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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
完美匹配公司的需求

“对于创业者来说，最难的时
候一定是在最初时刻。”至今，张

少典都感恩于在张江踏上创业之
路。因为从上海交大毕业，所以回

国创业的他自然选择了上海。可公
司在哪里落脚呢？“我当时穷得一

无所有，跑遍了上海各个角落的创
业孵化器，最终张江的真诚和务实

彻底打动了我。他们不需要我对未
来的承诺，不需要我签约注资，很

慷慨借给我一间办公室，每个月的

房租只要 1000多元。”
而实际上，张江本身“左手

IT，右手医疗”的产业发展优势，
完全契合了张少典的创业基因。

张少典曾开玩笑说，自己当初学
医是被导师“忽悠”的。“我导师

说，在美国研究人工智能的人太
多了，但医疗领域非常稀缺信息

技术人才。”于是，他选择进入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医疗 IT 方向攻

读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前夕，张少典回国

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做市场调研。
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跑了近

50家三级医院，采访了上百位医
生和医疗从业者后，他直观感受

到，“在医院整体的信息化、数据

化和智能化方面，当时的中国可
能要落后美国 15~20年。”他还发

现，中国同时具备 AI与医疗背景
的人才非常稀缺。只有张江，在生

物医药和信息技术两大领域，无
论科研创新还是产业发展都同具

优势。再加上，这里对人才的重视

和扶植，开放灵活的创业机制，以
及真诚热烈的干事氛围，让他心

甘情愿成为一名“张江男”。“张江
拥有大量的医学类和 IT 类人才

储备，完美匹配公司需求。”

唤醒
沉睡的医疗数据价值

今年 8月，由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与上海智慧儿科临床诊治技

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共同合
作，联合完成了关于儿童脓毒性

休克预警模型的科学研究。论文
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工智能模型

助力下，临床医生可以提前 24小

时预测发热粒缺患儿发生脓毒性
休克，指导临床干预，减少患者发

生休克的风险。而这个 AI模型正
是来自张少典创立的森亿智能。

与医生一起，挖掘医院大数
据的深层价值，就是创立森亿智

能的初心。“我们陆续围绕医生科

研、临床诊疗和医院的运营管理

三大主要场景，开发了一系列解
决方案集群。”不过，在中国，医院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一支初
出茅庐的创业团队，想要打开这

个市场难上加难。“早期，我更像
销售，经常和同事一起扛着笔记

本电脑跑医院，一次又一次陌生

拜访，拉住信息科科长展示我们
的系统。”最终，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大客户。
渐渐地，森亿智能在医院群

体里形成了一定口碑———通过对
接医院传统的信息系统，以医学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已有病历信
息进行识别、处理。在建立完整

的、跨系统的整合数据的同时，产
生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建议和

风险预警，大大提升了医院及医
生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例如，在临床诊疗场景上，森
亿智能有一款静脉血栓的智能防

控系统，能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是否会出现静脉血栓进行分析，

并提醒医生预先干预，防止医生
漏掉一些重要的诊疗环节，从而

让医生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做出更
精准的决策。“在智能防控系统帮

助下，和过去人工相比，医院静脉
血栓高风险患者检出率提升至

98%，风险评估时间缩减 87%，每

周全体医护人员合计可节省约

600小时的工作时间。”在一次采
访中，张少典曾介绍说。

扶持
构成强大人才引力波

如今，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的森亿智能已累计获得行业、

学会奖项荣誉 80余项，相关专利
和软件著作证书 100余项，学术

论文 70余篇。从第一间只有 80

平方米的办公室，到坐得满满当

当、面积约 1800平方米的办公区

域，且在疫情尚未褪去之时，去年
底完成国内智慧医疗行业历史上

最大的单笔融资，今年夏天又宣
布完成 E 轮融资……张少典坦

言，一路走来张江给了他很好的

照顾。“企业的发展离不了踏准产

业发展节拍，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和集成电路是上海聚焦发展的三

大产业，我们从创业之初就站上
重点发展的风口。”

他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五年
来，每年都会得到来自张江的各

种人才资助和项目扶持。“例如，

入选刚刚揭晓的 2021 年度张江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杰出创新创

业人才，是对我五年创业经历的
肯定。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这都给创业企业注入了强大的发
展动力和支撑。张江对科技创业

者的扶持和帮助，就像贴心的后
援团，更构成了强大的人才引力

波，吸引着我们这些‘张江男’坚
定地扎根在这里。”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受益张江人才支持“引力波”，海归
拥有了一颗安稳的“创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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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周， 世界气象

组织发布的一则消息令人
震惊：2020年 6月 20日，

西伯利亚北极圈以内的维
尔霍扬斯克监测到 38 摄

氏度气温， 创下北极地区
新的高温纪录。 北极是世

界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之

一， 其升温速度是全球平
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毫无疑问， 全球温室
效应日益明显。 越来越多

