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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王蔚）上海交通
大学洪亮教授团队今天上午发布最
新成果，团队将AI与蛋白质设计与
改造相结合，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蛋
白质数据集。基于该数据集训练的
模型，可精准、高效地预测、设计蛋
白质的功能，把蛋白质生产由“缓慢
的试错”变为“高效率的精准设计”。
提起蛋白质，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肉、蛋、奶这些食物中含有的丰富
蛋白质，它可以为人们提供身体所
需的营养。但天然的蛋白质难以发
挥这些功能，需要对蛋白质的功能
进行设计和改造，才能使它成为满

足应用需求的产品，这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因为，一款功能过硬的
蛋白质产品的诞生，通常需要丰富的
专家经验，并配合数以万计的实验试
错。长期以来，蛋白质设计改造的
时间长、成本高、试错密集等问题，
一直是业界公认的普遍性难题。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序列构成

的，氨基酸序列的长度从数百个到
上千个不等。AI时代，数据是推动
技术进步的核心资源，庞大的蛋白
质序列数据集为AI模型提供了丰
富的‘学习材料’，能帮助模型更好
地理解蛋白质的序列、结构和功能

关系。”洪亮介绍，他们团队建立的
蛋白质序列数据集 Venus-Pod
（Venus-ProteinOutsizeDatabase）
含有近90亿条蛋白质序列，包含数
亿个功能标签，是全球数据规模最
大、功能批注标签最多的数据集，也
是另一行业知名模型——美国
ESM-C模型训练用的21亿蛋白质
序列的4倍体量。这意味着由中国
科研人员创立的数据库构成了巨大
的“蛋白质矿藏”，使得人类有可能
挖掘新的蛋白质或者生物催化剂，
助力生物医药和合成生物学的快速
发展。与此同时，配合Venus系列

模型的全球首款低通量大体积蛋白
质表达、纯化与功能检测自动化一
体机，可在24小时内不间断地完成
100余个蛋白质的表达、纯化与检
测任务，较人力效率提高近10倍，
将大大减少研发过程中的人力、物
力和时间成本投入，显著提高蛋白
质工程与合成生物学研究的效率。

洪亮说，Venus系列模型具备
两大核心功能：“AI定向进化”与“AI
挖酶”。所谓“AI定向进化”是指
Venus系列模型可以对一个不尽如人
意的蛋白质产品的多种性能进行优
化，让它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满足

应用需求。“AI挖酶”则是指Venus系
列模型基于其海量的未知功能蛋白
质数据集，可以“海选超能力战士”，
去精准发掘并满足苛刻应用需求的
具备超常规功能的蛋白质，比如极
度耐热、极度耐酸、极度耐碱、极度
耐胃肠消化等。这些超常规功能的
蛋白质在生物技术、医药研发和工
业生产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能
够为相关领域带来创新和突破。
据悉，经过Venus系列模型设

计的多款蛋白质已实现落地产业
化，将助力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
诊断。

建立全球最大蛋白质数据集
上海交大研发新模型，助力生物医药和合成生物学快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用标准创新，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昨天本市召开国家
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新闻发布会。
记者获悉，2022年以来，上海在标准制度、
标准供给、标准国际化等方面进行创新试
点，已牵头制定ISO、IEC国际标准71项，
培育“上海标准”31项，新增国际标准化组
织注册专家200余名，新增新型标准化组
织30个，多项国际“首个”落户上海。

2022年，上海市政府与国家标准委完
善政策举措，形成“1+N”政策支撑体系。
其中，“1”是制定《上海市开展国家标准化
创新发展试点工作方案》，明确总体目标
任务；“N”项举措包括设立上海市标准创
新贡献奖、实行标准化专项资金特定主体
“免申即享”、深化“上海标准”标识制度、
将标准化纳入区级政府考核等一系列具
体措施。同时，用好浦东“立法试验田”，
出台《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标准化创新发
展若干规定》，优化国际标准人才、标准化
技术组织、资金扶持等机制，充分释放制
度红利。

市市场监管局则制定了《上海市新型
标准化技术组织管理办法》，推动科技、标
准与产业有效衔接和耦合互动。

在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中，
上海积极服务科技创新发展。记者从发
布会上获悉，近3年来，上海市企事业单
位累计牵头制定国家标准1446项，其中
牵头或参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先导产业国家标准126项。市市场
监管局联合多部门制定《推动标准化与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互动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建立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产
业创新互动融合机制，及时响应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

同时，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提升标准国
际化能力水平，多项“首个”落户上海。近
3年，上海累计牵头制定ISO/IEC国际标准71项，共有18位
（次）专家分获“IEC托马斯·爱迪生奖”“ISO卓越贡献奖”和
“IEC1906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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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团队自主创新技术，助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市民争相打卡生态新地标

国
家
标
准
化
创
新
发
展
试
点
建
设
发
布
会
召
开

昨天中午，黄
浦区蓬莱路第二
小学的舞台上，上
海科技馆馆长倪
闽景为“丁老师和
‘小小丁’的科学
实验室2.0版”开

启大门。去年3月，为了给科学教育
“做加法”，该校00后科学教师丁冯诚
的“丁老师的科学实验室”在午休时分
开张，每周一到周四12:30至13:00，小
丁老师带领孩子们在实验室里做一个
科学小实验，发现一个科学小奥秘。
一年过去，丁老师的实验室已完成

