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以“励精彩，立未来”为主题的“罗氏诊

断中国医学及生命科学教育研究基金”2019年度

颁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 作为医疗行业历史最为

悠久的奖学金项目之一，其多年来致力于发掘和鼓

励检验医学和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青年人才，持续

为医学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今年，共有来自 18所

高校的 124名学生以及来自 7所高校的 10位科

研人员分获教育基金和研究基金。

聚焦本土人才培养驱动体外诊断行业发展
2019年度“罗氏诊断中国医学及生命科学教育研究基金”在沪颁发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医疗保障制度
的完善， 群众健康需求快速增长， 对医疗
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持续攀升。 因此行业和
社会对于医学人才的综合能力有了更高的
期待。 医学人才队伍的培养对于促进整体
健康水平的提升和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我国也
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工作，

正不断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政策扶持力度并
完善院校医学教育培养机制。

作为医疗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体外诊断影响着近 70%的临床医疗决
策， 通过对体液、 血液、 尿液、 组织等
样本进行检测， 精准获取相关诊断信
息， 从而帮助临床判断疾病或机体功
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 更需要大批高素
质的医学人才投身到体外诊断的发展
中， 为行业的技术革新和持续进步注入
新鲜血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潘柏
申教授指出： “近年来， 体外诊断所受
到的重视度正不断提升， 但高水平检验

技术人才依然存在缺口。 在现代实验室
发展理念下， 对医学检验人才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他们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
能， 让检验成为临床决策的坚实后盾，

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科研精神和创新能
力， 进而推动检验医学的学术发展。 因
此， 在完善医学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
中， 需要行业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与投
入， 共同激发和调动他们的潜能， 真正
地让青年人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驱动力
和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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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体外诊断领域的领导者之
一， 罗氏诊断不仅为中国医疗机构和患
者提供创新的检测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同时也将培养和发展本土医学及生命科
学领域的人才视为己任， “罗氏诊断中
国医学及生命科学教育研究基金” 的设
立初衷即基于此。

2003年， 罗氏诊断率先设立了诊断
行业内首个 “罗氏诊断教育基金”， 随
后于 2012 年设立了 “罗氏诊断研究基
金”。 经过 17年的耕耘， 目前教育基金
已覆盖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广州
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南开大学、

四川大学、 浙江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中南大学、 新疆石河子
大学、 宁夏医科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和苏州大学 18 所重点高
校， 累计惠及 1,280名学子； 研究基金
则已经为 86 名科研人员提供支持， 今
年罗氏诊断更是携手中国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会， 再度将其升级为 “罗氏大
学研究基金”， 面向国家高等院校和在
医学研究领域有突出影响力的省级重点

建设高校， 以及非营利性医学检验机构
科研人员， 以鼓励科研精神， 并支持培
育本土创新能力。

除了奖学金的颁发， 罗氏诊断也会
通过举办 “教育经验分享研讨会”、 组
织学生专业培训、 参观罗氏诊断办公室
等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学生们近距离地与
体外诊断行业翘楚沟通交流， 切身感受
当代检验及健康事业发展的最新情况和
真实需求。 同时， 为帮助在校学子未来
更好地适应角色转变， 融入职场， 罗氏
诊断也提供了职场实践与经验分享的机
会， 助力更多学生明确职业规划与发展
方向， 从而帮助其成长为中国医疗卫生
事业的中坚力量。

“罗氏诊断以多元化的平台增进了
学生对于体外诊断行业的了解， 激发了
他们投身医疗卫生事业的热忱。” 四川
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谢轶教授表示，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罗氏诊断能够持
续投入本土人才的培养。 企业以自身资
源优势， 将人才发展、 科研以及职业发
展等多个方面融会贯通， 与传统院校教
育形成互补， 面向市场、 面向社会， 有

针对性地扶持人才培养， 以适应当代医
疗行业的发展需求， 对中国医学及生命
科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十七年来始终坚持人才培养的
投入， 罗氏诊断中国总经理姚国樑先生
表示： “医学人才是医疗健康行业创新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罗氏诊断始终积极
为高素质行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强有力支
撑， 不仅为中国医学人才搭建广阔的发
展平台， 还提供最优质的资源。 未来，

我们仍将持续加大对中国高校检验人
才、 科研人才培养的投入， 携手行业各
界， 共同为中国医疗教育研究事业储备
优秀人才， 以更好地满足市场变化与需
求， 从而造福更多中国患者。”

健康中国 关键在人才

校企携手孵化本土人才
激发体外诊断未来发展动力

▲

2019年度罗氏诊断中国医学及生命科学教育研究基金颁奖典礼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潘柏申教授 罗氏诊断中国总经理姚国樑先生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谢轶教授

