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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kjw@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王 蕾 视觉设计 /邵晓艳2021 年 11月27日 /星期六

7

    近日，复旦大学有了新的“掌门人”金力

院士。 金力校长被任命后才几天，他的团队
就发布了重磅消息：中国上海的科学家团队

初步绘制全球首张人类表型组参比导航图。

建立基因数据库、基因测序、查寻罕见

病基因缺陷，对于这些名词，人们如今已经
不陌生。 表型组，是指生物体从微观（即分

子）组成到宏观、从胚胎发育到衰老死亡全

过程中所有表型的集合。基因（内因）与环境

（外因，含环境暴露和生活方式）共同决定了
表型。 换言之，基因图谱、基因测序，只是破

译了人类身体密码的一部分，而表型组研究
则是要破译人类密码的全部。

举个例子，在以同样速度上升至相同海

拔高度的过程中， 部分人群会明显不适，而

另一部分人群则完全不受影响。科学家们发
现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体对氧的利用和调节。

这个时候，表型组就大有用处了。 今年早些
时候，复旦团队对人体高原习服过程中的低

氧生理调控、组织细胞水平低氧适应、分子
水平改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相关表型

不仅能够识别个体的高原习服能力强弱，还

将有助于确定高原疾病病因、寻找预防高原
疾病药物及干预策略。

有了这样的表型研究， 发生在甘肃的
越野马拉松事故也许就不会发生，也会为

多种重大疾病的研究提供重要思路。

表型组如此重要，但要将其找全，谈何容易。人
类表型组计划就是要基于“测一切之可测”的理念，

对人类的各种表型进行全尺度、全周期精密系统测
量，从而解析基因-表型-环境之间以及宏观-微观

表型之间的关联，进一步破解各种表型同人类健康
与疾病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讲，金力带领的中国科学家领先全

球科技界一步，继基因组之后，在生命科学领域抢
占了一个战略制高点，更值得国人庆贺。毕竟，这是

一个原始创新源。 未来，人类可能解读几万种甚至
十万种不同人类表型之间的关联图。有了它，癌症、

老年痴呆、艾滋病、新冠等难题将迎刃而解。

说到科技成果、科技创新，人们大都习惯于看

飞船上天、巨轮下水等画面，其实实质性的科学进
步在于原创。如果缺少原创，我们就会永远有“卡脖

子”的难题。

再为金力校长喝彩。

    血液、尿液、脑脊液、咽拭子、组织、核

酸等多种标本类型，在-80℃系统实现全自
动样本存取，达到百万级存储量，此外，与

实体样本有关的临床诊疗、伦理审批、知情
同意等健康相关信息也一起智能化存储与

管理。
这是上海市重大传染病与生物安全研

究院建设中的“基于传染病病例的队列生

物样本库”与“基于生命全周期的自然人群
队列生物样本库”，来自临床研

究、科研院所的，针对

新冠肺炎、季节性流感和禽流感、艾滋病等

严重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我国人民健
康的新发、重大传染病的生物标本，在这里

实现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的样
本管理与共享。

为支撑上海和国家公共安全体系而生
的研究院已成立一年，技术能力更强的“全

链式”共享平台逐步建立，更多元自由的协

作机制和氛围让科研团队迅速、顺畅地开
启探索。

加速打造“基础设施”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有两层楼面部署
着研究院的“基础设施”———重大传染病和

病原生物安全研究平台，
包括了病原体高通量测

序组学子平台、
生物安全综合

检 测 实 验 室
（BSL2 +/3）

和高致病性

病原生物样
本库。

“这三个子平台相互支撑，为各项科研

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负责该建设的蔡
启良教授介绍，比如结合第二代和第三代高

通量测序，提升检测精准度和效率，降低成
本；BSL2+/3实验室可保证生物安全环境下

进行感染动物免疫细胞亚群、活体水平组织
器官病变分析、体外感染细胞和污物表面等

生理状态病原体颗粒的超高分辨率可见光

或荧光可视踪检测，实现活体高深度和全景
式扫描；高致病性病原样本库侧重于建立符

合生物安全要求的病原样本库、标准菌种
库、毒种库、感染细胞株库，保证病原生物学

样本、毒株和细胞株的标准化、可追溯性以
及重复性等。

频出成果受到关注
这一年，研究院不断丰满人才队伍建

设，研究队伍在平台支持下快速推进科研

工作，在流行病学预测预警技术、病原体发
现鉴定和致病机制研究、病原体感染新型

检测技术研发、临床多学科综合诊治和系
统流行病学研究、新型传染病防治技术研

发等方向攻关突破。

公共卫生学院罗力教授的跨学科团队

去年以来完成了多项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
决策咨询工作。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

