我所有的努
力、唯一目标，就是为病家谋幸福。”贾伟平如
是说。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郜阳

攻坚科技前沿 成果服务民生

今天，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双双公布2021院士
增选名单。上海喜添11位
院士，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5人、中国工程院院士6人。

经过此次院士增选，人
事关系在上海的两院院士共
184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
士10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82位。在沪中国科学院院士
平均年龄73.7岁，最年轻的
是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讲席教授樊春海（47岁）。
在沪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均
年龄76岁，最年轻的是刚
刚当选的吴明红（53岁）。
在沪女院士共 19位，占
10.33%，其中中国科学院院
士9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0
位。此次新晋院士中，女院士
有两位，她们是吴明红和贾
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