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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刘岚医生（中）与同事研究超声影像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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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七点半，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崇
明医院超声诊断科诊室已排起长队。刘岚
手持探头，目光如炬地扫过每帧动态影
像。今年是这位超声诊断科主任扎根崇明
的第13年，她以精准诊断帮助无数患者，
让当地百姓不出岛便能享受优质诊疗。

“探照灯”穿透迷雾
罕见腹壁肿瘤患者范女士历经十多年

的随访，与刘岚的关系早就从医患变成好
友，范女士连说：“刘主任是我的‘定海神
针’。”原发肝肿瘤患者袁先生在检查中发
现肝脏上有不到一厘米的结节，位置隐蔽，
连CT都很难发现的病灶，被刘岚精准地
“揪”出来。袁先生感激地说：“刘主任，多
亏了您让我少挨一刀！”刘岚通过超声影像
的细微声学特征，敏锐判断为炎性包块导
致的肠梗阻，建议抗炎与灌肠治疗，最终让
患者免于手术之苦。
刘岚尤为擅长妇产科、心脏及甲状腺、

乳腺疾病的超声诊断与介入治疗。在产前
超声筛查中，她使用专业技术评估胎儿健
康状况，降低出生缺陷风险。她前往全国
各地的知名医院进修学习，带领团队参加
学术交流，了解行业动态，将所学的新技
术、新项目带回来，从开展早孕期排除胎儿
畸形的重要检查——颈项透明层（NT）超
声，到开展胎儿三维超声，实现与宝宝的
“第一次见面”。她常说，“超声医生的眼睛
要像探照灯，穿越迷雾，顾全局，抓细节。”
病人到她的科室看病，常常“一不小心”就
超过20分钟。诊室墙上层层叠叠的锦旗
中，“医术精湛”格外醒目，那是患者对她精
准诊断的最高赞誉。

海岛医疗“播种者”
超声医生是行业内的紧缺人才，而在崇明，随着就医习

惯的改变、人口老龄化情况的加重，解决基层超声医生缺
乏、后备人才不足、培训缺失等难题迫在眉睫。2019年起，
随着5G技术应用的完善，刘岚结合调研中收集到的信息，
根据自身单位的技术优势，创建5G超声远程诊断培训中
心，搭建了崇明区中心医院与社区远程会诊、教学平台，像
工匠带徒弟一样“手把手”带教社区医生。从开始学、怎么
学、教学内容的穿插安排，刘岚都进行了严谨的设计。
绿华镇的全科医生顾玉禹曾是“超声小白”，“两年的学

习，从上理论课，到模拟操作训练，再到上手实操，经过导师
制培训，现在我可以胜任腹部、血管、妇科等超声检查。”今
后，她将承担起为辖区内老年人体检中腹部B超（肝胆胰
脾）的任务。“刘主任的手机24小时为我们开机，只要有需
要她随时都在，细心耐心地教导让我们年轻医生面对患者
更有底气。”
截至目前，刘岚已培养17名社区超声医师，覆盖全区

13个社区，缓解了社区超声医生无人可招的短板，也结束
了崇明区社区超声专业不能全覆盖的历史。

铸就团队的底气
疑难病例会诊，刘主任在；突发事件，刘主任在；凌晨急

诊，刘主任在……正是那声“刘主任在”，给了学科同伴们底
气和自信，这种“我在”的担当精神，铸就团队的信任和底气。
刘岚作为全区的学科带头人，更是竭尽所能奉献自己

的力量。她推行“病种分时段就诊”，将日均接诊能力从
500人提升至700人。她给年轻人分担压力，增强责任感；
给年轻人托底支持，让他们放手敢干，没干过的，刘主任手
把手带入门，遇到困难时，刘主任帮他们分析原因，让年轻
人成为可以独当一面、敢于担当的人。在刘岚的带领下，超
声学科成为了崇明区卫生行业一面鲜红的旗帜。

34年从医生涯，她始终铭记初心：“做一名好的超声医
生，为患者擎起迷茫求医路上一盏明灯，既能照见病灶，更
要温暖人心。” 本报记者 解敏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记者从国网
上海电力获悉，杨思220千伏变电站及
高压走廊改造工程近日顺利投运，为浦
东前滩地区电网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国网上海电力介绍，220千伏老杨

思变电站曾于1997年建成投运，是上世
纪90年代浦东大开发战略的重要能源

支点。近年来，随着城市能级提升，老杨
思站户外设备占地大、服役年限长等问
题日益凸显。该改造工程也是上海主网
首个220千伏变电站异地搬迁工程。
新建的杨思变电站通过集约化布

局，占地面积不到原来一半，破解了城市
核心区域电力设施改造难题，不但为前

滩地区及周边区域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供
电需求，也释放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站体外观设计上，也融入城市肌理

的格栅线条，使之与上海纽约大学等周
边建筑形成和谐统一的城市界面。建设
时，不但规避了燃气管线对工程的影响
和夜间施工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的影
响，其一次性建成模式更避免未来重复
施工对区域发展带来的影响。而其在上
海地区首次使用的氯氟化硫集中充气
站，则能极大提升充气效率、减少人力作
业劳动，有力保障了工程高效按期投运。

