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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从发现豆科植物拥有自己的
“氮加工厂”，到菌根共生的自我调
节机制，再到植物如何精准识别“敌
友”……从2013年归国加入中国科
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以
来，王二涛研究员就投入到解析植
物“大脑”的各项研究中。研究越来
越深入，故事也越来越精彩！这一
回，他发现了植物的“智能门禁系
统”——豆科植物如何与根瘤菌“友
好相处”而又不失警惕。
北京时间昨天深夜，最新成果

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上在线发表。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今年以来，王二涛以通讯作
者身份，在全球顶级三大学术期刊
（《科学》《自然》《细胞》）上发表的第
二篇高水平论文。
在自然界中，豆科植物与根瘤

菌的“合作”堪称典范——植物为根
瘤菌提供住所（根瘤器官）和食物
（光合产物），而根瘤菌则发挥“固氮
工厂”的作用，将空气中植物无法直
接利用的氮气转化为可吸收的铵态
氮。这种共生关系不仅高效环保，
还能减少植物生长对化学氮肥的依
赖，对可持续农业发展意义重大。
前期，王二涛团队研究发现，植

物进化出巧妙的感知系统，通过识
别不同长度的几丁质壳聚糖精准区
分共生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更精

妙的是，植物体内存在一套时空特
异的“免疫抑制”系统，它能在共生
菌侵染植物细胞时，精准调控免疫
反应强度——既避免过强免疫反应
对共生过程的阻碍，又确保植物整
体组织的免疫防御能力不受损。
这一回，王二涛团队揭开了这

个系统的关键部分。研究发现，豆
科植物具有一套巧妙的“信号识别
系统”，能够精准辨别根瘤菌。当根
瘤菌靠近时，会分泌一种名为“结瘤
因子”的信号分子。植物细胞表面

的受体蛋白MtNFP和MtLYK3能够
识别此信号，其中只有MtLYK3具
备“激活开关”（激酶活性）的功能。

那么，信号如何在植物细胞内
传递？研究团队发现，细胞质内的
类受体激酶蛋白MtLICK1/2扮演了
关键角色——它能与MtLYK3“握
手”（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通过
相互磷酸化激活共生信号通路，最
终促使植物形成根瘤器官，允许根
瘤菌进入植物细胞共生固氮。

更令人惊叹的是，MtLICK1/2不

仅帮助植物“开门迎客”，与根瘤菌建
立共生，还能帮助植物“关门御敌”，调
节免疫反应。“这种调控模式就像植物
的智能门禁系统。”王二涛打比方说，
“MtLICK1/2就如同一个既能识别友
军，又能阻挡敌人的‘卫兵’，在植物与
微生物的互作中发挥关键作用。”
记者了解到，这项研究不仅解

答了豆科植物如何与根瘤菌“友好
相处”而又不失警惕的科学问题，还
为农业绿色发展带来了新希望。目
前，大豆、花生等豆科植物能天然固
氮，但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不具备
这种能力，生产上依赖大量氮肥。
如果科学家能在其他作物中“安装”
类似的共生系统，未来或许能让粮
食作物也实现营养“自给自足”，大
幅减少化肥使用，推动绿色农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郜阳

本报讯（记者 孙云）上海是青
年奋斗的舞台，青年是城市跃动的血
脉。记者从昨天举办的新闻通气会
获悉，第6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
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将于5月10
日在永久会址——上海中心举办。
论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的重要指示要求，以“青年与城市共
成长”为主题，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全
过程、全要素、全链条，设主旨演讲、
年度发布、政策宣介等环节，并将首
次举办“青年科创嘉年华”，营造上海
创新创业良好生态，推动建设青年发
展型城市。
当前，上海以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产业为突破口，正在形成
“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的良性循
环。2020年以来，论坛已成功举办5
届，通过“1+365”全年活动和“1+N”
品牌矩阵，致力于建设面向世界的创
新创业会客厅和服务青年的创新创
业生态圈，共建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
系、支持体系和良好生态，成为创新
创业青年跨界交流、思想碰撞的重要
平台。
本届论坛将公布“上海青年创新

创业十大优秀案例”。247个参评案
例涵盖了大模型、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文化创意、社会服务等多个行业，
充分展现了上海创新创业多元化格
局。从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案例既有
基于前沿技术研发的科技创新项目，
也有利用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手段
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的项目，将
帮助更多人了解创新创业的成功经
验和实践路径。
论坛还将继续面向全球青年开

放“上海创新创业十大研修营”，开展
政策宣介和主旨演讲。论坛还将大
力建设品牌矩阵。目前，相关单位已
申报矩阵项目50个，包含9个分论
坛、15个研修营、2个创新创业大赛、
16个专场活动和8个全年活动。
本届论坛首次推出“上海青年科

