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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恶性肿瘤，患者

的总体5年生存率约为10%，素有“癌中之王”之

称。随着人口老龄化、饮食习惯的改变和生活压

力的增加，我国胰腺癌的发病率不断攀升。

外科手术是目前胰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

然而，胰腺癌手术是腹部外科中范围最广、风险

最高、难度最大的术式，因此也被称为外科领域

“皇冠上的明珠”。为了提升胰腺癌手术的安全

性、根治性和有效性，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

长虞先濬教授带领研究团队针对胰腺癌手术关

键技术和干预策略进行了一系列创新，通过开展

一系列基础临床转化研究，建立了个体化手术和

综合治疗策略，显著延长胰腺癌术后生存期，胰

腺恶性肿瘤患者3年生存率达56.8%，赶超国际

先进国家水平。相关成果在全国40家三甲医院

应用，累计让1.4万余人次胰腺肿瘤患者获益。

愈合加快 住院时间缩短
胰头肿瘤切除后的胰肠吻合术是胰十二指肠

切除术的关键步骤。“胰腺手术就像‘在豆腐上绣

花’。肠子像衣服，胰腺是豆腐，胰管两毫米，胰液

要流动，一旦漏出来，后果很严重。”虞先濬表示。

由于胰腺质地软脆，吻合手术后，胰液容易

从吻合缝隙漏出导致胰瘘，继发严重感染，引起

大出血乃至死亡，这是胰腺外科最常见、最危重

的并发症。针对上述难题，虞先濬教授领衔团队

发明了“残端封闭型”胰肠吻合术使胰肠吻合口

愈合加快，住院时间缩短50%。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进一步借鉴榫卯结

构，创新“乳头状残端封闭型”胰肠吻合术，使胰

管残端深入空肠内。将胰腺癌手术胰漏率从

20.3%降低至9%，并通过Ⅲ期临床试验证实该技

术能使患者胰瘘率显著下降，围手术期死亡率低

于0.3%，大幅提升了手术安全性。

减少残留 避免更大损伤
淋巴清扫是胰腺癌根治术的重要步骤，传统

清扫依靠钝性解剖，患者创伤大、手术耗时长。

针对这个问题，虞先濬教授团队建立“超声刀刮

吸层次解剖淋巴清扫”技术，减少了结扎可能导

致的肿瘤残留，避免了非必要出血和损伤。同

时，团队研发了一系列胰腺手术专用新型器械，

提高了深部淋巴清扫的效率。锐性清扫和专用

手术器械相结合，使淋巴清扫时间缩短50%，局

部复发率降低30%。

此外，由于业界对胰腺癌淋巴转移的特性认

识不足，淋巴清扫范围一直存在争议。盲目扩大

清扫范围会增加创伤与风险，而不恰当地缩小清

扫范围则有可能导致肿瘤残留。对此，研究团队

结合原发肿瘤的分期，联合运用CT和血清肿瘤

标志物，术前建立淋巴转移预测模型，判断可能

转移的淋巴结区域，进而引导精准手术清扫。

记者获悉，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

每年进行手术的胰腺恶性肿瘤近3000例，已成为

国内领先、世界一流胰腺癌诊治中心，并成为胰

腺癌诊疗领域的标杆，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生的希

望。在项目团队的努力下，吻合技术、淋巴清扫、

分期系统、个体化化疗策略等诸多成果已在全国

40家三甲医院1.4万余例患者中应用。

本报记者 郜阳

相较传统

高温合金，在

同等体积下可减重

40%以上、每年节省燃料数百万吨的以陶瓷颗粒

作为增强相的钛基复合材料是实现航空航天高

端装备轻量化、提高装备功效和武器战术性能

的关键战略材料之一，在空天飞行器、火箭发动

机、民用离心压缩机等关键部件中拥有着

巨大的应用潜力。研发低成本、高性

能且技术自主可控的空天高端装

备用耐热高强钛基复合材料

十分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张荻院士、吕维洁研究员带

领团队，经过二十余年潜心研究，承担国家部

委、上海市、国际合作和校企合作等科研课题，

形成了耐热钛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加工关键核心

技术，打破了国际技术封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该材料在高温环境下的稳定性和强

度使得我国航空航天器能够在极端苛刻的服役

环境中稳定运行，为我国的航空航天高端装备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传统钛基复合材料通常采用外加法生产，

