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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上海

近日，上海的两所名校复旦和

同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强强联

合，成了件新鲜事。之前，听到最

多的是高校与企业结盟、政府与高

校签约。国内高校尤其是名校之

间订立战略合作的，几乎看不到。

因为，名校过于强大，各具优势，其

所长学科“独步天下”。

复旦的数学、物理、化学，这些

基础学科的排名不仅国内领先，且

享誉世界；上海交大的造船、机械

工程、电子信息实力超群；同济的

建筑设计规划名扬四方。原本，各

有各的王牌，各自独领风骚便好。

上世纪  年代，全国高校大整合，

似乎为各所名校分了工、划好了

“地盘”。

然而，当今科技创新趋势已容

不得名校再把自己圈在围墙之

内。很多新科技已不是某个专业

所能“包办”的，而是交叉现交叉、

融合再整合。以人工智能为例，它

是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数学、物

理、材料学等各学科高度融合的领

域，甚至还包括了心理学、伦理

学。任何一所名校不可能“单打独

斗”“一校独大”，强强联合是唯一

的选择。

近些年，有一个现象颇耐人寻

味：诺贝尔物理学奖、生物奖、化学

奖等的联合得主，均来自不同的大

学，他们不拘泥于自己是哪个名校

的人，只要志同道合、取长补短，便

密切合作。反观国内，科研尚有

“门户之争”。

于是，各高校想法来“破墙”。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曾联合发布

通告，宣布互相开放部分本科课

程，且学分互认。各地的大学城，

表面上都是校际资源共享。但“破

墙”不仅限于此，更要拆除各高校

之间的“心墙”。从这个角度看，期

待复旦、同济的此次签约，能迈出

实质性的一步。

上海市
“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
科普专项

国际海洋界把海面

6000米以下的地方称为深

渊，马里亚纳海沟就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过去，人们认

为，如此幽深之处必然死气

沉沉、毫无生命。随着对深

渊展开科学调查，这些认识

不断被颠覆。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临

港的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

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

渊中心）。这里是全球仅有

的两座研究深渊的实验室之

一，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深渊

微生物生命过程、深海地质

地球化学过程、极地海洋过

程与生物资源、深海物理海

洋过程、深海观测技术。

在中心主任方家松教

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世界

首套万米级原位高压微生

物胞外酶活性检测装置的模型。海洋

生物分层而居，“有了这套检测装置，就

能让从深渊里取出的海水、微生物、海

洋生物保持原位温度、压力，也能让科

研人员在原位温度、压力下去测定胞外

酶活性，得到更加真实准确的实验数

据”。方家松解释。

在深渊中心色谱实验室，微生物经

过发酵、培养、萃取、色谱-质谱实验等

步骤，被界定分子结构。科研人员正努

力发现有新型活性或是新型结构的天然

产物。

过去五年间，深渊中心主持了多次

深渊海沟航次，取得大量海水沉积物、海

洋生物、微生物样本，分离培养了2700

多株微生物，发现26个新种属，建立了

世界最丰富的深渊微生物菌种库。随着

考察不断深入，科学家发现马里亚纳海

沟底部居然还有生命存在。方家松说，

“我们明确提出，深渊微生物新物种占比

为32.30%-64.08%。” 本报记者 郜阳

练就红外“火眼金睛”
科学家眼里，物质能量的变

化蕴藏着信息，而能量变化带来

信息的最典型波段就在红外。在

时敏信息获取中，不同物体的温

度不同，它们所辐射出来的红外

线也会有所差异。

云、大气、地球等宏观尺度的

红外辐射信息，上海技物所和国

内前辈同行攻关了半个多世纪，成

果在天气预报中得到广泛应用。

孙胜利要挑战的是极小概率事

件，也就是那些在一般统计意义上

被认为不会出现的事件，一旦出

现却将造成极大影响和损失。

他领衔的团队做到了。“如果

有人在广场上扔下一个烟头，无征

兆，周围环境复杂，我们造出的‘红

外慧眼’能马上察觉，并精准定

位。”为有效区分有用信号和无用

噪声，孙胜利想到了解决之策：增

加时间的观察纬度。“尤其是信号

发生剧烈变化的瞬间。”他强调。

红外科技前沿探索，国之所

需，也不断冒出新课题。最近，孙

胜利领衔的团队，将目光聚焦到智

能体之间的微弱相互作用上，特别

是人工智能系统产生的微弱信号，

“一群蜜蜂飞过来，要辨别是否混

杂了AI蜜蜂”。

做梦都在破解难题
孙胜利依稀记得，小时候和

小伙伴用玻璃瓶底组装成简陋的

望远镜，看到了成像模糊却确实

放大的景物。那一刻，再抬头仰

望星空，“看得更远”就成了他的

人生梦想。

科研生涯起点，对他而言，天

时地利人和。天时，他加入中国

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风云

二号扫描辐射计研制团队；地利，

这儿是红外领域最肥沃的土壤；

人和，他遇到了恩师陈桂林院士，

