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卫 公告

“墨子号”团队获克利夫兰奖
90余年来中国本土科研成果首次获此殊荣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北京

时间 1 月 31 日 ， 美 国 科 学 促 进 会

（AAAS） 宣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

伟教授领衔的 “墨子号” 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科研团队被授予 2018 年度克利夫

兰奖， 以表彰其在推动大尺度量子通信

实验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这是美国科学促进会设立克利夫

兰奖 90 余年来， 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

成的科研成果首次获得这一重要荣誉。

该奖项将于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在华盛

顿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正式

颁发。

克利夫兰奖设立于 1923 年， 是美

国科学促进会历史最悠久的奖项。 该奖

项每年评选一次， 由美国科促会从前一

年 6 月至次年 5 月发表在 《科学》 杂志

上的数百篇重要论文中， 选出一项最具

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成果授予该奖。

过去 20 余年里， 在量子物理与光

学领域共有包括实现玻色-爱因斯坦凝

聚 （1995 年）、 发现半导体中的自旋霍

尔效应 （2005 年）、 首次发现马约拉纳

费米子的迹象 （2012 年）、 实现超分辨

率荧光显微镜 （2015 年 ） 等多项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入选。

2017 年初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

建伟教授及其同事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

团队， 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王建宇研究组、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

院、 光电技术研究所、 国家天文台、 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等， 利用 “墨子号” 量

子卫星在世界上率先成功实现千公里级

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 并在此基础上

实现了空间尺度下严格满足 “爱因斯坦

定域性条件 ” 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

验， 在空间量子物理研究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 相关成果于当年 6 月 16 日以封

面论文形式发表于 《科学》 杂志。

在随后的 8 月 10 日 ， “墨子号 ”

量子卫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从卫星到地

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

子隐形传态两项成果， 同时以封面标题

论文形式在线发表于 《自然》 杂志。

至此， “墨子号” 量子卫星圆满实

现了三大既定科学目标， 为构建全球化

量子通信网络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技

术发展和空间尺度量子物理基本问题检

验前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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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子选手”进行定制培养
上科大女博士两年发表三篇顶尖论文，毕业后“破格”直聘副研究员