存在成本高、基体和增强体之间界面结合性能

差、界面反应严重、成材率低的问题。研究团队

阐明了液态复合增强体晶体结构与形核生长规

律，建立了原位自生增强体尺寸和形态控制的

理论和方法，创新突破困境。此外，该材料通过

复合化技术，提升了传统钛合金的性能，使其能

够应对发动机和飞行器零部件面临的更高温度

和冲击载荷的挑战，提高了飞行器的性能和可

靠性。

吕维洁介绍，针对单元增强钛基复合材料

存在的强塑性匹配不佳等问题，团队专注机理

研究，提出多元增强体有序分布与耦合强化方

法，构建了新的力学模型，创制出空天及国防用

新一代轻质高强耐热600~800℃钛基复合材料，

其室温和高温条件下的各项性能指标达到了国

内领跑、国际领先的水平。

精细加工提供关键支撑
实验室研发的新材料需要新制备工艺才能

真正实现应用。团队针对钛基复合材料复杂构

件难以加工成形的问题，建立了动态再结晶诱

发大塑性加工技术，应对新材料加工难的挑战，

为空天和国防重大装备研制并应用了千余套钛

基复合材料构件。

一组数据体现了新材料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民用大型能源化工装备领域，离心式压缩机

叶轮构件原本在650摄氏度环境下无轻质材料

可用，团队研发的构件突破制约，使叶轮线速度

提高40%、压缩比提高33.3%，装机2MW，年节

省能耗8%；空天飞行器领域更是需要在800摄

氏度的复杂应力环境接受挑战，新部件不仅耐

高温而且结构减重15%、转动惯量降低36.4%，

为飞行器大机动、高速、高射程等核心技战指标

的实现提供了关键支撑……

相关研究成果授权中国发明专利26项，制

定企业标准5项，发表SCI论文100余篇；团队还

建立了国内领先钛基复合材料企业，实现单锭

吨级以上的钛基复合材料产业化制备与生产，

打破国际上的技术封锁和禁运，为维护国家安

全和高科技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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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玩具之所以备受欢迎，是因为它可以通

过不同的积木组合来构建新的模型。同样地，巧

妙地控制发光分子组合，也能让它们在特定的排

列下发出高效或特异性的光。那么，将“发光分

子”进行精准组装，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发光分子”的组装策略是基于非共价弱作

用来实现的，就像通过外力推拉就能改变乐高积

木的组合一样，人们也可以通过调控分子间的作

用力，实现体系发光性能的精细调控，从而构建

面向实际应用场景的发光可调控的智能材料和

产品。

“将特定的发光分子进行特定的排列或组

装，来增强或实现其在室温下的磷光发射的策

略。”这便是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马骧教授团队提出的原创性科学理念——“组装

诱导发光（Assembling-InducedEmission）”。

令人欣喜的是，通过“组装诱导发光”策略，

团队成功构建了一系列高性能的纯有机室温磷

光材料。这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功能染

料、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光化学和超分子化学领

域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更在产品

开发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在生物医学成像领域，团队开发的材料可以

作为细胞标记和成像的新型工具，有助于提高成

像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在传感领域，团队开发的

材料可以用于开发新型的化学和生物传感器，对

于环境监测、食品安全和医疗检测等领域具有重

要应用。在防伪领域，团队开发的高效室温磷光

材料可以用来制造难以伪造的安全标识，对于货

币、证件和高价值商品的防伪具有重要价值。该

项目的研究成果已经成功转化为一系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染料和产品体系，通过采用资源丰

富的传统染料，并运用巧妙且通用的发光调控和

材料构建策略，项目团队实现了产品开发、宏量

制备和绿色制造。

“组装诱导发光”策略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为何要拓展传统染料新的发光性能并开发出高

值化的“新东西”呢？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在发光材料的研究中，

传统的无机物或金属有机室温磷光体系存在价

格昂贵、毒性大、加工性差等缺点，而晶态堆积

虽能实现部分有机体系的室温磷光发射，但无

法满足应用环境、重复性和加工性等实用要

求。因此，亟待构建非晶态的高效室温磷光功

能染料产品，同时满足成本低、易规模化制备

等需求。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围绕有机功能染料的发

光性能调控、构建高效纯有机室温磷光功能体系

这一科学问题，马骧团队开展了系统的应用基础

研究，将功能染料产品工程、超分子化学和光化

学有机结合起来，原创性地提出了“组装诱导发

光”的新机制与新策略。团队采用的非共价作用

组装策略和分子工程理念，精细调控能级及其能

量转移过程，成功且巧妙地实现了对系列功能染

料室温磷光效率的有效调控，丰富了常规染料分

子所不具有的发光性能，拓展了传统染料新的功

能性应用。

在分子结构与发光性能的探索之路上，研发

团队攀登不止。“未来，团队将聚焦如何通过分子

结构的调整和组装方式的变化来拓宽磷光颜色

范围，如何将室温磷光材料与其他功能材料集

成，开发具有多种功能的复合材料，并探索这些

发光材料在新兴领域的应用。”马骧教授说。

本报记者 张炯强

■“GPCR信号传导通
路系统分子机制研究”获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原创新药研究全国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徐华强研究员，

