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上海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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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未来中国要
成科技大国、强国，得看它。
今年两会总理作政府工作报
告，在谈到2022年政府工作
任务时指出，要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实施基础研究十年
规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
一说到科技成果，人们

一般只看到眼前的，比如，航
空航天、互联网、数字科技等
等，然而当下这些五花八门
的高科技属于应用研究领
域，并非基础研究。它们源
于最基础的天文学、数学、物
理学。没有这些基础研究作
为根基，就没有现在我们工
作生活中的高科技。
基础研究属于纯科学研

究或学术研究，注重一般知
识、普遍原理原则的建立。
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未
知，发现普遍规律。有的时
候，一道公式、一则原理，看
起来没啥大用处，却对人类
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上世纪初，科学家在核

聚变基础研究中取得突破，
后来，一些国家研制出了原
子弹。我国科技工作者克服
万难，也搞成了“两弹一星”，
但仅是应用研究。没有基础
研究作为支撑，我们始终处于落后。
基础研究薄弱、缺乏原创，一直是我

们科技工作的短板。于是，就出现了“卡
脖子”的现象。拿近几年最热门的芯片来
说，我们几经努力，做到生产28nm的芯
片，但和美国的7nm芯片差距非常大。表
面上，这是应用问题，归根到底仍在于基
础研究。我们总会说，中国的芯片企业、
半导体产业已经拥有了“国产替代”能力，
但要问一问，为何总是“替代”呢？如果永
远只是“替代”，永远跟着别人走，何时我
们能走到技术创新的最高点呢？
也许，这才是基础研究的应用题中

之义吧。
当然，强化基础研究并非易事。首

先要做到的是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评价和
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科学研究要去功利
化。然后，布局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
中心，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
着力提高源头供给能力。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要鼓励我们的

孩子、我们的优秀大学生积极投身基础
研究领域。

20岁云南姑娘，因剧烈胸痛来到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范江主任的门

诊。胸部CT显示，纵隔部位有一个直径大

约30厘米的肿物，高度怀疑是“畸胎瘤”。

该院主治医师王兴告诉记者，这位患者的

肿物大，空间很小，“如果破了，就可能无

法根治，万一复发会更麻烦。”可是，姑娘

的父亲再三请求医生用微创的手术方

法。经过反复讨论，范江决定带领团队挑

战困难，采用他的专利技术——“剑突下

胸骨双拉钩”，并在胸腔镜下将肿瘤切除。

掀开剑突，露出的是一个仅1厘米左

右、可进入胸腔的缝隙。这条通道非常狭

窄，而只有借助“双拉钩”这一“神器”，将

胸骨上抬，才能让缝隙扩大到四五厘米，

最多可以扩大到10厘米左右，将纵隔的视

野暴露得非常充分，这也是能够得以进行

微创手术的核心原因。手术非常顺利，患

者和父亲喜极而泣。

“双拉钩系统”，让过去只能进行传统

开胸手术的患者寻到了另一种可能，也令

胸腔镜微创手术的适应证得到延展。范

江自主设计了“悬吊双拉钩系统”，其实这

种钩子最早是被他用来治疗胸腺肿瘤

的。他是国内开展“剑突下双拉钩全胸腺

切除术”的第一人。

范江告诉记者，2015年他看了波兰的

一位教授的手术视频，展示了一种双拉钩

的胸腺切除手术，令他印象非常深刻。

于是，他一门心思地琢磨这个术式。

由于国外的生产厂家没有批量生产

器械，范江便尝试着联系各种国内医疗器

械厂，想自己把双拉钩做出来。“经过无数

次尝试，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骨科常用的

器械，把它竖起来和拉钩结合在一起，总

算做出了样子。”钩子有了之后，切口又成

问题。亚洲人的身体不如欧洲人身体宽，

如果采用横切口，角度太小手术是无法顺

利进行的，改良势在必行。左切口、胸顶

切口、心脏下方切口……经过二三十例简

单手术的积累，他找到了“最佳打开方

式”，并探索在“双拉钩”的辅助下延展胸

腔镜手术的适应证。后来，他们对拉钩的

设计进行了几次改良，最终将它全部装到

了一个箱子里。

如今，拉钩系统已经成为很多医院做

胸腺手术的“好助手”。

本报记者 左妍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

海研究院主办大型公益性科普

论坛——墨子沙龙，邀请中科院

院士李灿深入剖析减少碳排放、

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的重要意

义，以及在“碳达峰”和“碳中和”