跟随裴云天研究员、徐如新研究员

等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徜徉在一个

追求“看得更远”的学科领域——

红外物理与探测技术。也恰是在

这段岁月，他与“红外”结下不解

之缘。他说，利用人眼看不到的

红外线实现看得更远的目标，很

难却令人兴奋。

攀登科学高峰，需要解决的

问题太多太多。复杂的探测仪器

在重力场下总有形变，长时间没

有突破，以至于孙胜利有次梦到

相机形变是由于安装脚异常受

力，惊醒却发现原来是自己的脚

被压在箱子下了。

为了实现广角红外成像，必

须研发新型光学系统。春风得意

时，老前辈却断言不可行。孙胜利

仔细一想，的确，前辈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关键问题——检测工具。

后来按部就班“补齐短板”，质疑成

了点赞，前辈还为此专门出书，成

了上海技物所的一段佳话。

“‘跑’也要有智慧啊！”他作

为项目负责人，在逐渐感悟管理

也要“讲科学”后，慢慢做出改变，

“流程不停人轮休”，整体效率反

而提升了。“做科研不一定非得是

苦的。”他笑着说。

本报记者 郜阳

院士 风采

中国科学院新晋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孙胜利

让“红外慧眼”看得更远

肿瘤，让人闻之色变。医学科

学家们发现，乏氧（氧含量低于正

常组织）是恶性肿瘤的重要生物学

特征之一，严重限制了化疗、放疗

等传统抗肿瘤技术的疗效，是肿瘤

能够“为非作歹”的关键因素。

乏氧已成为当代肿瘤学领域

的研究热点。如何精准检测乏氧、

提高放化疗疗效，方兴未艾的交叉

科学大有可为。中国科学院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施剑林院士和复旦

大学材料科学系步文博教授领衔

的生物医用稀土材料研发团队为

此展开了持久且系统的多学科交

叉探索研究。

团队以发展光能量转换材料

为目标，构建系列基于稀土上转换

发光材料的介孔核壳结构光能量

转换材料，利用能量转换机制和介

孔限域效应，可在肿瘤内原位触发

光化学反应，实现对超低氧含量的

高灵敏检测和肿瘤放化疗增效，由

此推动了稀土上转换发光材料成

为乏氧肿瘤诊疗的主流研究体系，

促进了材料化学与肿瘤医学的交

叉融合研究。相关成果也被评为

202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

高灵敏氧含量检测探针

据介绍，极谱氧微电极技术作

为最早应用的肿瘤氧含量检测技

术，被认为是测定乏氧肿瘤的“金

标准”。然而，这一方法技术复杂、

繁琐且重复性差，技术本身的侵入

性特征也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痛苦，

并增加了肿瘤转移的风险。

基于此，研发团队巧妙地设计

了一类新型的介孔核壳结构近红

外光能量转换探针，可将低能量

的近红外光转换为高能量的紫

外-可见光，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高

灵敏氧含量检测探针。“该类探针

有望为活体生物组织内低氧含量

的精准检测提供一种全新的解决

方案。”步文博解释，新探针可在

不对组织进行穿刺的前提下实现

对深部原位肿瘤的氧含量分布检

测；此外，探针独特的介孔空腔结

构可将肿瘤组织中氧分子高效富

集，并起到氧信号放大器作用——

氧含量检测灵敏度提升3.2倍，实

现了对乏氧区超低氧含量的高灵

敏检测。

放疗增敏新机制潜力大

众所周知，放疗是临床肿瘤治

疗中的重要手段。然而，X射线的

“敌我不分”严重影响了临床效果，

既往的放疗增敏研究则未能从乏氧

角度解决根本性瓶颈。受到X射线

激活纳米材料催化效应的经典机制

的启发，研发团队提出了一类对乏

氧肿瘤具有更大治疗潜力的放疗增

敏新机制：催化放疗增敏。

“研究利用新型稀土闪烁体特

有的X光能量转换发光机制，激活

光敏剂半导体的I型光动力催化反

应，直接将肿瘤组织中的水分子催

化为羟基自由基，规避了传统有机

光敏剂以能量转移机制为核心的

氧气依赖性，从本质上克服了肿瘤

乏氧区氧含量对放疗疗效的限

制。”步文博表示。这类新疗法突

破了放疗对氧含量的依赖，有望为

临床乏氧肿瘤的放疗增敏提供新

思路。

研发团队认为，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基础研究团队与临床医院的

应用团队应紧密合作，促进医工交

叉融合，实现医用材料的“设计制

备—性能评估—临床应用”全链条

发展，以此服务临床重大疾病的精

准诊断及高效治疗需求。

本报记者 郜阳

上海科学家多学科交叉探索研究为“乏氧”肿瘤诊治提供新思路

稀土上转换发光材料 抗癌好帮手

上海海洋大学
“深渊科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旁人眼里，他是
“科研苦行僧”。经常
是清晨 6时到办公
室，深夜 10时才离
开，自律、勤勉。
作为 2023年中

国科学院新晋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的孙胜利研究如何
用红外探测技术实
现极小概率事件的
早期发现。
他认为自己是个

“跑者”，无论是字面
意义上，还是科研征
途中。博士毕业后的
近9000个日夜，孙胜
利“跑”得很专心，让
遥感卫星的“红外慧
眼”看得更多、更远、
更清晰，这事儿值得
钻研一辈子！

■ 研究人员在深渊中心开展实验

▲

孙胜利（中）与科研人员

在项目测试数据分析

前沿 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