解析了    与下游信号分

子之间的识别与相互作用模

式，揭示了多种药物调控

    的作用机制，开发了纳

米钩    复合物稳定技

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信号转导过程的结构生物学

理论框架。

■“衰老的神经生物学
机制研究”获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

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蔡时青，在全基因组水平上揭

示了行为与认知衰老的调控

网络，解析了个体之间衰老速

度差异的遗传机制，阐明了神

经元细胞内分子伴侣蛋白以

及调控寿命的信号通路影响

衰老神经元功能的新机制。

■“高分辨遥感卫星热
管理用陶瓷关键制备技术及
应用”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

盐研究所研究员曾宇平，针对高分辨遥感

卫星高精度热管理的迫切需求，开创性地

提出了多孔陶瓷替代多孔金属的思路，突

破了高精度、高气孔率、高强度多孔陶瓷毛

细芯及环路热管制备技术。

■“肺癌精准诊疗新技术和个体化治
疗新策略”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上海市胸科医院教授陆舜，聚焦肺部

肿瘤精准诊疗，建立肺癌分期、分型“精准

治疗”的新模式和新标准；成功研发了多种

新药，并为筛选中国晚期肺癌患者接受免

疫检查点抑制剂获益人群及预测疗效提供

系列指标。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整理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日趋严重。老

年髋部骨折是老年人最好发骨折，当前我国每

年发生髋部骨折超过120万人。数据显示：老年

髋部骨折一旦发生，完全康复患者仅占总数的

25%左右，另有24%的老人会在1年内离世……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已成为家庭、社会、医疗

机构和全世界各个政府都面临的一大挑战和

难题。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早在2013年就率先

在全国开展老年髋部骨折快速诊治的探索，

国内最早开设老年髋部骨折救治绿色通道和

专门病房，在这一领域具有引领地位。该院

骨科行政副主任张伟带领的团队，在致力提

高老年髋部骨折在院诊疗水平的同时，重视

并开展涉及预防、治疗、康复和社区看护的全

流程健康科普，以提高老年人和相关人群主动

健康意识。

“团队将老年髋部骨折防治康养系列科普行

动叫作‘健髋中国科普行动’，并持之以恒地完善

和推广。”张伟告诉记者。

临床经验做根基，张伟团队“摸准”了老年人

群的特殊生理和心理特点，由此创作了一系列的

科普作品。“《健髋走过100岁——漫话老年髋部

骨折》是我们的‘招牌’，发行量超过3万册。”张伟

介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创作了动画视频、老

年健髋体操等系列作品，通过多种形式得到了广

泛传播。”

据悉，团队还通过培训“科普员”，实现“变输

血为造血”的科普推广。通过在全国各地省、地

级医院合作单位开展科普培训和活动示范，再通

过这些“二传手”自主向县及以下区域推广和示

范，形成层级放大效应，使老年髋部骨折相关科

普知识和技能更多、更快、更广地传播到百姓身

边，造福群众。

无疑，老年人是“健髋中国科普行动”的主要

目标群体，团队也始终贯彻着“老年人友好”这一

核心理念：《健髋走过100岁》科普专著送进了全

国20多个省市的“农家书屋”，供居民免费阅读；

特别关注线下科普活动，开创和不断完善了“健

髋科普集市”模式……

“现阶段团队已举办活动近30场，活动及作

品线下影响力涵盖20余个省市自治区。未来，我

们将继续开展全国性科普活动，让‘健髋中国’真

正走遍中国。”张伟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健髋

中国”远不只是一套科普专著、一系列科普作品

或者几十场科普活动，而是打造了“医学科普工

具箱”，为其他医学学科或疾病的科普工作提供

了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有了“健髋中国”的成功经

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即将牵头成立“国家骨

科医学中心骨健康科普联盟”，引领全国同道全

面致力于全生命周期和全运动系统覆盖

的骨健康科学普及。

本报记者 郜阳

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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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胰腺肿瘤外科关键技术

和干预策略的创新与应用”

多种形式医学科普
提防“最后一次骨折”

科学技术普及奖一等奖

相关

阅读

还
有
这
些
成
果
也
获
奖
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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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性提出新机制
打破国际技术封锁
造福百姓生命健康

创新胰肠吻合技术
淋巴清扫精准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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