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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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园海

张炯强

2018年4月12日，桩机在张

江科学园南区科苑路、张衡路的一

块空地上打下第一根桩，这片科学

高地上的新住户——上海交大张

江科学园项目动工。如今上海光

源鹦鹉螺的这位“贴隔壁邻居”，经

过4年多的建设，近54亩的土地现

已崛起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

方米的“科学小镇”，再过不久首批

科研人员就将入驻。

今年3月，园区计划试运行，首

批入驻约60名PI，共计约580名师

生，未来将入驻150名PI，共计约

1500名师生。届时8栋建筑承载

科研、学习、住宿等功能，将集结相

关领域的国内外一流创新人才安

心入驻、潜心推进前沿研究。

为响应国家和上海市委市政

府“加快创新型大学及科研机构向

张江集聚”的号召，配合张江科学

城规划，同时匹配张江产业布局，

上海交大张江科学园启动建设，张

江高等研究

院入驻，全面

实施上海交大“交

叉创新战略”，以物理、

化学、生命、材料、信息等基础学

科为基石，聚焦变革性、颠覆性的

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瞄准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领域，助

力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攻坚

突破。未来，这里将吸纳各类科

研人员1000余人，培养一流的科

研团队，一幅新型人才高地图景正

呼之欲出。

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已完成

基建工程，8栋建筑包括科研空

间、综合行政办公楼及教师和学生

公寓。去年成立的交大张江高等

研究院整体入驻，一期建设包括变

革性分子前沿科学中心、超快科学

中心、未来材料创制中心、合成科

学创新研究中心、人工智能网络安

全创新中心及公共仪器平台。

张江高等研究院的1-6号楼

建筑以连廊串起，共享科研工位、

讨论空间；与“鹦鹉螺”比邻的张江

高等研究院还将打破“一墙之隔”，

不仅两个园区将专门“开门”，科研

设施也将形成共享机制；地下实验

室的平台设备也将辐射服务张江

科研单位和团队……一系列交流

与合作将在开放的物理空间和创

新的机制下碰撞出更多火花。

在地下一层约5000平方米的

实验室空间，三百余台科研设备将

落户于此。其中公共仪器平台即

将装修完成，仪器设备陆续安

装。记者在现场遇到超快科学团

队研究员江涛，与其他科研团队

一样，实验室建设需要科研人员

与建筑设计施工人员不断磨合对

接，确保不同科研空间的特殊需

求和标准。超快科学团队的恒温

恒湿实验室温度的变化需要控制

在0.1摄氏度以内，湿度的变化需

要控制在1%以内，以确保实现超

高时空分辨率。

除了科研空间，园区还设有智

慧教室、中西餐饮、图书阅览、体育

场馆等学习和休闲空间。学生公

寓设有双人间和无障碍单人间，教

师公寓也有不同户型，能够为不同

需求的国内外专家提供住宿。

张江高等研究院与李政道研

究所是上海交大在张江的科创“双

子星”。李所实验楼已于去年年底

建成启用，体量更大、功能更丰富

的张江科学园今年开园，更加令人

期待。 本报记者 易蓉

过去十多天里，“中国天眼”

成为全球科技界耀眼的“明

星”。中国科学家和国际团队合

作，破解了多个“宇宙密码”：“磁

通量问题”是恒星形成中经典三

大难题之一，分子云的星际磁场

强度测量是全球天文界的共性挑

战。“天眼”为科学家攻克难题创

造了条件。结果，将恒星形成的

时间从上千万年减少到百万年。

快速射电暴是宇宙中最明

亮的射电爆发现象，起源未知，

是天文学最新热点之一。国际

合作团队利用“天眼”对快速射

电暴 FRB121102 进行观测，在

约50天内探测到1652次爆发事

件，获得迄今最大的快速射电暴

爆发事件样本，超过此前本领域

所有文章发表的爆发事件总量。

“中国天眼”运行两年来，年

观测时长超过5300小时，工作

效率远超国际同行预期。截至

目前，共发现约500颗脉冲星，

成为自其运行以来世界上发现

脉冲星效率最高的设备。

“天眼”无疑是国之重器，它

使中国人占据了世界天文学的

制高点。而重器始终还是机器，

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的还是

人。从古至今，一代代科学家仰

望星空，充满想象，层层揭开了

宇宙的秘密。

想象力是一切科技活动的

源动力。古有嫦娥奔月的神话

故事，今天，“嫦娥号”真的登上

了月球。“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曾做过这样一个梦：“我梦

见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

扫帚还长，我和同事坐在稻穗下

乘凉。”袁老梦圆成真。

科技创新，由想象力激发，

但更要紧的是还能深度思考。

在竞争激烈的核心和前沿领域，

决胜的关键不仅在于知识的多

寡、勤奋的程度，更在于是否具

备深度思考的能力。

近期，秦四清科学博客上写

道：深度思考能带来有趣的新思

想。通过不断地在探索过程中刨

根问底、一探究竟，则可能形成攻

克某科技难题的独辟蹊径新思

想。长此以往，或能达到一览众

山小之境界。也许，这正是当下

我们急需的那个“科技灵感”。

有意思的是，具备原创意

识，深度思考，竟还是最好的养

生方式之一。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得主日本教授山中伸弥

曾撰文介绍：大脑是身体每个机

能的指挥中心，如果脑细胞充分

活跃，必须有足够的能量和养分

供给，身体机能会自动调动身体

各部位可余能量向大脑集中，习

惯性深度思考能有效缓解脂肪

的局部富集。

科创能养生，何不更多的人

动员起来，去做这样一件延年益

寿的事呢？

华东师范大学发挥地理学综

合优势，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全

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正在全力

打造大城市群灾害预测预警集成

的“华东师大方案”。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第

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1：

自然科学基础》，以华东师大为第

一完成单位的极端气候变化研究

成果被直接采用，多篇有关气候

和极端气候变化的研究论文被引

用。此外，面对频繁多发的严重

洪涝灾害，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

院城市自然地理研究团队建立基

于高精度洪涝预报预警的城市应

急管理体系，推进针对城市脆弱

性人群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城市洪

涝精细化治理。团队与国内外多

家研究机构在Nature子刊《自然

可持续性》上合作发表的研究论

文，为优化城市洪涝灾害应急管

理与联合国可持续目标的实现提

供了新的思路。

近年来，华东师大不断发挥

地理学综合优势，开展了大都市

区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评估与保险技术，多灾种重

大灾害风险评价、综合防范与

城市韧性研究，中国区域极端

温度事件的检测归因，流域水

文过程机理与模拟等一批国家

重点研发项目课题。去年下半

年，以“华东师大1号”卫星数据

撬动新一轮地理学科跨越提

级，华东师大-航天宏图研究院

科研专项基金项目确定先期启

动“1+5”专项课题预研究，为自

然灾害防治问题解决推进遥感

与GIS技术创新。

我国从2020年起至2022年

展开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工作，为保障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

息和科学决策依据。华东师大地

理科学学院院长刘敏教授作为上

海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专家组组长参与普查技术

支撑，组建专家队伍，全面指导各

区做好与市灾险普查办的组织实

施的衔接。未来，这个团队还将

继续推进灾害风险普查的成果应

用与示范，加强已有成果的耦合

和集成，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与应

急处置技术。

据悉，华东师大还将进一步

集成重大重点项目创新研发的模

型成果，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特

大城市自然灾害防御的“华东师

大方案”，着力解决目前城市自然

灾害预报预警和应急中的重大技

术难题和关键科学问题。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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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激发“科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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