在人体细胞信号传导领域， 成立

不足七年的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研

究所已成为国际标杆。近日，该所又成

功解析人源大麻素的另一个受体CB2

的三维精细结构， 相关成果发表于国

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杂志。 不到三

年， 这已经是该所发表于国际顶级期

刊的第六篇论文。

这六篇论文中，“华甜” 这个名字

在第一作者的署名中出现了三次。 在

2016年10月和2017年7月的两篇论文

中，她的身份还是博士生，最近这篇论

文的署名已变成“上科大iHuman研究

所副研究员”。这距离华甜博士毕业仅

仅一年———按照常规流程， 博士毕业

后要经过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两个阶

段，才能晋升为副研究员。华甜则连跳

了两级。

对于这种不一般的“破格”，华甜

的导师、iHuman研究所执行所长刘志

杰认为，这是最适合华甜的培养路径：

她已经具备超强的科研能力， 应尽早

到转化研究的“战场”上锤炼，实现她

的科研梦想。

近年来， 上海科技大学不断摸索

并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 刘志杰

说，做科研，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才。

对于那些天赋异禀的 “种子选手”，就

该用最适合他们个性和特点的模式进

行定制培养，加速他们的成长。

培养因人而异 ，铺
设最适合人才成长道路

“华甜不但聪明， 而且永远是最

勤奋的。” 刘志杰说， 当年为了挖掘

华甜的潜力， 他特地把国际上G蛋白

偶联受体 （GPCR） 研究的泰斗级人

物雷蒙德·斯蒂文斯 “压箱底” 的难

题交给了她， 这个课题曾经难倒过斯

蒂文斯在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数

位博士和博士后。 没想到， 华甜在攻

读博士期间， 只用三年多就解开了难

题，一年内接连在《细胞》《自然》杂志

发表两篇论文。

像华甜这样的人才实在可遇不可

求。博士毕业后，是该让华甜到国外顶

级实验室继续攻读博士后， 还是留在

所内从事科研？ 这曾是刘志杰在心里

不断掂量的大事。

“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想把研究

成果转化成新药， 实实在在地造福人

类。 ”在与华甜进行了一次长谈后，刘

志杰的心里有底了———华甜已具备了

超强的基础科研能力， 她需要在同等

重要的转化研究战场去锻炼， 眼下最

重要的， 是让华甜自己尝试把之前取

得的成果向新药研发阶段推进。 破格

提升为副研究员， 正是为了让她能更

充分地利用iHuman研究所的资源，尽

快独立开展转化研究。

这条路适合性格沉稳坚韧的华

甜， 却不一定适合其他人。 彭瑶与华

甜同时进入研究所学习， 与华甜一样

特别聪明刻苦 。 但与华甜的沉静不

同， 彭瑶性格活泼， 颇具领袖气质。

刘志杰说， 彭瑶具有从事管理工作的

潜质， 于是， 他就给彭瑶更多承担管

理职责的机会， 现在她已被大家公认

为 “所长助理”。 “未来， 我还希望

她去社会上历练几年， 将来一定能成大

器。” 刘志杰说。

制度设计让优秀科研
人才能潜心研究

或许有人会认为， 华甜的成功还是

靠论文， 如果没有这几篇发在高影响因

子学术期刊上的文章， 也不会有连跳两

级的破格机会。

可刘志杰却不这么认为———即使华

甜为课题耗时五年而无果， 只要国际同

行认可并看好她的科研能力， 学校也会

给予一定的肯定。这样，优秀科研人才就

不用为了职称晋升而盲目追逐论文与科

研产出的“短平快”，不会陷入为论文而

论文的恶性循环， 他们的科研潜质也能

得到更充分的开发。

华甜觉得，来到上科大、遇见导师刘

志杰是自己的幸运。事实上，只有让制度

设计、培养体系去贴合、服务于人才的需

求和发展， 更多科研的种子才能拥有这

份幸运。

在上海科技大学， 人才职称评定坚

持“重品行、重育人、重学问、重能力、重

公认”这五条标准。 “科研人员不用跑人

事关系，不用花时间琢磨职称评定，只管

脚踏实地做研究。 ”刘志杰说，如果华甜

在后期发展中遇到瓶颈， 需要去国外顶

尖实验室深造， 上科大也一定会为她提

供丰富的访学机会。

“让每个学生走适合他们的道路，支

持他们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让他们活

得幸福充实， 这是我作为老师最有成就

感的事情。 ”刘志杰说。

人尽其才、兴趣驱动，成果产出的速

度也在加快。据悉，华甜于2016年解析出

的人源大麻素受体CB1， 现在已作为药

物靶点筛选到了治疗肝纤维化的药物先

导分子，仅用半年多，开发工作就顺利推

进到了动物实验阶段。在此期间，华甜还

带着学生， 把关于人源大麻素另一受体

CB2的基础科研成果送上了世界权威研

究期刊《细胞》。

上海产学研医成果转化再提速
戴尅戎院士3D打印技术获医疗器械注册证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新年

伊始 ， “上海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

点” 的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 1月16日，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领衔团队研发

的 “定制式增材制造膝关节矫形器” 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中心喜获第

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这是上海启动医

药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以来， 首个由科

研型企业申请到的医工结合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 体现了该注册人制度的核心意

义———为创新 “松绑”， 加速科技成果

产业化转化。

记者从上海市药监局获悉， 该器械

属于临床主导、 医工互动、 通过定制式

增材制造工艺生产的无源非植入性患者

匹配医疗器械， 由胫骨托、 股骨托、 连

接器和绑带组成。 其中， 胫骨托和股骨

托是根据专业医师提供的患者数据个性

化设计生产， 供提出需求的医疗机构用

于指定患者矫正轻中度膝关节畸形。 该

技术涉及3D打印技术 ， 将为患者提供

更具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该器械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戴尅戎院士 、 王金武

教授多年研发 、 临床积累下转化的成

果 。 上海市药监局认证审评中心自

2017年10月27日起 ， 派审评员和检查

员进入由上海交通大学 、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 上海昕

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等组成的 “定制

式增材制造膝关节矫形器 ” 成果转化

团队 ， 指导开展注册申请及生产质量

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 最终 ， 该成果转

化团队决定由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

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产品的注册申请人，

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委托

生产方， 于去年7月30日正式提交医疗

器械注册申请 ， 今年1月7日通过技术

审评 ， 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就获得了产

品注册证 。 下一步 ， 注册人即可启动

委托生产的相应程序 ， 让该产品早日

上市销售， 服务临床、 造福病患。

医疗器械人命关天， 根据我国相关

规定， 拿到注册证， 并不意味着获批上

市 ， 但前后不到半年就获得产品注册

证， 进入委托生产环节， 意味着距离产

品最终获批上市又进了一步， 产、 学、

研、 医这条产业转化路再获提速。

华甜 （右） 和导师、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刘志杰。 （受访者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金婉霞
首席记者 许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