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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上海

刚刚过去的    年，中国科

技创出辉煌。这不仅出自国人之

口，更是世界的认同。权威的《自

然》和《科学》分别将“十大人物”

和“十大科学突破”的荣誉发给了

同一位中国医生——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的风湿病专家

徐沪济，他利用由捐赠者细胞制造

的嵌合抗原受体 细胞（     ）

疗法，成功使3位严重自身免疫性

疾病患者的病情得以缓解。他是

这一疗法的尝试者和开拓者。

《科学》还将“十大科学突破”

颁给了另一个中国团队：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朱茂炎团队在华北燕山地区

  .3亿年前地层中发现迄今最早

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一发现

将多细胞真核生物出现的时间进

一步往前推了    万年。

《物理世界》的“十大科技突

破”亦有两项中国科技入榜：嫦娥

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品

并成功返回地球，这是人类首次

获得月球背面的岩石和土壤样

本；中国天津大学与美国佐治亚

理工学院团队，创造了一种新型

稳定的半导体石墨烯，被认为是

开启石墨烯芯片制造领域大门的

里程碑。

原创、开拓，创前人之无，探

寻自然界的奥秘，这是中国科技

踏上世界领奖台的根本原因，绝

非“仿制”。在权威学术杂志的年度榜单之

外，    年，中国科技还取得了更多引以为

傲的成绩：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

悟空”上线运行，首台 . 万米深智钻机成功

交付，首艘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等等。

中国的科技进步并非偶然，是长期坚持、

厚积薄发的结果。从“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到

“大众创新”再到“新质生产力”，政府一直在

推动科技创新政策。中国科技队伍人数跃升

至世界第一位。  亿人的庞大消费市场也

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了支撑。

当然，在成绩单的背后，我们仍要关注中

国科技的“短板”，诸如：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

数学，依然落后于世界一流；以论文为目的的

科研评价旧体制，束缚了原始创新；资金在创

新领域的退出机制仍不畅通等等。我们的原

创还太少。希望各界加强科研体制和人才培

养模式的创新，让中国科技创新拥有更强劲

的动力，获得再突破。

本报讯（记者 马丹）日前，正值长三角

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五周年之际，上

海市气象局联合苏浙气象部门开发建设的

“示范区低空飞行气象保障一体化平台”正式

发布。

平台依托中国气象局“航空航海气象保

障关键技术”青年创新团队，把打破国外垄断

的国产大飞机试飞气象服务保障技术应用在

低空领域，聚焦W、E空域的云、雾、积冰、风

切变、颠簸等关键要素，通过示范区灾害性天

气联防联动机制，集聚跨区域、跨部门资源，

对示范区三维大气开展逐分钟立体扫描，精

准捕获突发性、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形成了

覆盖示范区的水平分辨率公里级、时间分辨

率1小时的低空飞行气象支持产品。同时，

该平台实现了基于航路规划的气象风险评估

和不同飞行高度的低空气象风险自动警报，

为低空飞行安全提供观测、预报、预警完整解

决方案。

目前，示范区气象部门还面向示范区发

布了气象服务低空经济产品包，免费提供示

范区逐日预报、天气预警、雷达实况、台风路

径等服务，并在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架了示范

区城市精细格点实况、高分辨率风场、飞机自

然结冰潜势分析等专业产品，为示范区低空

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气象大数据“底座”。

本报讯（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孙辉）上

海市肺科医院内镜中心日前引进了全球先

进的气管镜机器人系统——Ion支气管镜

操作控制系统。与传统支气管镜相比，Ion

系统导管更细小，能够轻松到达以往难以

触及的区域，大幅减少患者的痛苦。

在所有恶性肿瘤中，肺癌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高居榜首，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是

