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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张江， 上海光源 （俗称

“鹦鹉螺”） 和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不仅是一个个醒目的科创地标 ，

还直接“孵化”出了一位院士———

作为长期为之努力的科研团队代

表，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副院长、 上海光源科学中心主任

赵振堂昨天当选2019年中国工程

院院士。

从长期从事结构抗震研究的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吕西

林， 到为高温高压设备提供安全

保障技术的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涂

善东，再到胸怀“硅”才大略、在材

料研发领域填补关键技术空白的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员董绍

明……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在上海，今年新当

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

院院士，无不是用一流原创成果，

书写报国为民的科学情怀。

吕西林是同济大学培养的第

一位工学博士，留校任教至今，悠

悠三十五载， 他始终行走在结构

抗震研究最前沿。 2008年“5?12”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 ，

由吕西林担任领队的同济大学专

家组一行六人作为住房城乡建设

部派出的 “房屋应急评估专家

组”，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吕西林在结构抗震防灾新技

术、 建筑物移位改造技术等方面

完成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 他发

明的“组合消能减震支撑新体系”

成功应用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重

大工程、 汶川特大地震后恢复重

建工程和国家校舍抗震安全工

程； 他长期致力于复杂高层建筑

抗震分析、 性能评估与设计理论

的研究， 相关成果为上海中心大

厦、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等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成为科技大国、科研强国，离不开世界一流大科学装置。 赵

振堂长期从事粒子加速器研究与装置研制工作， 三十多年的科

研生涯中，最令他骄傲的是他和团队建造的大科学装置。在赵振

堂看来，大科学装置团队是“科研成果的幕后英雄，而且是不可

或缺的英雄”。 得益于上海光源，我国科学家实验发现了外尔费

米子、实现甲烷高效催化转化、在国际上首次在体观察到了大鼠

肺泡结构……而赵振堂和他领衔的团队始终甘当科研成果的

“保姆”。 在“鹦鹉螺”内有一道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培育上海

光源精神，建造世界一流装置”。赵振堂说，“上海光源精神”是对

上海光源建设团队所反映出的 “创新精神、 科学精神和奉献精

神”的综合体现，“上海光源精神”其实也是我国几代大科学装置

建设者长期坚守、奉献的真实写照。

2002年从国外学成归来后， 董绍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从事陶瓷基复合材料研究。 从无到有，攻坚克难，

董绍明实现了陶瓷基复合材料研究和应用的重大突破。 他研制

的在特定方向上近零膨胀的高可靠、 轻量化陶瓷基复合材料空

间相机支撑结构， 实现了陶瓷基复合材料在高分辨率空间遥感

卫星中的应用，填补了我国在相关应用领域的空白，为我国空间

遥感观测技术实现自主可控、 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基

础。 在他看来，科研工作是一份依靠理论知识、经验积累和敏锐

洞察力的“技术活”，也是淡泊名利、甘于清贫的“良心活”。

高温高压下运行的化工装置一旦发生设备失效， 往往导致

火灾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涂善东长期致力于化工设备安全工程

技术的研发，创新发展了高温高压化工设备安全维修、安全评价

及本质安全调控等工程技术， 为解决高温设备何处修与何时修

的难题、提升我国石化装置连续安全运行周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涂善东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前涌现的一些新兴工业领域，如液化

天然气（LNG）工业、氢能工业、新型煤化工等，都是非常严苛的

工况。 “我希望未来能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让他们成为低温深

冷、抗磨抗蚀方面的专家，为行业科技进步作贡献。 ”

上海首位70后院士：创新始于跨界
用DNA分子组装创制纳米尺度的“中国地图”

45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樊春海， 昨天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成为11位上海新科院士中最年轻的

一位，亦是上海首位70后院士。

为人谦和的樊春海在科研中是个不折不扣的 “斜杠青

年”，于他而言，创新始于跨界———在南京大学求学时，他学

的是生物化学； 毕业入职选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

研究所，“玩”的是同步辐射光源，不仅能操控DNA“拼装”纳

米级“中国地图”，还提出纳米金刚石和剧毒药砷剂联用的

方案，为肝脏肿瘤治疗找到一条新路。

近六年，他连续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已申请

8项美国、国际专利（2项授权）和20余项中国专利（10项授

权），并获得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做博士后期间， 樊春海师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

