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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本报讯 （记
者 张炯强）科幻电
影中凭借红外视觉
锁定目标的“超视
觉”已在实验室中
照进现实。近日，
复旦大学集成电路
与微纳电子创新学
院周鹏/王水源团
队、脑科学研究院
张嘉漪/颜彪团队
联合中国科学院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胡伟达团队合作开
发出全球首款光谱
覆 盖 范 围 极 广
（470—1550nm，从
可见光延伸至近红
外二区）的视觉假
体。该假体无需依
赖任何外部设备，
可使失明动物模型
恢复可见光视觉能
力，还能赋予动物
感知红外光、甚至
识别红外图案的“超视觉”功能。北京
时间6月6日，相关成果以《碲纳米线
视网膜假体增强失明视觉》为题发表
于《科学》（Science）杂志。
通常而言的“可见光”，指人类视

网膜可 感知的光谱范围（380—
780nm），而在全球有超2亿的视网膜
变性（感光细胞死亡）患者，连这有限
的“光明”也被剥夺。
此次发表于《科学》的研究中，复

旦科研团队研制出碲纳米线网络
（TeNWNs）视网膜假体。该器件的光
电流密度达到了当前已知体系的最高
水平，并首次实现了国际上光谱覆盖
最宽的视觉重建与拓展，范围横跨可
见光至近红外II区。

TeNWNs假体植入眼底后，可在
视网膜中替代凋亡的感光细胞接收光
信号，并将其转化为电信号。在光的
照射下，它能高效产生微电流，直接激
活视网膜上尚存活的神经细胞。这种
完全自供电、无需外接设备的特性，成
功让实验室里的失明小鼠重新获得了
对可见光的感知能力。
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在非人灵

长类动物（食蟹猴）模型上的实验也验
证了该假体的有效性。植入半年后，
动物模型均未观察到任何不良排异反
应，这将为后续推进临床应用转化奠
定了重要基础。目前，团队已着手进
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长期安全性评
估，并深入研究视觉假体与视网膜的
高效耦合机制。
除了恢复可见光视觉，该视网膜假

体还能让使用者“看见”红外光，能够精
确定位940nm和1550nm的红外光源。
仅需一次微创且可逆的视网膜下植入
手术，该假体不仅能修复可见光视觉，
更能将视觉感知拓展至红外波长范
围。这种融合了“仿生修复”与“功能拓
展”的双重特性，既规避了侵入性脑部
手术的风险，又突破了人类天然视觉的
物理极限。王水源补充道：“这种新一
代超视觉假体技术能让失明者重新感
受到视觉，在未来有望为人类打开一扇
超越生理极限的感知之窗。”
张嘉漪拥有物理学与神经生物学

的交叉学科背景，她敏锐地观察到物理
学中光电元件的特性与生物的感光功
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由此萌生了一个
关键问题：“能否利用人工材料来实现
生物感光的作用？”带着这一科学构想，
张嘉漪带领团队在“盲人复明”相关研
究领域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探索。

2023年，张嘉漪联合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姜春晖、附属
中山医院教授袁源智以及先进材料实
验室教授郑耿锋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团
队，在国际上首次基于纳米材料成功
开发了第一代人工光感受器，这也是
本次研究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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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妍）我国是
结直肠癌高发国家，每年新发病例
超20万例，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2
位，且发病率、死亡率持续上升。
外科手术是直肠癌核心治疗手段，
腹腔镜微创手术虽为主流，但中低
位直肠癌因盆腔空间狭小，面临手
术视野差、操作难度大、易残留肿
瘤等难题，如何提升根治效果、保
肛率及患者生活质量成为临床亟
待突破的关键问题。
记者今天上午从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获悉，该院结直肠外科
许剑民教授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
重磅成果：首次证实机器人手术对
比腹腔镜手术，能显著减少中低位
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为这类患者
带来更优治疗选择。
该研究聚焦机器人辅助手术

这一创新技术，主刀医生通过操控
多个机械臂，经腹部操作孔在腹盆
腔内实施手术。机械臂搭载的高

清三维成像系统与可520?自由旋
转的手术器械，灵活度超越人类双
手；同时，机器人系统能有效过滤
术者手部不自主颤动，实现更精准
稳定的操作。但是，虽然机器人手
术在操作精度和灵活性上展现出
显著优势，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的疗
效差异仍需更充分的临床证据支
撑。因此，通过大样本、多中心的
系统性研究，科学对比两种术式在
肿瘤根治、功能保护及长期预后等
方面的差异，成为推动直肠癌外科
治疗技术迭代的重要方向。

2010年起，许剑民教授团队

在国内率先开展机器人直肠癌根
治术，累计开展超6000例，国内外
第一；创新机器人经自然腔道取标
本手术（NOSES）等多种保肛技术，
提出适合我国患者临床特点的中
低位直肠癌保肛新方法，牵头制定
首部《机器人结直肠癌手术中国专
家共识》并发布中英文版。2016
年起，许剑民教授团队牵头开展了
机器人对比腹腔镜治疗中低位直
肠癌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REAL研究）。

中山医院结直肠微创外科亚
专科主任何国栋教授介绍，该研

究纳入全国8个省11家知名三甲
医院共1240例中低位直肠癌患
者。截至2023年12月底，全部患
者完成预定随访计划。结果显
示，对比腹腔镜手术，机器人手术
治疗中低位直肠癌能够显著降低
术后3年局部复发率，并显著提
升保肛率，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改善排尿功能、性功能、控便
功能，全方位改善患者预后，提高
生活质量。相关成果获得了国内
外同行的充分认可，作为重要临
床证据被美国NCCN结直肠癌诊
疗指南收录。