创嘉年华”，将云集100个创业项目
和100家投资机构，打造“伯乐”与
“千里马”的大集会，启发前沿创新思
想的大碰撞，促成多维服务体系的大
交融。

豆科植物竟有“智能门禁”
奇特调控模式既能识别友军又能阻挡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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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故事

2023年，29岁的曹玄烨从全球
顶尖癌症中心——美国MD安德森
癌症中心返回家乡上海创业；昨天，

在第6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
坛新闻通气会上，曹玄烨告诉记者，

上海玄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

研的集成组学+AI大数据分析平台，
已取得多项突破性技术成果，基于

AI的甲状腺癌淋巴结转移检测试剂
盒等产品将显著影响目前的治疗思

路，为减轻患者痛苦、减少过度医疗

等带来福音。

“虽然回国要放弃一些东西，但

我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

事！”曹玄烨的话代表了一大批海归

的心声。在下午参加新闻通气会的

8名青年代表中，5人是海归，他们的
选择也是论坛永久主题“青年与城

市共成长”的一个缩影——返回梦

开始的地方，与上海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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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青年用多项创新成果
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上海是最适合创业的地方”

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的曹玄烨，2021
年从美国贝勒医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全球四
大癌症中心之一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担
任AI大数据科学家。作为一名上海人，他
在考虑回国创业时，很自然地想到了家乡。
回沪两年来，他由衷感到：“上海是最适合创
业的地方，张江则是做生物医药的首选。我
们地处张江药谷莘泽孵化器，工作人员每周
都会登门服务，牵线搭桥带来投融资等重要
支持。”短短几年来，玄言生物的年营收额已
超过1000万元，拥有10余项专利，20余篇
学术论文影响因子总和超过300。
曹玄烨告诉记者，玄言生物研发了基于

AI技术的甲状腺癌淋巴结转移检测试剂
盒，可以对肿瘤细胞的侵袭性进行准确率
超90%的判断，从而研判是否存在淋巴结
转移。这样一来，一部分非高风险患者就
可以选择以消融术代替开刀切除甲状腺，
降低身体损伤、经济支出和术后副作用，减
少因传统超声检查无法确认是否存在淋巴
结转移造成的影响，具有很大应用前景。
此外，玄言生物针对复发率高达84%的膀
胱癌研发了检测试剂盒，将来有望取代或辅
助膀胱镜检测，减轻患者痛苦，让早筛成为
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解决未解决的临床需求”是曹玄烨和

团队伙伴创业的初心，在上海，他们正以全球
领先的AI诊断技术向着这个目标加速前进。

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契合
“上海聚集了最有能力、最有想法的工

程人才和商业人才，有最优秀的临床资源，
又是银发经济受众最广的城市。”谈到从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回国时选择在上海而不是

老家温州创业的原因，上海
智康加机器人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培麒这样说。

硕士学的是“高级控制
与系统工程”专业，徐培麒
选择在大热的机器人行业
中选择康复机器人这个赛
道，第一是看中银发经济的广阔市场，其次
也是有感于看见亲戚在中风后行动不便，希
望通过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帮助病人通过康
复恢复肢体机能。

借助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平台
的孵化以及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康复研
究院开展的深度医工合作，年轻的徐培麒
带领团队共同探索脑机接口、神经调控、可
穿戴等方面的康复方法与工程技术，研发
新一代康复机器人，致力于实现居家康复
机器人的产业化。

他向记者展示了一款“背包康复
师”——全周期多场景上肢智能康复机器
人，在上海市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推荐目录
中，它是医疗健康方向唯一的居家康复训练
机器人产品。重量仅7千克的这个机器人
方便携带，可以在医院、家庭等处使用。目
前，机器人已在一些医院投用，通过对十余
名中风患者使用后的效果进行追踪发现，患
者的上肢力量和活动能力都有明显改善，一
名80余岁的老人在训练一个多月后就能独
立用右手吃饭了。徐培麒说：“中风三天后

就可以使用机器人进行训练，租赁只需要
‘一天一杯咖啡’的价格，我们希望，能让更
多机器人进入家庭，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
轻家人的照顾负担。”
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的高度一致性，是

海归们选择上海的理由。从英国返回家乡
南通后不久，曹元元来到上海创办了吾所谓
文化科技公司，在嘉定孔庙开发的“状元礼
盒”“孔庙祈福香囊”等爆款产品吸引了许多
年轻消费者。从清华大学前往澳大利亚留
学的李一佳师从国际著名干细胞科学家
“IVF之父”AlanTrounson教授，回国后在上
海创办喜迈思生物医药公司后，企业专注于
研究线粒体增强型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肌肉
减少症，已取得了飞跃性成果，今年即将进
行临床试验，未来还将在宝山建设GMP中
试基地，造福更多老年患者……
青年是城市的未来，这些冲浪在创新创

业第一线的年轻人，毅然选择回到祖国，在上
海追逐梦想，书写自己的故事。城市，是筑
梦的地方，青年与城市的故事，还在继续！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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