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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炯强

科技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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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为落实《上海市计算
生物学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加

速推动计算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在上海市科委指导下，2023上海国际计

算生物学创新大赛近日启动。这是该大赛首次

举办，旨在通过“以赛选人，以赛选项”双循环机

制，构建计算生物学人才和项目蓄水池，吸引更

多创新、产业和投资资源加入，推动算法、软件、

结构等多个环节的原研原创技术和产品落地。

市科委总工程师赵健表示，计算生物学作为

人工智能（AI）发展的重要方向，正在重新定义

生物医药研发的底层逻辑。本届大赛聚焦药物

筛选AI算法，以NMDA（N-甲基-D-天冬氨酸）

受体为靶标的药物虚拟筛选为赛题场景，以真

实实验验证为主要评价手段，打造被行业高度

认可、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药物筛选AI算

法测试平台，推动AI技术在药物研发领域的

发展应用。

据介绍，本次大赛关注的蛋白靶标NMDA

受体与多种疾病有关，是神经系统性疾病最热门

的药物开发靶点之一。作为离子通道蛋白，

NMDA的特性、研究手段与肿瘤靶点差异很大，

这也让大赛更有挑战。大赛邀请具有创新能力

的企业或个人报名参赛，符合条件的获奖团队将

直接纳入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计算生物

学”专项，得到后续支持。

不久前，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科技伦理高

峰论坛，与会院士学者共同倡议：推动科技向

善。在这所名牌大学内，还设立了一个科技伦

理与人类未来学院。

搞科研还要伦理制约？答案是肯定的。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辅助生殖技术……近年

来，科研领域的创新五花八门。    年，南方

科技大学的贺建奎利用基因编辑技术“造”出

了天生免疫艾滋病的女婴，舆论哗然：科学家

如果可以随意“制造”自己设定的人，岂不天下

大乱？贺建奎因此获刑三年。

人类历史上，科研和发明有时是把双刃

剑。许多科幻影片对此有了形象生动的展示：电

影《未来世界》中，高智能机器人屠杀人类，已经

对  未来的发展提出警示；《未来战士》系列电影

中，高度智能电脑“天眼”发动核战争。据说，几

个核大国如今都有共识，核弹的钥匙不能由  

掌控。最新的影片《奥本海默》演绎的是科学家

发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道德伦理拷问。

如果研究领域或研究活动将人作为研究对

象，又或者，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文明，甚

至对人类存续本身产生影响、冲击或威胁时，这

样的科技必须接受伦理制约、法律制约。值得注

意的是，科技部官网之前公布《科技伦理审查办

法（试行）》，规定：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

等科技活动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

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

新兴前沿技术发展迅速，不仅要关注技术

安全性方面的风险，也要关注到人们基于道德

理念分歧带来的问题。  发展太快，但，我们

不需要人工智能掌控的世界；生物技术日新月

异，我们同样也不需要“生产”出来的人类，拒

绝“异形”。

生物体内各种物质和能量转化都离不开“超级催

化剂”——酶，它们是能够“低功耗干大事”的自然法宝。

2022年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上海交通大学生

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冯雁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分子酶学与合

成生物学领域研究，从微生物新功能酶发现和分子进化规

律解析，到催化体系构建及产业应用等方面成果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创制了上百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医药特种酶制

剂，解决了我国生物医药特种酶制剂长期依赖进口的问题。

缩短创造新酶时间
“生物酶是为了机体生存需要而诞生的，当它们被拿到

体外，脱离母体就很容易失去活性。”冯雁教授解释。因此，

团队进行分子改造，改变其基因组成，使其产生新的蛋白质

结构，能够稳定生存的同时发挥有益功能，能够应用于现代

医药诊疗、食品生产与加工等领域。

“大家不断了解生物酶的自然奥秘，利用了解到的机制

和规律开始设计新的生物酶。”冯雁提到，结构生物学、生物

信息学、微流控纳米技术等多学科交叉合作加速了这一领

域的发展。“新的筛选技术加持下，创造新酶的时间，可以从

过去的‘几年’缩短到现在的‘几个月’；多学科融合技术也

能够更快实现酶分子改造，给产业带来更大影响。”