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海交大全程参与国际首次南极边缘海秋季联合科考

�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罗斯海

暗生态系统联合研究成果汇报现场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长久以来，南极科考基本上
集中在夏季。受极寒气候与复
杂海况的双重制约，夏季以外的
南极科考被视作“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然而，包括上海交通大
学海洋学院10名师生在内的中
国第41次南极考察罗斯海联合
航次50名科考队员，日前完成
了国际上首次以南极边缘海秋
季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跨国
联合科考行动。
“直到今天，船已靠岸，但我

们的心仍留在那片浩瀚而神秘
的南极冰海。”今天上午，凯旋的
交大科考队员讲述了那段收获
颇丰且充满惊险的工作历程。

中山医院发表重磅对比科研成果

降低中低位直肠癌复发率
机器人手术带来更优选择

团团迷雾亟待拨开
一直以来，南极秋季观测数据

极度匮乏，导致人类对该时段当地
的自然过程研究不足、认知有限。
此航次项目由上海交大海洋学院
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发起，会聚中
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挪威、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9国的
科考人员，在秋季罗斯海极端环境
下顺利完成了20天的连续观测。
面对未知与困惑，团队以科学家的
执着突破“季节禁区”，在-20℃至-
28℃的秋季极寒环境中，完成了从
理论构想到实践落地的跨越。
“为什么不组织一次南极秋冬

季科考呢？”这个念头如同种子一
般，在上海交大海洋学院院长周朦
的脑海中不断生根发芽。周朦是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南极”，已14次
去过南极、10次踏上北极。他深
知，在漫长的秋冬季节，南极边缘
海存在着一个活跃的暗生态系统，
生存着磷虾、鱼类、鸟类和哺乳动
物等众多生物。那么，在南极秋冬
季暗生态系统中，驱动海洋生物圈
的有机质和能量究竟从何而来？
结冰、深对流和混合等过程，又是

如何影响海洋生物输运及垂直碳
通量的？冬季的何种自然过程决
定了浮游生物种群结构，进而影响
了它们次年春季的生产力？这一
系列错综复杂的科学问题，犹如一
团团迷雾，亟待科研人员去拨开。

精心组织突破极限
然而，若要发起南极的秋冬季

航次，意味着要冒着极端低温、大
风和海冰密集度高的巨大挑战，每
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艰险。2021
年，上海交大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签署合作共建协议。此航次由极
地中心精心组织实施，极地中心何
剑锋研究员（海洋学院双聘教师）
担任首席科学家，周朦担任首席科
学家顾问，上海交大张召儒教授担
任首席科学家助理。

在上海交大，由周朦牵头组建
了一支覆盖海洋生态、物理海洋、
生物地球化学等领域的全学科团
队。周院长提出了“探秘南极、突
破极限”的大胆科学构想。团队还
特别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科学家共同参与，并组织了“罗
斯海大学”，大家分享研究发现，彼
此的文化交融、火花碰撞，为这项

前所未有的秋季南极科考激发出
更多的创新性思路与策略。

化解危机收获满满
对所有队员来说，航次有个最

大的挑战——在冰区作业时要面
对极端低温，很多设备在使用时会
出现问题。比如，进入冰区没多
久，船上用于水质监测的走航水就
被冻住了，实验室的下水管路也被
冰冻堵死。还有，中层渔网回收
时，因为涌进了很多冰块而严重损
坏，磷虾网回收时也被冰冻困住。
甲板舱门的液压阀也会因严寒而
损坏，导致舱门无法打开……交大
科考队员回忆说，重重阻碍并没有
难倒大家，从船长、水手到科学家，
大家集思广益，攻坚克难，终于化
解了各种危机。
此外，秋冬季的“魔鬼西风带”向

来令人惧怕，它对科考队员的身体和
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在这种情况
下，交大师生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与跨
文化协作能力，成为航次中的攻坚力
量。他们克服低温、强风等极端条
件，成功完成了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分
析、碳通量监测、“海冰—海洋—大
气”相互作用观测等任务，并与多国

科学家共享数据、协同攻关。
周朦介绍，科考队员发现，相

对于罗斯海其他区域，在南极的
“造冰工厂”——冰间湖区域的水
体性质和浮游生物，在垂直方向的
分布更为均匀一致，平时大多生活
在海洋上层、运动能力弱的小型浮
游动物在海洋深层和底层的数量
更加丰富。这些都揭示了在秋冬
季，冰间湖强烈的结冰过程所驱动
的海洋深对流活动对海水物理性
质、生物分布和越冬过程的深刻影
响。同时，科考队员还发现，南极
冰间湖中的营养盐浓度与其他海
域差异显著，浮游动物在全水深中
的分布极为丰富，显示出罗斯海冰
间湖海域特殊的生态过程，这为全
面认知南极边缘海的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提供了重要的观测结果。
“除了科学研究，大家还体验

了很多在南极夏季无法体会到的
特殊的美与神秘。”博士生隋维康
感慨地说，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极
地”两个字的分量，也第一次深切
地感受到，科学不仅是实验室里的
公式和图表，更是在风雪中一锹一
锹挖出来的，是靠双手和意志完成
的探索。 本报记者 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