分校教授艾伦?黑格。 2000年，物理学家出身的黑格摘得当

年诺贝尔化学奖， 其后又转向生物学研究， 如此大幅度跨

界，让樊春海感到震惊，也影响着他的创新之路。

2004年1月，樊春海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资助下，

加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入职答辩的那一天，

正值所里承担的“上海光源”项目在历经十年艰辛筹备后获

批。 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科学研究设施，可谓举世瞩目。 樊

春海当即决定选择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第二天立刻签约。

此后的五年，樊春海白手起家搭建自己的实验室，逐渐

形成了以DNA纳米技术为抓手的特色研究方向。 DNA纳米

技术是利用DNA分子卓越的自组装和识别能力， 将其作为

一种纳米材料实现精确的纳米构筑。

2006年， 樊春海与同事胡钧以及上海交通大学贺林院

士等合作，用DNA分子组装创制了纳米尺度的“中国地图”，发

表于《科学通报》中英文版。 这成为“DNA折纸术”这一前沿交

叉领域第二项公开发表的工作， 并以中国特色的形象在国际

舞台亮相。

经过多年积累， 樊春海团队发展了DNA自组装结构诱导

纳米尺度精准矿化的新方法， 在保持DNA纳米结构精巧设计

的前提下显著提升其力学性能， 为仿生纳米孔道的构建与分

析应用打开了新的大门。 该工作于2018年发表于英国《自然》

杂志，实现了中国研究者在DNA纳米技术领域的突破。

樊春海并没有就此满足于用DNA分子制造漂亮的纳米图

案，他始终寻思着如何将纳米思维引入到生物传感研究中，希

望通过DNA纳米技术来提升生物检测的性能， 并于2010年实

现了突破。

为了推动国内DNA纳米技术领域的发展， 樊春海与学术

界同行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努力在国际学术界发出 “中国声

音”。 他联合同行推动领域内的顶尖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举

办，并共同创办“DNA纳米技术国际研讨会”，吸引国际顶尖学

者参加。

2008年， 年仅34岁的樊春海在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领衔

组建了物理生物学研究室，这为充分利用“上海光源”等先进

物理手段并开展多学科合作打开了局面。

2018年4月， 樊春海加盟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

他以新落成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基地建设

“框架核酸设计与纳米医学诊疗” 实验室， 希望在二十余年

生物传感基础研究的基础上， 将发展起来的核酸分析新方法

在实际临床中得到转化和应用。 他希望， 有一天这些基础研

究能真正得到应用， 为人类 “感知生命” 提供便利， 为人民

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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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

民生活福祉。 透过昨天揭晓的上

海新晋院士榜单不难发现， 科学

家们从事的专业领域虽然不同，

但心系民生、 造福百姓的初心却

出奇一致———几十年如一日 ，为

了人民的健康幸福， 为了祖国的

绿水青山， 他们埋头探索基础研

究， 全力推动成果转化， 殚精竭

虑，矢志前行。

从非常基础的介孔纳米材

料， 到纳米催化肿瘤治疗， 中国

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

施剑林在几十年科研生涯中， 一

直牢记着恩师———国际无机材料

界泰斗严东生的教诲： 不管是基

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都不可以

脱离 “服务国计民生” 的目标。

“真正让成果造福社会与百姓 ，

才是科研人员最大的心愿。” 能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 施剑林感到无

比荣幸， “这是一份更加重大的

责任， 对我来说， 也是科研的一

个新起点”。

施剑林所从事的纳米介孔材

料研究， 好比在微观世界里修建

管道、打造工具，以便让纳米材料

更高效。 比如，他早年设计出纳米

药物分子“运输车”，在不断向临床

应用推进的过程中， 他发展出纳

米催化肿瘤治疗的全新概念，彻

底抛弃传统化疗用的高毒性化学

药物，利用无毒或低毒纳米颗粒，

通过特异性响应肿瘤特殊微环境

来杀灭癌细胞， 从而达到基本无

毒副作用的肿瘤特异性治疗。 目

前，这些成果还在实验室阶段，施

剑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向临床推进，真正造福人类。

“任何重大成果一定是对改变世界有用的。我的最大愿望就

是发现更高效的有机化学反应，为学术同行和制药工业所用。 ”