提高肺癌治愈率的关键。但是，许多早期

肺癌患者并没有明显症状，肺结节也常常

被忽视，导致许多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传统支气管镜检查由于导管较粗，难

以到达肺部外围的微小结节，诊断存在局

限性，让医生和患者都颇感无奈。目前，外

周小结节的诊断和治疗通常依赖外科手术

或肺穿刺活检，而传统穿刺活检虽然诊断

率较高，却也伴随较高的气胸风险。即便

现有的内镜下技术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一

定进展，但在临床性能和稳定性方面仍有

提升空间。

而全新的Ion系统采用更加安全、微创

的技术，大大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帮助

患者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减少了治疗过程

中的不适。

上海市肺科医院内镜中心副主任顾晔

介绍，Ion系统具备更高的精准度和稳定

性，医生通过系统控制台，可以轻松掌控导

管的插入、定位与活检过程。这一过程不

仅减少了操作中的失误，还能够实时记录

结节位置，确保后续治疗操作的一致性和

可重复性。Ion系统还能通过对肺部CT图

像进行三维重建，帮助医生规划最佳的手

术路径。医生可以根据屏幕上的实时图

像，精准锁定结节的位置，从而提高诊疗效

率和准确性。

据上海市肺科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

任、肿瘤科副主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苏春

霞教授介绍，在一项应用Ion系统对外周肺

结节的前瞻性、多中心、多阶段的单臂研究

中，纳入了美国6家中心的365位患者，总

体导航成功率超过98%，活检成功率达到

94.6%，恶性肿瘤诊断灵敏度为85.2%。首

次在较大样本中，证明了机器人支气管镜

的高诊断性和安全性。

通过这一技术，Ion支气管镜机器人将

发挥重要作用，提升肺结节的早期诊断率、

微创治疗效果以及精准活检水平，填补国内

支气管镜手术机器人在肺结节领域空白。

近日，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彭倚天教

授团队在摩擦调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相关成果发表在Nature子刊《自然 ·通讯》上。

全球约30%的一次能源通过摩擦而耗散

掉，80%的机械装备和关键零部件因摩擦磨

损而失效。

降低摩擦系数、减少摩擦能耗是推动制

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降低

机械零部件表面摩擦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控制机械表界面摩擦和降低摩擦能量耗散，

对减少能源消耗，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

彭倚天教授团队提出了一种机械应力预

摩擦方法，实现了表面摩擦系数的显著降低，

摩擦系数降低了6倍。论文基于扫描开尔文

力显微镜和第一性原理计算，提出了高应力

预摩擦诱发的界面电荷转移增加表面刚度，

降低表面滑动势垒从而减少摩擦的新方法。

本报记者 张炯强

6至9世纪期间，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带

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开始了漫长

的旅程，最终抵达奥匈平原，与当地文化相互

交融共同塑造了阿瓦尔汗国。近日，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王轲团队联合德

国马克思普朗克进化人类研究所、奥地利国

家科学院、奥地利国家博物馆、捷克马萨里克

大学携手在《自然》（Nature）发表题为《古

DNA揭示阿瓦尔时代古人群在遗传屏障下

共享（东亚）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东

亚文化伴随人群移动、向西辐射的文化现象。

在东西方史册中，拜占庭史料中的阿瓦

尔汗国起源建立，与中国典籍中的柔然残部

紧密相连。并且，阿瓦尔汗国与拜占庭帝国

的对抗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欧洲民族分

布，但其人口及伴随文化的跨大洲传播历史

尚未明晰。

本研究中，由古DNA揭示出，两个中世

纪阿瓦尔百人家族墓葬在存在遗传差异的情

况下，共享东亚文化特征与社会结构的现

象。王轲认为，“这一难得的条件，让我们能

深入探讨这个跨越时空的历史谜题。”

团队通过全墓地遗传亲缘关系分析，继

而发现90%的埋葬者均具备亲缘关系。依据

遗传学推断中的亲缘关系，结合体质人类学

推断的骨骼年龄和考古学推断中的年代先后

顺序，研究团队得以重建跨越三个世纪的大

型家族谱系，揭示墓地中的父系氏族、多偶制

和收继婚等现象，重现其古代人口的婚配制

度、跨世代的人口动态历史。

通过解析比对两个家族墓地近乎全部埋

葬人口的古基因组数据和考古数据，团队发

现，在一个名叫Leobersdorf遗址中，古人基因

库的主要来源为东亚祖先成分（70%以上）。

而另一个M?dling遗址中，人口的东亚祖先成

分占比不到5%。但在考古学上，两个墓地在葬

式葬俗上呈现惊人的一致性——其共享的考

古文化特征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

通过重建涵盖跨越六代、超过450人的

大型家族谱系，团队揭示了阿瓦尔时代的东

亚移民迁居欧洲、同化当地社群、形成大型东

亚父系氏族部落的多民族融合格局。这不仅

对探究古代族群共栖现象、氏族部落社会结

构的形成至关重要，还为古代人群文化共同

体形成、亚欧大陆上东西方文化与基因交流

历史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这项研究深入解析古代人群跨大洲迁徙

与文化传播的动态历史，揭示东方和西方文

化与人群的共存融合。这有助于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推动当代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东亚文化如何向西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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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古DNA交叉研究跨越时空解谜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