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躬身追逐心中的海洋强国梦

引领我国儿童肝移植从空白到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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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增 位两院院士
数量创近年新高，占全国新增院士总数13.5%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2023年中国两院院
士增选尘埃落定。昨天下午，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公布了2023年院士评选结果，分别选举

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59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4

人。其中，上海新增院士共18位，占全国新增院

士总数13.5%。上海新增院士数量创近年新

高。截至目前，人事关系在沪的两院院士共187

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08位，占全国总数

12.4%；中国工程院院士79位，占全国总数8.1%。

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和工程科技领域

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制度是党和国家为树立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导向，凝聚优秀人才服务国

家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次增选后，我国院

士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学科分布进一步优化。今

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54.7岁，

最小年龄45岁，最大年龄65岁，60岁（含）以下

的占90%，女性科学家有5人当选。新当选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研究领域共涉及43个一级

学科，覆盖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指南中学科

的78.2%。

上海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54.3岁。

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复旦大学的彭慧胜（46岁），年

龄最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张荻（65岁）。上海

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59岁。其中，年

龄最小的是同济大学的童小华（51岁），年龄最大的

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家华（76岁）。

6年前，身为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

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童

小华，领衔完成的“航天重大工程的遥感空间

信息可信度理论与关键技术”项目获颁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当年上海地区唯

一的一等奖。那时，他几乎“躲”开了所有媒

体的镜头。昨天，当他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

时，人们同样找不到他。

朴素、沉稳、内敛，是生活中的童小华。

然而，他的那些创新瞬间，却是激情澎湃：在

距离月球表面100米处，“嫦娥三号”着陆器悬

停，在不足一秒时间内即扫描获取月球表面地

形影像，从而保障“嫦娥三号”成功避开月球表

面的石头、坑洼等障碍物，在平坦地形处安全

着陆。而为此关键任务中“着陆避障激光系统

极短成像时间下实现量测级探测精度”提供可

信度理论方法支撑的，正是童小华团队。

童小华是同济培养的院士，在同济大学

接连读完本、硕、博，毕业后留校。“从学生时

代起，他就一直是最勤奋、最用功的那一个”，

程效军教授曾是童小华大学4年的班主任，可

以说是看着他一步步奋斗、成长的。

从读博时起，童小华就开始瞄准“空间数

据的精度”这一国际前沿方向，20年来一直潜

心深耕这一研究领域，他带领团队成功探索出

了一套测绘遥感地理空间数据质量控制的理

论技术与方法，并将它们从地面上的应用扩

展到我国的航天事业。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出门不需要带充电宝，穿的衣服就可以给

手机充电。科幻片般的场景，恰是复旦大学高

分子科学系彭慧胜团队的研究方向之一，他和

他的团队已连续构建出兼具良好安全性和综合

电化学性能的新型纤维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这项成果是“储能领域和可穿戴技术领域的里

程碑研究”和“柔性电子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昨天，当彭慧胜得知自己当选中国科学

院院士时，不愿多谈成果。在他心中，成果来

自于工作和生活中的一次次挫折。出生在湖南

邵阳乡村的他，从小和母亲一起下农田干活，高

考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一向擅长化学

的他因为太紧张，快交卷时发现背面还有一页

题，“结果没有考上自己的前几个志愿”。

去美国深造时，遇上卡特里娜飓风，小城

被毁，大学停课，奖学金停止发放，他和同学一

起驾车逃离，当了一年的难民；从美国回来后到

复旦大学任教，第一年因为没有名气，没有学生

愿意报考彭慧胜的研究生，于是他就向学生打

电话“推销”自己，甚至给物理系的“落选”考生

打电话，“我是刚刚起步的青年教师，但是我可

以一起和你做实验，认真地手把手教你，和你一

起写论文，我的方向可能会很有前途……”

或许，正是一路坎坷，彭慧胜对人生和科研

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我想再花30年做好的

科学，在科研上实现重大突破，希望老了以后能

够和我的后代自豪地说起我们做过的实验。这

是我们科研人的追求。”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埋头于毫不起眼的水稻遗传育种研究，

