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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人物选树”名单揭晓

申城“全国科普日”活动上午启动

传统的T台化身成舞台之上

的“山丘”与“湖泊”，曲线的外形仿

佛水面泛起的圈圈涟漪，叠起的高

度仿佛层层的山峦。舞台背后是

一块长80米、高5米、270度的环形

巨型大屏幕，置身其中，就像打开

了进入平行时空的元宇宙大门，体

验感十足！昨天下午，《衣尚东

方》——2022东华大学新锐设计师

创意时装作品发布会在世界设计

之都大会主会场拉开大幕。

来自东华大学的12名新锐设计

师带着70余套原创作品，将“传承与

经典再造”“自然与可持续发展”“未

来与数字潮流文化”的理念演绎得淋

漓尽致。本次秀演突破传统的服装

走秀表演模式，结合现场数字媒体技

术，以“山”“水”“光”三幕展开，打造

一幕虚实相间、未来复古，融声、光、

画、表演为一体的创新型综合设计表

达。虚拟与现实交融，传统与科技共

生，连接设计的现在与未来，带来无

限的灵感与想象空间。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昨天“经纬天地”时尚前沿

展举行。展览入口处的“东华小

锐”IP卡通形象可爱，引得参观者

拍照打卡。“东华小锐”以鸾凤形

象，宋代成语“啐啄同机”为延伸，

这是东华大学师生专门为本次活

动而设计制作，代表着一批又一

批东华新锐设计师植根于中国的

传统文化土壤，呈现出面向未来

不断探索的青春力量。

本次展览系2022世界设计

之都大会主展览“设计洞见未来”

板块的重要部分。展览以“经纬”

来串联“天”“地”，运用时尚的概

念服装来体现抽象的科技意涵，

展现浓浓的“东华元素”。

交融流畅的线条、光滑的过

渡，《生》的设计作品采用了3D打

印技术，材质、形态和科技的融合

使得自然的生命形态得以完美表

达，体现了设计师对返璞归真的

自然世界和原始生命之美的关注

与思考。

金光闪闪的《羽织》，以航天

器金属网为设计灵感，通过模块

化设计，将服装模块利用激光切

割成型，并参照中国传统榫卯结

构插接成型，打破服装缝制成衣

方式，构建“科技+时尚”的艺术桥

梁，打造“航空航天”“新型材料”

与服装设计间的联动，与世界设

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相融共

生”的主题相契合。

作为国内首家以纺织服装

为传统学科的高校，东华大学始

终坚持设计师人才是解决纺织

和服装以及时尚产业转型和提

升的核心软要素。参与本次大

会，让一批东华设计师融入到中

国乃至世界时尚设计产业的海

洋中。

作品从艺术到工艺、材料到

技术、设计到工程、构思到成品全

方位的独立原创呈现，每件作品

无不体现着年轻设计师的才智和

跨专业跨领域的创新。

上海打造全球“设计之都”，

离不开高质量的创新型创意设计

人才。东华大学作为一直努力培

养设计师的摇篮，近十年间培养

了7000多名设计人才，近五年近

300名学生（团队）创立了设计公
司、设计工作室。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东华元素”亮相间尚展