▲ 周光宏（中）及其团队。

荩 重达 5 克的国内首块人造肉。

（资料图片）

上海人工智能企业获互联网行业冠军

6601家上海企业参加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数量继续领跑全国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第八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行业总决赛昨天

落幕 。 今年互联网行业参赛企业共有

7747 家 ， 是大赛六大行业中参赛企业

最多的一条 “赛道”。 通过 37 个地方赛

事的逐层选拔， 全国有 248 家企业入围

本届互联网行业总决赛。 最终， 上海卫

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勇夺成长组全国冠

军， 上海和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荣获初

创组第二名。

卫莎网络是一家以 “计算机视觉技

术” 为内核的人工智能企业， 致力于为

用户提供更快捷高效的创作工具， 降低

创作门槛。 去年 8 月， 公司推出 “马卡

龙玩图” App， 通过先进的计算机视觉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毫秒级的图像和视频

级语义分割功能， 实现 “指哪改哪” 的

人机交互体验。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赵维杰是上海本土创业者， 他在赛后

表示， 创业最难的事情是应对市场上风

云变幻的风险。

作为中国领先的数据科学协同平

台， 和今信息旗下聚集了超过 7 万名数

据智能人才的专业第三方数据科学社区

“和鲸社区”， 拥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数据

分析及人工智能 （AI） 开发协作工具

“K-Lab”。 1989 年出生的公司首席执行

官范向伟赛后透露 ， 参加大赛历经半

年 ， 他不仅回顾了公司曾经的重要时

点， 也鞭策自己思考企业的未来。

全国创新创业大赛是中小企业的向

往之地。 今年， 来自上海的参赛企业数

量继续领跑全国， 共有 6601 家， 较去

年多出近 800 家。 “长三角” 和 “珠三

角” 成为参赛项目主要来源地。 最终，

上海共有 48 家互联网企业入围全国总

决赛， 参赛项目的创新应用涉及 “AI+

文创” “AI+教育” “AI+旅游” “AI+

营销 ” “AI+健康 ” “AI+农业 ” 等领

域。 赛前， 上海市科委和市科技创业中

心为参赛企业提供了专业辅导， 邀请服

务机构、 投资人、 专业导师为晋级全国

总决赛的上海企业进行了赛前一对一特

训， 提供面对面的赛前诊断。

用激光“撕裂真空”看清宇宙真相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得益于摘

得 20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啁啾脉

冲放大” 技术， 科学家正让激光从 “超

快” 走向 “超强”。 目前人类已知的能

级最高的超强超短激光， 是中国科学院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羲和激光装

置， 它的输出功率是 10 拍瓦 （1 拍瓦=

10 的 15 次方瓦 ）。 在日前举行的东方

科技论坛上， 上海交通大学激光等离子

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钱列加表示，

其课题组发明了一种放大激光能级的新

方法， 该方法可让单束激光输出功率达

10-100 拍瓦， 具备了 “撕裂真空 ” 的

最低要求。

根据量子电动力学， 真空并非如经

典物理认为的那么空，而是由密集的、成

对的物质和反物质组成， 填满了每个物

体的空隙， 它们只是不以显而易见的方

式与宇宙中其他物体相互作用， 因为它

们相互抵消。 如果我们能通过某种方式

把充满在空间中的物质、 各种辐射和引

力波全都移除， 就能发现存在于空间的

少量固有能量。因此，“撕裂真空”被认为

可以解答宇宙中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但

是“撕裂真空”需要极其巨大的能量。

激光被认为是 “撕裂真空” 的能量

源之一 。 1985 年 ， 当时还在美国罗切

斯特大学的莫罗教授及其研究生斯特里

克兰提出飞秒激光的啁啾脉冲放大

（CPA）， 使激光峰值功率产生了多个数

量级的跃升。 这些超短超强激光可在实

验室创造大到高能天体、 小到原子核内

部的高能量密度环境， 是探索极端物质

状态下科学未知的研究最前沿， 也是支

撑激光聚变等战略高技术研究的大科学

设施 。 莫罗 、 斯特里克兰凭借这项技

术 ， 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分享了 20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而， 过去 20 年间， 强激光的峰

值功率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 钱列加

说， 他的课题组发明的方法名叫准参量

啁啾脉冲放大 （QPCPA）， 该方法具备

两项标志性进展。 一是提出 “准参量非

线性” 新概念， 这是一种放大能力大幅

超过 CPA 的方法； 二是提出可在信号

带宽内滤除噪声的 “带内滤波” 新原理

方法， 有望解决长期制约强场作用效果

的超高对比度问题。

“这将是一个诺奖级的发明。 ”在场

的同行这样评价， 因为激光强度的每一

次飞跃， 都会对物理学的本质问题产生

深远的影响。 对此，钱列加谦虚表示，课

题组是在 CPA 方法的基础上，将超强超

短激光的边界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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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块人造肉诞生，你敢吃吗
专家表示，摄入这一新兴食物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还需长期跟踪研究