产业

上海张江，晶泰科
技的自动化机器人工站
集群里，百余台机器人
工作站同步运转，控温
搅拌反应、取样稀释过
滤……看起来，这一切
似乎和记者一年前探访
时并无多大的区别。
可变化是悄然存在

的。这家以制药闻名的
“独角兽”企业，持续放
大AI赋能效应，与千行
百业碰撞出灿烂的创新
火花——近期，晶泰科
技宣布了与化工、能源
和新材料等产业的合
作，一幅蕴含无限可能
的蓝图缓缓展开。

“AI+机器人”
赋能跨界创新

张江制药“独角兽”与不同产业的合作

产业
进化论

杨思220千伏变电站投运
为浦东前滩电网升级打下基础

■ 晶泰科技AI机器人创新研发平台进行实验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AI革新开发路径
这是一家难以用传统模式定义的

新兴科技企业。晶泰科技联合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马健如是说：“你可以把我
们理解成物质和材料发现公司。”
众所周知，研发一款新药，尤其是小

分子药物，在早期研发阶段需要做大量
实验，仅合成环节就会涉及大量新化合
物分子的合成和验证。过去的研发方式
是：人工做实验，不断试错，大浪淘沙；晶
泰科技则让AI和机器人参与进来，由7?
24小时不间断、高通量、高效并行的机器
人实验取代简单重复的人工操作。
一家国际知名药企针对目前尚无

治疗药物的衰老疾病的靶点研发新药，
用常规方法筛选了近万个分子，也没有
找到合适的候选化合物。最后，晶泰科
技团队利用AI机器人研发平台优势，
从头建模，优选了几个比较好的结合模
式，用高精度算法找到一个可能存在较
好活性的分子。结果实验室合成出来
的结果也与之相符，这种“从0到1”的
药物发现能力令客户很惊喜。

2024年年末，全球知名的物质结构
预测类大赛CSPBlindTest上，晶泰科
技从全球数十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摘得桂冠。物质结构预测被视作物理
领域的“圣杯”问题之一，这项大赛在国
际上享有盛誉，认可度极高。
晶泰科技的梦想中有一条是“让AI成

为新药研发的标配”，现在，梦想已然成真。

数据飞轮助力科研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

奖，都颁给了AI。这对于全行业甚至全
社会来说，相当于一场普及式的教育。
我们不再讨论AI有没有用，而是探讨
应该用在什么地方。”晶泰科技副总裁
王明泰说。

年初，国内大模型的高光表现，让科
技界意识到，国内外大模型在算法层面
的差距，并没有人们焦虑的那般大。未
来，AI竞争的主战场，或许会是高质量语
料——谁的数据更多，谁的数据更好，谁
就能训练出更厉害的垂类大模型。

通过“AI+机器人”创新研发平台
模式，晶泰科技已经打造出行业独有
的“高通量实验—高质量数据—高智
能模型”飞轮，推动药物和材料研发范
式变革。记者了解到，晶泰科技这一
拥有智慧脑和灵巧手的“AI机器人实验
团队”已能执行80%以上的常见药化反
应类型，每月可积累20余万条反应过
程数据。

更令人兴奋的是，数据并不是“报
喜不报忧”，实验中的“负样本”——那
些无法完成实验的“失败经验”，正成为
通向成功的“捷径”。

王明泰透露，晶泰科技内部会定期
组织“AI科学家”和人类科学比赛。就
在最近一次AI反应预测能力的比拼
中，针对某两种反应类型的成功反应预
测上，晶泰科技自研的AI垂类模型的
准确率均超过80%，与人类科学家旗鼓
相当；而对失败反应预测的识别率上则
远超后者。

多领域技术落地
去年，晶泰科技在港交所成功上

市，成为首家通过香港18C规则上市企
业，也被誉为“中国AI制药第一股”。
如今，他们正在努力成为社会价值和
商业价值并重的科技公司：一方面，通
过研发新药，延长人类时间长度，让人
活得更久；另一方面，研发新材料，拓
宽人类空间广度，让人能走向更远的
地方。
“回望技术发展和产业落地历史路

径，今年或许将是AIforScience范式
产业级突破的关键之年。”王明泰称。
就在两周前，晶泰科技与阿联酋谢

赫·哈马德办公室正式签署商业合作协
议，达成首期3000万美元的合作——这
是中东地区建设首个自动传统药物现
代化研发实验平台，开创中东地区传统
医药研发新范式。
蛇年开年以来，晶泰科技“官宣”

不断，他们积极把握新材料产业升级
的战略机遇，持续深化“AI+机器人”技
术对材料科学的赋能，已经在材料科
学、农业、消费品等领域实现技术落地
及达成合作。
做“AI+制药”的，又投入“AI+材

料”，能做好吗？对此，晶泰科技的回答
是，无论是材料科学还是未来消费品领
域，本质上与晶泰科技“起家”的生物医
药一脉相承，即通过自己打造的融合量
子物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实验技术的
创新研发平台，精确设计并开发高价值
创新分子，包括药物分子和材料分子；
同时，这些“新生”业务相较于药物研
发，并不需要漫长的临床试验流程，将
更快落地并帮助人类解决实际问题。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