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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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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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成为行走着的“随身能源”。能不能让电池成为纤维
化“变形金刚”，既有高容量“大肚腩”，又柔软自如“说变就变”？当国际
学术界将这一创想判定为“科学幻想”的15年之后，一位中国科学家默
默颠覆了这个领域的“传统认知”，构建了纤维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并建
立了世界上首条纤维锂离子电池生产线。他就是近日揭晓的2022年上
海“最美科技工作者”之一，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主任彭慧胜，一位能
把电池“织”进衣服、能让霓裳化身“显示屏”的神奇科学家。

疫情未息。近半年来，各

地中小学乃至大学，多半开启

了线上课堂。两年了，不少学

生对网课已不陌生。不过，缺

少了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上

课时的交流自然少了许多，老

师不得不照本宣科，学生学的

无非是教材上的“标准答

案”。当然，疫情之前，我们的

基础教育大致亦如此。

近些年，总有人试图寻找

我们科技原创力不足、创新力

较低的根源。最近，智者提出

观点：最可怕的不是没有思

想，而是满脑子标准答案。这

些“标准答案”究竟从何而来？

一来，根植于传统的教育

模式，考题只有一个标准答

案。久而久之，绝大多数人听

从权威、服从经典，却从未想

过，自己能不能挑战一下前人

呢？哪怕他是科技功勋，哪怕

他是经典理论。便少了创新

的冲动，一切皆在前人的框架

内。二来，乃当下的网络之

祸。网络推送，投其所好、人

云亦云。渐渐地，不少人的

大脑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

而是属于掌握网络的某些人

了。如果失去了灵魂的大

脑，何谈创新？一切只能按部

就班。

什么是创新？有个知名

投资人讲过一句发人深省的

话，他说创业要想成功，就得

做从来没人做过的生意。比

如，火锅店到处都有，但海底

捞就一家；手机满大街都是，

但能做出iPhone的公司，就只

有苹果。想一想也是，海底捞

不会照抄他人的“成功经验”，

乔布斯则是一直在打破前人

的认知。

创新是喊了多年的口

号。然而，无论是科技创新，

还是实业创新，还有体制创

新，都颇难。为何？往往是

因为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思

考被固有的思维框架给限制

住了，只知道习以为常，不敢

去石破天惊。解决这个难题

的第一步，要去除满脑子的

“标准答案”。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首个

中国自主研发新型雄激素受体

（AR）抑制剂——恒瑞医药自主

研发的1类新药瑞维鲁胺片于近

日被批准上市。本次附条件获批

适应证为高瘤负荷的转移性激素

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将为

中国前列腺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

选择。

据了解，与欧美国家相比，我

国新型AR抑制剂的临床应用相对

滞后。作为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

新型AR抑制剂，瑞维鲁胺的上市

将有力推动新型AR抑制剂的应用

可及性，令更多前列腺癌患者从规

范治疗中获益。

夏季，阳光的炙烤不仅让人无

精打采，就连稻田也发蔫一片，严

重时产量锐减。就国人餐桌的主

角水稻来说，当气温超过34℃后，

不仅长得少，还长得“丑”，口感也

会下降。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林鸿宣研究团队和上

海交通大学林尤舜研究团队合作，

找到了能让水稻不怕热的“基因钥

匙”——成功分离克隆了水稻高温

抗性新基因位点TT3，并且阐明了

其调控高温抗性的新机制。近日，

这一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尖学术

期刊《科学》。

研究团队通过对大规模水稻

遗传群体进行交换个体筛选和耐

热表型鉴定，定位克隆到一个控

制水稻高温抗性的基因位点

TT3。进一步研究发现，TT3深藏

玄机——基因位点中存在两个拮

抗调控水稻高温抗性的基因TT3.1

和TT3.2。

通过多代杂交、回交方法，科

研人员把高温抗性强的非洲栽培

稻TT3基因位点导入到亚洲栽培

稻中，培育成了新的抗热品系。新

品系果然没让大家失望：在高温环

境下，增产效果是对照亚洲稻品系