设建议被纳入上海“公共卫生 20条”政策
文件，为全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参

照。口罩应急调配信息系统在疫情暴发时
协助相关部门完成了 1.38亿口罩的高效、

公平流转。目前团队正在研究疫情新情况、

新问题，研制新冠疫情防控新常态策略，为
上海这座承载千万级出入境压力的国际化

城市提供决策参考。
公共卫生学院王伟炳教授团队发明了

快速筛查病原体的混样检测方法，适合在流
行率低于 1%的地区推行，检测工作量可减

少约 50-90%，既保障灵敏度又兼顾成本。
不久前，研究院举办了 2021上海传染

病论坛，一系列新成果吸引国内外同行关
注和热烈研讨，研究院释放信号———重大

传染病防控关键核心技术正在储备，重大
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的“上海平台，全国

网络、国际联盟”已具雏形。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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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祝融号”火星车支持数月
后，我国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改变了轨道，开始对火星进行遥感
勘测工作。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控制所自主研制的红
外导航敏感器将助力天问一号在
环火轨道进行深空“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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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人自主研制红外导航敏感器

这位“书生”能解锁实现AI长尾应用     本报讯（记者 郜阳）近日，上海人工智

能实验室联合商汤科技、香港中文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共同发布新一代通用视觉技术

体系“书生”（INTERN），旨在系统化解决当
下人工智能视觉领域中存在的任务通用、场

景泛化和数据效率等一系列瓶颈问题。“书
生”由七大模块组成，包括通用视觉数据系

统、通用视觉网络结构、通用视觉评测基准

三个基础设施模块，以及区分上下游的四个
训练阶段模块。基于“书生”的通用视觉开源

平台 OpenGVLab将在明年年初正式开源。

助天问一号
环火“自动驾驶”

火眼
金睛

双料“广角镜”

在天问一号飞向火星的过程中，
环绕器 GNC自带一双“火眼金睛”，在

火星图像从遥远的点目标逐步变为近
距离的面目标的过程中，探测器靠“长

焦镜头”———光学导航敏感器远距离
敏感火星进行自主导航，而同时安装

了短焦可见光镜头和红外镜头的红外

导航敏感器则是一面“广角镜”，可以
在环火轨道上实现对火星的近距离成

像、测量。
“按照国际惯例，通常飞行器在近

轨道时，会利用宽视场相机来获取目
标天体图像，然后提取目标天体的边

缘信息，进一步拟合提取天体质心坐
标，解算并输出目标天体相对探测器

的位置信息，这些位置信息可以帮助
飞控团队更直观地确认飞行器的飞行

轨道和姿态。”八院控制所光学导航专

家郑循江介绍道，“准确地获取火星的
边缘信息是天问一号实现自主导航的

重要前提。”

八院控制所国际上首次将红外导

航技术应用于火星环绕期间的自主轨
道确定。由红外相机提供相对清晰的边

缘信息，可见光利用自身高分辨率的优
势对边缘信息进行细分得到更为精确

的边缘，弥补了单可见光成像边界弥散
不清晰的问题，提高了整机的测量精

度。另一方面，红外相机也可在探测器

进入火星阴影区时进行扩展探测。

寻找“最佳平衡”

研制初期，在进行红外探测谱段
选择及目标特性分析论证时，因缺少

相应的数据，给产品方案设计带来了
极大的困难。

上海航天组织了专项攻关团队，
历经 4个多月，反复论证审查。团队搜

集了现有的关于火星的所有资料，从

火星大气特性入手，建立了火星表面
能量反射模型及辐射模型，进行了红

外探测各波段能量计算，明确了探测
谱段，最终确定了红外导航敏感器核

心部件红外探测器的选型，并同步设

计了专项测试验证设备，对分析结果

验证。
天问一号的环火轨道为大椭圆轨

道，近火点约 265千米，远火点约 1.07

万千米。在近火点时，火星轨道高度变

化速度快，对单机的边缘提取和拟合
算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算法速度跟

不上容易丢失目标，而速度快的算法

精度又很难满足要求。“这看似是一个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算法工

程师姜丽辉介绍说，在做了大量地面
仿真验证试验的基础上，研制人员最

终实现完美平衡，兼顾了测量精度和
解算速度需求。

在前期环绕器进行环火科学探测
及着陆勘察的时间里，红外导航敏感

器已成功获取了阴影区火星红外图
像，进行了长波红外对超低温目标探

测能力等多项技术验证。科学考察阶
段，这双“火眼金睛”将继续一展拳脚，

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任务的开展打下
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叶薇 通讯员 陈葆娟

“全链式”共享平台逐步建立
上海市重大传染病与生物安全研究院成立一周年

 科创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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