的极端天气， 北极熊趋向
灭绝， 威尼斯即将淹没

……甚至有一种观察，伴
随着万年冻土的融化，难

以计数的病毒将要复苏，

侵袭人类。

有意思的是， 就在同
期，世界著名的《科学》杂

志网站公布了 2021 年度
十大 “科学突破” 评选结

果，主要涉及医疗健康，也
包含能源、天文。科学家们

为人类的未来而战， 从一
个侧面， 也是对温室效应

的对抗。

第一项“科学突破”是

人工智能预测蛋白质结
构。 AI智能软件程序———

阿尔法折叠预测了人类表
达的几乎所有蛋白质的结构，

以及其他 20 种生物几乎完整
的蛋白质组。 这对疾病治疗具

有划时代意义， 包括对付新冠
病毒的各种变异。与此同时，新

冠病毒的特效药问世， 亦列入
了十大“科学突破”，美国和中

国相继研发出强力有效的药

品， 或许是终结新冠流行的最
重要武器。

另四个“科学突破”也集中
于医疗领域：“摇头丸” 可治疗

创伤后应激障碍； 今年的

临床研究证明， 单克隆抗
体开始在对抗新冠病毒和

其他威胁生命的病原体，

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HIV和疟疾寄生虫
等 方 面 显 现 出 效 果 ；

CRISPR 基因编辑疗法对
人类疗效首次证明。今年，

科学家们更进一步， 直接
在人体内部署 CRISPR-

Cas9， 减少了一种有毒的

肝脏蛋白质， 适度改善了
遗传性失明患者的视力；

一项关于老鼠胚胎在母鼠
体外生长的研究进展，有

望为子宫外孕育人类铺平
道路。

科学家们还从洞穴地
面的土壤中解锁了一个更

大的古代 DNA宝库。研究
人员使用这种 “泥土

DNA” 来重建世界各地穴
居人的身份， 还找寻到千

万年以来黑熊的迁徙轨
迹。同时，人类第一次搞清

楚火星的内部结构， 实现
了历史性核聚变突破，研

究发现粒子物理学的标准
模型出现“裂缝”等等。

我们在科学突破欢呼
的同时，是否该细想一下，科学

家们面对的挑战其实多来自于
环境的变化。 比如，温室效应、

高度城市化，带来的是传染病、

生育等问题； 日益增长的欲望

和消费， 逼迫科学家寻找更多
的能源；不断增长的人口，地球

不堪重负， 人类不得不走向太
空，探寻可能的第二个地球。

所以， 保护环境、 保护地

球，不仅靠科学家和科技突破，

也要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从 5年前为放下一张办公桌而在上海各创业孵化器四
处奔波，到如今已经是千人独角兽规模级企业的掌门人，乘
着上海聚焦三大产业发展的东风，森亿智能的创始人、首席
科学家张少典完成了从手握“一张文凭”的海归，到成功创办
国内医疗人工智能领域高新技术领军企业的华丽“跳级”。

这一切的起点，始于 2016年张江以每月 1000多元的
低价租金，给他提供了一间 80平方米的办公室，让风雨飘
摇的初创团队，拥有了一颗安稳的“创业心”。

科创新势力

    上海师范大学王全华研究

团队近日在菠菜基因组研究领
域又取得了一项重大标志性研

究成果，联合康奈尔大学研究
所费章君教授课题组等多家科

研机构，完成了新一代菠菜基
因组精细图谱绘制、重要农艺

性状遗传基础和菠菜驯化历史

的解析。
菠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

素等营养物质，是重要的叶用蔬
菜。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菠菜

生产和消费国，栽培面积逐年增
加。多年来，王全华研究团队一直

致力于菠菜种质资源的收集、评
价与创新利用，特别是菠菜重要

性状关键基因的挖掘与基因组学

研究。这次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

揭示了全新一代菠菜高质量染色
体规模参考基因组，组装的基因

组高度准确、完整和连续，约
98.3%的基因组序列被锚定和排

序在 6条菠菜染色体上，是迄今
为止最高质量的菠菜基因组序列

图谱。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对
305个栽培和野生菠菜种质资源

开展了基因组变异分析，利用全
基因组关联分析，剖析了菠菜重

要农艺性状的遗传变异结构，挖
掘出菠菜控制霜霉病抗性、草酸

含量、耐抽薹和株型等性状的关
键候选基因位点，揭示了栽培菠

菜遗传多样性形成的分子机制。

他们还通过进化和驯化分析，系

统解析了菠菜染色体的形成与进
化历史，“解密”了人工选择在菠

菜重要农艺性状形成进化中的重
要机理，为菠菜功能基因组深入

研究、优异基因资源的利用等菠
菜遗传育种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支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科学

理论价值。
近年来，上师大研究团队聚

焦菠菜核心种质资源体系、菠菜
抗逆及优良品质的分子机制和雌

性系育种技术的研究，先后选育
出 8个新品种的“沪菠”系列菠

菜，被誉为沪上“吃口最好”的菠
菜，累计推广面积一万亩以上。

本报记者 王蔚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科研
动态 上海师大团队破解染色体级别基因组密码

解密“吃口最好”的菠菜

AI助力医疗
5年实现华丽“跳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