的过程中，我国科学家是如何突

破绿色氢能和液态阳光方案中

的关键技术，为双碳目标贡献中

国科技的力量。

解决碳排放问题，除一些公

认的方法之外，有一些科学家将

目光转移到了绿氢+液态阳光这

套组合拳上：由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分解水制氢，也就是绿氢，再由

绿氢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甲醇

或其他燃料和化学品。这本质上

是利用太阳光等可再生能源，将

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液体燃料，

不仅把二氧化碳作为资源加以利

用，还具备储能调峰功能，兼顾了

经济发展和减碳目标。液态阳光这个名

字，很形象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将太阳

能用甲醇的形式储存、运输、利用。

李灿院士团队研发了国际上性能最

好的规模化电解水制氢的技术，发展了高

活性的固溶体催化剂，可以高选择性、高

活性的生成甲醇，已经在兰州建成了全球

首套千吨级液态阳光合成的规模化示范

工程。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通讯员 林海

康复机器人 社区上岗
72岁的赵爷爷患脑卒中近5年，右侧

肢体障碍，且长期卧床不起。在家门口的北

蔡社区康复中心，他在上、下肢智能康复机

器人、高频治疗仪、小数字OT等高精尖设备

辅助下，进行着康复训练，并日渐有效。

在上海，类似的示范性康复中心已有

41家，康复机器人是标配。在“家门口”就

能找到康复机器人，这给脑卒中长期患者、

各种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存在认知障碍的

老年人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康复体验。而

这些康复机器人不约而同来自同一个地方

——上海张江。去年，我国康复医疗器械

领域一共有10轮大规模融资，其中4轮来

自张江。特别是，傅利叶智能在去年3月

和7月分别获得数千万元和数千万美元C+

轮融资之后，今年再次凭借独到的科技创

新赢得创投资本的青睐。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康

复医学作为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之后的第

三医学，一直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根据《柳叶刀》研究统计，中国是全球

康复需求最大的国家，预计到2023年，我

国康复医疗产业有望达到千亿规模。

高精尖机器人 集结张江
成立于2015年的傅利叶智能，不断攻

克高性能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如今站在了

康复医疗上端产业链的最前沿。据公司创

始人兼CEO顾捷介绍，傅利叶智能自主研

发了力反馈技术平台、多关节机器人运

动控制卡、多维力传感器等核心技术和零

部件，构筑起坚实的技术壁垒，摆脱了软硬

件的进口依赖。“AI、电子、机械、仿生的跨

界融合，将形成一项面向未来的独特前沿

技术平台，以实时力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

术为用户带来舒适的现代化康复体验”。

特别是，去年全球首发的三维上肢康

复机器人，不同于外骨骼形态或平面形态

的上肢康复机器人，其基于末端控制，技术

含量高，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首次取得突

破性成果。这款康复机器人采用自主研

发、行业领先的力反馈技术平台，以柔顺力

学、弹性力学等模拟治疗师手上的力道。

通过实时渲染，在直线、平面以外，提供了

丰富的三维空间上肢训练动作轨迹，让康

复动作变得更“立体”。就像身边有位治疗

师一样，它引导使用者完成各种复杂的康

复训练。

与此同时，卓道医疗、司羿智能等一批

康复机器人创新企业也在张江茁壮成长。

例如，卓道医疗专注于康复机器人与智能

康复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应用，现已研发十

余款全球技术领先的康复机器人；司羿智

能是全球首家将软体机器人技术应用到康

复设备的高科技公司，拥有三十余项专利，

致力于打造消费级康复机器人矩阵，连接

医院、社区和家庭。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抢占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黄金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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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新方向

的持续涌现，康复医疗迎来颠覆式创新，

康复机器人冉冉升级为生物医药产业创

新发展的“黄金赛道”。近日，位于上海张

江的傅利叶智能完成4亿元融资，成为我

国康复机器人领域率先完成D轮融资的企

业，创下该领域单轮融资额最高的纪录。

“双拉钩”把胸骨悬吊起来切肿瘤
上海医生科研攻关创新发明手术“神器”

“这是我受伤11年来，第一次
以直立行走的方式出现在大家面
前，站起来的感觉真好！”正在北京
举行的冬残奥会上，90后女孩杨淑
亭坐轮椅11年之后，勇敢地站立起
来并稳稳行走了50米左右，圆满完
成冬残奥会火炬传递。支撑起她
“奇迹3分钟”的，是一套名叫“外骨
骼机器人”的康复机器人。

▲ 患者使用傅
利叶智能下肢外

骨骼康复机器人
本版图片由采

访对象提供

▲三维上肢康复机器人

高精尖“康复机器人”聚张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