119个小实验，毕业不到3年的小丁老
师也成了校园里的人气王。实验室场
地只能容纳30个左右的孩子，在各班，
名额每天“秒杀”。
丁冯诚笑言，这是自己始料未及的

结果。小时候，他不是特别爱理科。直
到在西南模范中学遇到数学老师朱振
敏。丁冯诚说，朱老师风趣幽默的授课
方式点燃了全班的学习热情，他的数学
成绩中考获得148分。升入高中，他一
度为化学犯愁，幸运的是，遇到了特级
教师王苹。王老师的课生动有趣，至

今，丁冯诚仍对她通过肢体语言模拟有
机分子式的组成记忆犹新。丁冯诚说，
从那时起，他想如果自己将来也能和他
们一样，做一名很“神”的老师，就很好。
从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原

本一直在中学实习的他，没想到会成为
一名小学老师。蓬二老师一眼“看中”
这个身高1米85，温暖帅气的大男孩。
走进小学自然课堂，丁冯诚发现，

以前的经验用不上了！一些在中学课
堂脱口而出的术语，小学生听不懂。比
如，什么叫弹簧测力器“调零”？他在同
事的提醒下意识到当一名小学老师的

不易。“要有耐心，更要让他们当课堂的
主人。”去年，“丁老师的实验室”第一次
开张，他为孩子们设计了一个简单易行
的小实验——将两本书每一页交叉叠
放，两本书会紧紧“拥抱”，很难扯开。
他教孩子们如何做，又下发报告单请孩
子们做好实验记录。但他发现，孩子们
对填写实验报告不太感兴趣。他意识
到，“不能全是老师带着孩子做实验，要
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
实验室里，只见孩子趴在地上，使

劲吹起保鲜袋。“哇，椅子顶起来了！”丁
冯诚和孩子们一起欢呼（见图 陆梓华

摄）。“来，请你来说一说。”走进小丁老
师的实验室，这是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在孩子们“遥控”下，小丁老师让乒
乓球在倾斜的垫板上变成“跳舞的花
瓣”；剪开的矿泉水瓶，从上到下依次排
列的三个小球为何有的上浮，有的下
沉？“拧紧瓶盖结果可能不一样……”小
丁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探索未知的答案。
丁冯诚说，“丁老师的实验室”更凝

聚着全校老师的智慧。为确保实验原
理解读准确，遇上吃不准的问题，他会
向自己的大学老师请教。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他和孩子们做了百余个小实验
00后小学科学教师午休实验室开张一年人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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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三十三届“世界水日”，3
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八届“中国水
周”。今年我国纪念“中国水周”活动的
主题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我
国水安全。
秉持“用自主创新技术修复河湖水

生态”的初心，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丽
卿带领团队在水环境生态保护和修复
领域深耕数十载，先后攻克“沉水植物
季节演替不连续”“生态修复系统不稳
定、长效性差”“水体抗生素类新型污染
物去除难”等核心技术瓶颈，构建起“调
查诊断—修复治理—运维保护”一体化
全流程解决方案。

六万平方米“水下森林”
2010年，王丽卿接到东方体育中心

景观设计总工的电话，希望王丽卿及其
团队能负责景观水体的水质生态保障

技术工作——作为第十四届国际泳联
世界锦标赛主赛场，3栋比赛场馆的建
筑物之间，横卧了约6万平方米形似花
瓶形状的景观水体。“这个水体有3个
难点：一是设计景观水位要保持3.5米，
高出周边水系常水位将近1米，如何不
漏水以维持景观水位？二是该水体没
有外河水系相连，如何初次补水？三是
作为国际赛事场馆，如何实现高标准且
稳定的水质？”王丽卿回忆。
团队迎难而上，在多次勘探和现场

实验后提出“原位水生态系统净化、梯
级人工湿地系统、水动力循环系统”三
套工艺相结合，用生态办法把这片水域
“盘活”，为城市公共空间水环境治理提
供了可复制的“体育+生态”综合解决方
案。据悉，这一生态治水项目已运行十
五载，水生态系统非常稳定。这片“水
下森林”不仅满足国际赛事需求，还成

为上海市“生态治水+体育文化”融合示
范的代表性项目。

“浊水河网”变“生态客厅”
在奉贤新城，占地55万平方米的

“上海之鱼”建造之初区域水系劣Ⅴ类
水质，生态治理势在必行。王丽卿带领
团队构建起“净化—绿化—美化”三位
一体的“水生去富营养化净化系统”。
项目历经14年，“三步生态疗法”

让“上海之鱼”这片水域水质如今已稳
定在Ⅱ—Ⅲ类，透明度超过2米，每日
可输送10万吨可利用的清洁水源。随
着白骨顶鸡等20余种珍禽重返栖息，
鱼群穿梭的水下“森林”与潮汐共舞，这
条会“呼吸”的“金鱼”，已经成为市民争
相打卡的生态新地标，也为城市建设提
供了“生态优先”的生动样本。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