日前，中国第一块人造培养肉在南

京农业大学国家肉品质量安全控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诞生。 该中心主任、首

席科学家周光宏带领团队使用第六代

的猪肌肉干细胞培养 20 天 ，“生产 ”5

克重的人造培养肉。这是国内首例由动

物干细胞扩增培养而成的人造肉。

昨天，中国农学会组织专家对该成

果进行了技术评价，认为它实现了三个

突破：一是首次分离得到了高纯度的猪

肌肉干细胞和牛肌肉干细胞，突破了培

养肉研究难以获得高纯度单一细胞群

的瓶颈；二是创立了猪和牛肌肉干细胞

体外培养干性维持方法，初步解决了传

代过程中细胞增殖和分化能力衰减的

难题；三是研发出我国第一块肌肉干细

胞培养肉产品，使我国跻身该领域研究

的国际前列。

消息一出，有关“人造肉”的话题再

度引发公众热议：这种体外培养的肉究

竟能不能吃？ 可否长期食用？ 吃了有何

影响？对此，多位专家表示，目前人造肉

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摄

入这一新兴食物对人体是否有影响，则

需长期跟踪研究。

培养 20 天，得到一块 5

克人造肉

在培养皿中，重达五克的肉糜看起

来只有一枚硬币大小，这就是周光宏带

领团队使用第六代猪肌肉干细胞培养

20 天所得到的产物。

目前，大众通常所说的“人造肉”一

般分两种：第一种是从大豆、豌豆、小麦

等植物中提取植物蛋白作为原料，制成

“植物蛋白肉”；第二种则是从动物身上

抽取干细胞， 将其扩增培养成肌肉细

胞，进而分化出肌肉纤维，由此制成的

“细胞培养肉”。

今年中秋节期间冒出来的人造肉

月饼，用的便是第一种“素肉”；而此次

周光宏团队所培育出的， 则是第二种

“荤肉”。

事实上，人造肉并非第一次进入公

众视野。 2013 年，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

学教授马克·波斯特就研制出了实验室

培养的牛肉。他从活牛体内通过无害活

体取样提取肌肉干细胞，最终培养生成

肌肉组织。 相比正常的牛肉，它的颜色

更浅，味道也更淡。

人造肉生产， 没你想得
那么简单

虽然目前全球有多家公司正致力

于人造肉的生产与研发，但培育人造肉

并非易事。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食品

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刘少伟告诉记者，要

想在实验室中获得人造肉， 首先需要从

活着的动物身上提取一块组织或器官，

从中获取干细胞。随后，研究人员将肌肉

细胞放到细胞培养皿中， 并加入动物血

清。 血清会给肌肉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

物质，如氨基酸、维他命、碳水化合物，给

细胞营造出“仍生活在原处”的感觉，以

促进细胞的自然复制，生成带状纤维。

“之后将增殖的细胞固定，再把小

块‘肉’攒到一起。”刘少伟说，因为没有

血管，无法输送养分，所以长出来的肉

只有薄薄一层。把数层薄薄的“肉”堆起

来，才能得到一“块”肉。因此，实验室中

的人造肉看起来都是肉糜状。 “人造肉

的制作过程属于精密的细胞培养，整个

过程对环境的渗透压、温度、酸碱度、二

氧化碳浓度等都有着十分严苛的要求，

一旦受到杂菌（如酵母菌、霉菌）污染，

则会导致制备失败”。

“餐桌革命”仍有许多难
题待解

尽管如此，有关“人造肉”的科学探

索从未停止。 要知道，它并非刺激消费

的“市场噱头”，而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

一项重大课题。

联合国相关报告显示，到 2030 年，

全球畜禽饲养业产生的温室气体将占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半。 2050 年，世

界人口将达 96 亿， 如果人类持续保持

现今的肉类需求，那么养殖业对于地球

的影响将会增加一倍，这将最终影响人

类的生存。

不过，人造肉如何从实验室走向餐

桌，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公众的疑虑、

高昂的价格等。

“事实上，实验员可以通过控制加

入脂肪的种类和比例，来调控成品肉的

功效。”刘少伟介绍，比如在培养时添加

欧米伽三脂肪酸的脂肪细胞，可使肉类

更有利于人体健康。复旦大学附属华东

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范青则认为，任

何食物摄入后对人体是否有影响，需要

有长期的跟踪研究。

至于高昂的价格，技术的进步总能

突破人类想象。 一旦实现量产，降价也

许是迟早的事儿。

■本报记者 李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