间ힰ탣듲퓬元폮훦뿕볤

本报讯（记者 郜阳）

去年，两位科学家因发现了

温度和感觉的受体摘下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味

觉是人类重要的生理感觉，

众多专家学者也对味觉展

开了深度研究。昨天，上海

科技大学刘志杰和华甜联

合研究团队在国际顶尖学

术期刊《科学》上发表最新

成果：在马钱子碱激活人源

苦味受体TAS2R46的结构

基础研究中取得重大原创

性突破，在国际上首次揭开

了苦味受体的“神秘面纱”。

味觉是由存在于味蕾

中的味觉受体介导产生

的。各种味觉信号分子结

合特定受体后启动胞内信

号转导，从而激活味觉细胞

使其分泌ATP。ATP经由

特定的神经通路传递至不

同脑区，从而产生不同的味

觉感受。

苦味、甜味和鲜味受体

属 于 G蛋 白 偶 联 受 体

（GPCR）。不过，苦味受体

（TAS2Rs）是味觉系统中比

较特殊的一类受体，与其他

GPCR的序列同源性低，因

此被单独归类为classT亚

家族。由于大多数有毒物

质具有苦味，因此苦味受体具有规

避有害食物，防止中毒的重要作

用。然而，该受体家族的结构长期

以来未被解析。

上科大刘志杰团队与合作者

在过去几年中聚焦与重大疾病相

关的GPCR研究，其中对大麻素受

体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获得了2021

年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此次，

刘志杰和华甜研究团队把研究目

标聚焦于苦味受体TAS2R46，它

是一个广谱类苦味感知受体，可

以识别多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苦味

分子，包括马钱子碱、奎宁等。马

钱子碱是从马钱子中提取的生物

碱分子，具有抗炎镇痛等药用效

果，但同时也有较大毒性。据报

道，马钱子碱是苦味受体TAS2R46

最强的激动剂之一。除了口腔，

苦味受体TAS2R46在呼吸道、肠

道、脑和心脏等组织也有显

著表达，被认为是哮喘的潜

在药物靶点。但由于缺乏

结 构 信 息 ，苦 味 受 体

TAS2R46的配体识别模式、

受体激活及信号转导机制

等仍然未知，这极大限制了

人们对苦味受体的功能研

究以及相关的药物研发。

ClassT家族苦味受体

作为GPCR家族中最后一

个未被攻破的堡垒是有原

因的——联合团队在破解

苦味受体TAS2R46结构过

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苦味受体主要表达在味

觉细胞表面，以往的GPCR

表达技术并不直接适用。

经过不断尝试，他们独辟蹊

径地设计了几种非常规方

法，克服了TAS2R46受体

在昆虫细胞里表达量低及

复合物组装困难等一系列

难题，使用单颗粒冷冻电镜

技术成功解析了马钱子碱

激活及无配体两种状态下

TAS2R46受体与下游信号

蛋白复合物的结构，首次揭

示了苦味受体独特的三维

结构及调控机制。

研究团队还意外发现

TAS2R46与下游特有的G

蛋白味转导素嵌合体存在预结合

的相互作用模式，这与GPCR先被

配体调控后再结合G蛋白的传统

激活模式完全不同。研究团队认

为，由于苦味受体肩负保护人体免

于中毒的预警任务，它们必须进化

出高效监测食物中的大量味觉分

子并迅速将苦味信号传递至大脑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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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在今天上午举行的

2022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上，

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

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人

物选树”名单揭晓，分别授予褚君浩等5位同志

“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杰出人物”称

号，傅昇岽等5位同志“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

学传播新锐人物”称号。

本届选树自6月初正式启动，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积极响应。被推荐者中既有工作在科研一

线的科技工作者、各大医院的骨干医生，也有热

爱科普的资深媒体人以及投身于公益科普活动

的企业管理者。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选树来自

科技企业的申报人数有了显著提升，也从侧面

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企业与社会组织正积极地参

与到公益科普事业中来。

据主办方介绍，活动自1995年开展以来，今

年已是第十四届。近几年，随着全社会对科普

工作重视度和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为更好鼓励

社会各界参与科普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创

造性，大众科学传播人物选树从本届开始由每

两年开展一次改为每年开展一次；除了每届评

出大众科学传播杰出人物不超过5人之外，还特

设评选大众科学传播新锐人物不超过5人。

杨志根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赵晓刚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姜雪峰 华东师范大学
程蕾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褚君浩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第十四届上海市
大众科学传播杰出人物

刘 夙 上海辰山植物园
汤康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
李志玲 上海市儿童医院
李 晶 波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傅昇岽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

第十四届上海市
大众科学传播新锐人物

（按姓氏笔画为序） （按姓氏笔画为序）

■ 图为上午在上海科学会堂国际会议厅举行的“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暨
科技会客厅“星辰大海 未来可期”专场活动现场，江苏路第五小学学生景辰在与
牛顿时空对话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