的1倍，耐热“极限”也提高到了

38℃。此外，在高温胁迫下，过量

表达TT3.1或敲除TT3.2也能够带

来2.5倍以上的增产效果；而在正

常田间条件下，它们对产量、性状

没有负面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机制上的进

一步研究让团队有了另一重收获：

找到了一个潜在的高温感受器

TT3.1。原来，叶绿体作为植物光合

作用细胞器易受热伤害，而过量表

达TT3.1或敲除TT3.2可以保护叶

绿体免受高温损伤，亦可在高温胁

迫下维持叶绿体的光系统稳定性。

林鸿宣和团队期待着，未来还

有更多TT4、TT5会被找到，在抗热

复杂性状分子遗传机制及调控网

络被构建起，上海科学家有望开启

作物抗热分子设计育种的大门。

本报记者 郜阳
实习生 计丹洁

质疑声中坚持了15年
有点苦，又有点甜；既好玩，又

好吃。在彭慧胜眼中，“科学就像

巧克力”。

出生在湖南省邵阳的他，中学时

成绩优异，高考时却阴差阳错失利

了；申请出国深造时，争取到三位诺

贝尔奖得主的推荐，原本信心满满

的他，却没有因此而收到一根橄榄

枝……求学路上的种种历练，让他早

早懂了“生活不易”，也磨炼出了面对

跌宕起伏、艰难困苦时的处变不惊。

历经波折，得见彩虹。在美国攻

读博士毕业后，他在待遇优厚的世界

顶尖实验室仅工作了两年，2008年就

重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组建团队，

致力于可穿戴纤维状能源材料与器

件的研究和成果转化。

对于一名学者，必须独立思考，

敢于打破权威，才有可能做出世界原

创的研究成果。当时，国际学术界有

一个基于长久科研形成的共识：纤维

电池内阻随长度增加而显著增大，导

致无法实现其高性能化与应用。锂

离子电池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人们通过优化电池材

料实现了电化学性能大幅提升。如

何通过设计新结构，例如创建纤维电

池，获得更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满足电子产品高度集成化和

柔性化发展要求呢？彭慧胜

开始研究纤维电池时，没人

相信可以实现纤维电池，更

无人相信纤维电池可以规

模应用。

“科研从来不是

一帆风顺，碰到困难

要勇敢地站起来。”

在质疑声中坚持了

15年，彭慧胜团队

颠覆了传统认

知，发现了

纤维电

池内阻随长度增加反而先降低后趋

稳定，呈现独特的双曲余切函数关

系，奠定了纤维电池发展的理论基

础。在此理论指导下构建的纤维锂

离子电池，能量密度较过去提升了近

2个数量级。建立了世界上首条纤

维锂离子电池生产线。纤维锂离子

电池系统的电化学性能与商业锂离

子电池相当，而稳定性和安全性更加

优异，在柔性电池领域开拓出一个新

方向。

已经取得亮眼室绩单
随着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

领域快速发展，急需创制可贴合皮肤

组织、适应复杂形变、透气导湿的新

型可穿戴显示器件。长久以来，业界

对于可穿戴技术的应用展望之一，就

是能造出智能电子纺织品。然而，具

有功能性且能够呈现大面积显示效

果的纺织品尚未实现，因为要获得既

耐用又易于在大面积上集成的小型

照明装置是一项严苛挑战。

2018年，彭慧胜决定突破平面显

示器件经典三明治结构的研究范式，

提出在纤维电极交织点构建微型发

光器件的全新路线，在国际上率先创

建出织物显示器件，颠覆了人们对传

统显示器件和纺织品的认知。这种

可以像衣服一样轻薄、透气、可贴合

在不规则基底上的织物显示器件，被

评述为“世界电子织物领域一个卓越

的里程碑”。

彭慧胜带领团队已经取得了亮

眼成绩单：在纤维电子器件方向做出

了原创性成果，被国际学术界评价为

这个方向的开创者，曾获得2019年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21年美国

化学会全球10项“顶尖化学研究成

果”、10项中国重大技术进展、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未来，将继续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聚焦重要科学问题，坚

持自主创新，在关键技术领域争取新

突破。

“我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培养学

生，不算是实验室的老板，只是个打

杂做后勤的，学生才是我们实验室的

主力军”。在他心中，做科学研究

出产的大部分论文都不一定

是金子，但培养出来的

学生一定是最大的

成就所在。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农民伯伯再也不用
担心水稻怕热了
上海科学家发现调控水稻

高温抗性的“基因钥匙”

我国首个自主研发AR抑制剂获批上市

前列腺癌患者迎来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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