这是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研究员何祖华坚守40年的日常。这位新

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一辈子都在琢磨如

何让水稻既高产又免受“癌症”侵扰。这位

高产的科学家，一直以来都把论文写在祖国

的广袤田野上。

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却一直受

到病虫害困扰，尤以被称作“水稻癌症”的稻

瘟病威胁最大。水稻一旦染上这种病，轻则

减产10%，重则颗粒无收。从1983年进入导

师申宗坦（我国著名水稻遗传育种专家）的课

题组起，何祖华就和水稻的“天敌”们较上了

劲。2006年，何祖华团队鉴定出一个几乎能

对抗稻瘟病所有变异病菌的基因位点Pigm；

此后，他们又“十年磨一剑”，系统解析出这个

位点的作用机制……“所有的奔波和坚持，都

是值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科学》《自然》等

国际顶尖科学期刊发表，更被育种家大量使

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搞农业研究没啥新方法，就是尽可能

多看、多种、多选，‘面朝黄土背朝天’扎到田

里去。”何祖华带领的团队脚步不歇，又将目

光投向了水稻的另一个“敌人”——稻曲

病。一次次，他用注射器为水稻接种病原，

观察水稻的发病情况，选出抗病、高产等综

合性状表现优良的育种材料。

本报记者 郜阳

伸出你的左右手并将手心朝下，它们是

否无法完全重叠在一起？

这是“手性”，是自然界的基本属性，而手

性（不对称）催化合成是目前公认的获得单一

对映体手性分子最高效的方法。

十多年前，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研究员游书力团队的一位研究生在实验

中意外得到了一个具有去芳构化分子结构的

副产物。游书力敏锐判断，这一结构形成可

能具有普遍规律。经过大量原创性实验，游

书力团队于2012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催化

不对称去芳构化”的概念。创新的脚步没有

停下，他带领团队把“催化不对称去芳构化”

反应用于合成天然产物——这是制药中特别

重要的一环，原本需要9步化学反应的过程

被缩短为2步。这一“变革性”合成路线既经

济，又环保。

在上海有机所读研期间，游书力师从国

内化学泰斗戴立信院士。他一直牢记着导师

说过的一句话——要做科研上的世界冠军。

为了这个目标，他一直要求自己要有独立思

考的能力，寻求和别人不一样的发现。

致力有机化学近二十载，游书力“催化不

对称去芳构化”的科研之路越走越宽，他期盼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为药物研发提供新颖分

子骨架的化合物库，为新药创制和新材料研

发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郜阳

7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家华最近正

忙着编写教材，参与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课

程的教学改革，同时和业界合作开发功能更

强大的自航绞吸挖泥船。几十年如一日，他

一直奋战在教学、科研、试验的第一线，躬身

追逐心中的海洋强国梦。

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俗称“挖泥船”，

是远海岛礁大规模高效吹填造陆的国之重

器。相关疏浚船舶设计制造公司为了获得高

额利润，进行技术封锁仅向我国提供整船。

谭家华教授带领上海交大船舶与海洋工程设

计研究所经过大量的实践调研和分析，逐步

建立了集特种作业船舶环境载荷分析和作业

载荷计算于一体的系统的理论分析计算方法

和设计理论，完全掌握了绞吸挖泥船挖掘、定

位和输送三大核心设备系统设计的核心技术

和特种船舶设计开发的核心内涵，打破“关键

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困境。“我

们设计的船，在世界各地施工，它们到过的地

方至少会留下一个港口、一个码头，甚至是一

个岛礁、一大片围海造地。”

迄今为止，谭家华所在团队设计建造的

大型绞吸疏浚装备已有59座，约占国内大型

绞吸疏浚装备的80％，与进口装备相比缩短

了平均研制周期、降低了平均建造成本，推动

我国疏浚作业跃居国际领先水平，在远海岛

礁、“一带一路”港口、长江航道等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报记者 易蓉

肝移植技术一直被称为21世纪外科领

域的皇冠，而儿童肝移植好比这顶皇冠上的

明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院长、新增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夏强教授从

2006年带领团队成功开展仁济医院第一例

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至今，不但创造了从零

起步到世界第一的奇迹，更在肝移植的国际

舞台上赢得话语权。

这些年来，夏强团队在儿童终末期肝病

诊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引领我国儿童肝移植

从几乎空白到世界领先；创建儿童活体供肝选

择与匹配安全标准，突破儿童肝移植血管重建

关键技术瓶颈；建立儿童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

剂使用和免疫监控中国标准；提出肝母细胞

瘤、胆道闭锁等儿童肝脏罕见病治疗新策略。

目前，仁济医院建成世界最大儿童肝移植中

心，年完成量连续十年居世界首位，5年生存率

94%全球领先，建成国家肝移植医师培训基

地，推动我国儿童肝移植5年生存率提高

35%，年完成量增长22倍跃居全球第一。

早在仁济医院建肝脏外科初期，夏强就

带领团队创建了国内最早、也是最大的儿童

肝移植慈善救助平台——肝移植患者俱乐

部。2013年，为贫困患儿点亮希望的“芯肝

宝贝计划”肝移植项目正式启动，中芯国际

“芯肝宝贝计划”肝移植项目累计捐赠总额

高达4416万元，已经为792个贫困患儿家庭

送去了温暖、带去了帮助。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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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荻   岁 上海交通大学

丁 洪   岁 上海交通大学

沈维孝   岁 复旦大学

彭慧胜   岁 复旦大学

高绍荣   岁 同济大学

翦知湣   岁 同济大学

朱为宏   岁 华东理工大学

卿凤翎   岁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游书力   岁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陈立东   岁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孙胜利   岁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何祖华   岁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谭家华   岁 上海交通大学

夏 强   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郑庆华   岁 同济大学

童小华   岁 同济大学

汪华林   岁 华东理工大学

孙以泽   岁 东华大学

在极具创造力的学科做“世界冠军”游书力“最勤奋、最用功的那一个”童小华

取得柔性电子领域里程碑成果彭慧胜

40年“盯牢”一粒稻种何祖华

谭家华

夏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