国产诊断酶立大功
诊断酶是生物酶的一大应用，是诊断试剂中的核心原

料，一度严重依赖进口，使得检测成本居高不下。

冯雁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等项目支持

下，发展了酶分子进化工程技术体系，形成了对诊断酶，尤

其是新冠诊断酶在性能快速改造、高品质酶制备工艺及生

物检测应用关键技术等重要发明；发明了新型Agonaute核

酸酶—等温扩增耦联的病毒检测新技术，将新冠病毒检测

时间缩短为30分钟，并实现单酶对多种病毒同时检测，突破

了国际上新型CRISPR检测的技术垄断。

此外，团队发明了系列酶分子设计和改造的平台技术，

使蛋白酶K等性能改造的研发周期极大缩短，酶活力和稳

定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将此技术用于数十种诊断酶。

“我们和企业合作又发明了大规模发酵和纯化技术，使得蛋

白酶K等诊断酶实现稳高产，成本较传统技术大幅降低。”

冯雁教授透露，“目前我们生产的蛋白酶K产品也出口亚

洲、欧洲和美洲等地区，说明产品质量得到国际认可。”

潜心培育多能人才
从研究酶结构和功能并实现分子改造，到研究催化过

程控制反应条件，再到扩大生产中的工程控制，团队涉及这

一领域上下游所有环节。团队的每个研究生在不同环节各

司其职深入开展工作，同时通过“头脑风暴”，从不同角度交

叉融合解决难题。“未来生物技术涉及方方面面，科学思维

的训练对学生非常重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是

核心。”冯雁教授说。

蛋白酶K能够快速从大学实验室走向工厂车间服务百

姓健康，除了长期储备的科研成果外，还得益于团队在成果

转化方面的积极努力。冯雁教授说，很高兴团队中走出一

些后辈创建企业投入市场。目前已合作建立酶

原料产业化和病毒检测新技术相关的两家企业，

不仅对应科研团队的储备技术

方向，也覆盖了生物酶产业

应用链条上的多个环节。

本报记者 易蓉

作为一名材料学家，张荻常说，要做大

自然的开拓者。他认为，大自然在长达亿

万年的变化过程中，各种生物进化出了极

其丰富的生物分级结构来满足自身特殊功

能的需求。而目前材料学中的新概念——

遗态材料，正是源于自然界生物的启迪。

张荻介绍，遗态材料是通过借用自然界生

物自身多层次、多维、多结构的本征结构，

经人工方法，变更其结构组分，制备出既保

持其精细分级结构，又具备新功能的新型

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

如何通过精准设计、调控材料的构型

来大幅提升同质材料的综合性能，是材料

科学发展的趋势与难点。在遗态材料学术

思路引导下，张荻及其团队创制了一系列

具有生物精细分级结构的高性能材料，如

用寒带生存的蝴蝶做模板所创制的功能材

料，大大提高了太阳光的吸收率，从而可用

于制导光电、光热、光催化、光解水等光能

源转化材料；利用热带蝴蝶的光反射响应

特性制备出光调控材料；以植物叶片为模

板所制备的“人工树叶”材料大大提高了人

工光合作用的效率。这些工作为此后的高

性能、新材料的结构性能化设计提供了前

瞻性思路、理论依据和实用途径。

张荻带领团队长期从事金属基及构

型化复合材料应用基础研究，在复合设计

制备、形变加工、构效关系及构型化调控

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并

为我国多个重大工程创制了一系列的轻

质高强金属基复合材料，成功应用于我国

航天等高科技领域。他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SCI收录论文600余篇，出版中、

英文学术专著3本；主持承担了国家“863

计划”“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项目，制定金属基

复合材料国家标准3项；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2项（均为第一完成人）、省部级

一等奖4项。

除了“做大自然的开拓者”，张荻还坚

持“做学生真正的朋友”。1988年在日本获

得博士学位后，他立即回国工作，扎根上海

交大开展科研、投身育人，曾获得上海交通

大学首届“教书育人奖”一等奖。“要让每位

学生都能在学术团队里充满信心，并度过

充实而又富有激情的研究生生活。他们不

是我的助手，而是一起进行科研的伙伴。”

本报记者 易蓉 通讯员 皎轩

院士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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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荻“师法自然”
创制新材料

“师法自然”，向大自然学习、获取知识技术，这种直接而根本的方法
和手段凝结着中华智慧。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新科院士、上海交通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荻看来，向大自然学习也许是科研工作者做科研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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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上海国际计算生物学创新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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