过去二三十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大为

为我国合成化学发展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他在铜催化的碳-杂

原子键偶联反应上取得重大突破， 发展出氨基酸和草酰二胺两

代配体，使得反应能在温和条件下进行，已得到上千次应用，被

国际同行评价为 “现代药物发现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每天都要

用到的化学反应”。 同时，他还发展了以曲贝替定为代表的多个

药物和活性天然产物的高效合成路线。其中，曲贝替定的合成路

线已经进入工业化生产研究，为“最难制备的两个抗肿瘤药物之

一”提供了更简洁、经济的方法。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为觉得，这既是对已有工作的肯

定，也是对未来科研生涯的激励。 “未来，全球50%化学品可能都

会在中国生产，这更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基础研究，使化学品

制造更加绿色环保、更为经济适用。 ”他的愿望是实现“绿色合

成”，尽管现在离这个梦想实现尚有很大距离。

要真正让科技服务于国计民生，让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化，在

这条充满坎坷的道路上，科研并非决定一切的因素。科学家往往

需要付出更多的社会关怀、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创建燃料设

计与燃烧控制新方法，发明发动机燃料多样化关键技术，到石油

替代与新能源汽车、移动源PM2.5治理和能源政策战略研究，上

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教授的关注点从基础研究拓展到了国家

战略与政策研究。

他很早就在自己的实验室楼顶建起PM2.5监测站， 也是最

早通过提案建议国家关注PM2.5的全国政协委员。 自2011年起，

他基于研究成果，几乎每年都会针对环境保护问题递交提案，每

篇提案总能以前瞻视野发现新问题，并给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促进了我国大气污染的治理。今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震表

示，将继续努力发挥专业特长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开展技术研发，绝不轻言放弃。

不服输的“她们”有种别样的美
在沪女院士人数达16名，占在沪院士总数的8.9%

昨天揭晓的上海新科院士榜单上， 三位女院士分外抢

眼。至此，在沪女院士人数达16名（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

各8人），占在沪院士总数的8.9%。

院士可谓是我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术金字塔的塔

尖。女院士的不断涌现，从一个侧面印证着，在上海，“冒尖”

的女科学家越来越多了———凭借女性特有的细心和韧劲，

加上不服输的精神，一批女科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做出“不

让须眉”的科研成果。

二十多年前，马兰从美国归来，开始从事“药物成瘾机

制”研究。 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马兰和团队完成了一篇篇

论文，不断解开毒瘾“密码”，一步一步站到了学术研究的国

际前沿。近年来，马兰带领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团队执着

于“破译”人类脑疾病的复杂密码，她始终坚信，科研的目的

就是造福人类。

2013年，国家脑科学计划项目开始酝酿，2016年“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 作为 “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之一列入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对此，马兰认为，加快实施

脑科学研究相关重大项目，释放科学家的创新活力，要从创

新管理理念开始。她还说，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立项和制订

计划时要慎重，但也要只争朝夕，抓住战略机遇，抓紧落实，

迅速启动实施。

黛眉淡扫，妆容精致，从事纤维材料研究的东华大学教

授朱美芳刷新了人们对于女科学家的刻板印象。 三十年来，

她带着团队跑了100多家企业，将“杂化材料”概念植入纤维

世界，通过创新合成方法和纳米复合技术，对有机、无机材料

进行多尺度、多维度和多组分复合，让不同材料在纳米的微

观世界中合而为一，变身为性能可控、功能更强的新材料。

全情投入创新，美有时可以暂且放在一边。为了解决实验

室科研成果向企业转化的难题，不知多少次，朱美芳和学生们

索性睡在车间。 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设备运转连续化差，经

常断头，要停机调试。 后半夜工人师傅扛不住了，她就带着学

生站到生产线上动手操作。

同样足迹遍布全国的， 还有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徐祖信。今年3月，在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召开期间，

联合国人居署与同济大学联合发布了《加强河流污染治理，实

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报告，徐

祖信获得与会代表的齐声点赞。 她用扎实的实验、 勤恳的工

作，使得苏州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投资至少节省了20亿元。在

她的参与下，上海整个水网系统的污染治理提前实现，苏州河

治理成为国际上重污染河流治理的成功范例。

攀登科研高峰时， 女院士们是当仁不让的披荆斩棘奋斗

者， 私底下却是好老师、 好妻子……朱美芳有一个 “特别”身

份———本科生的博导班主任。 她帮助低年级本科生制订合理的

学涯规划，在学生遇到各种困惑时，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引

导和帮助。 工作再忙，她都会挤出时间和学生一起用餐，在办公

室促膝畅谈。 大家都说，朱老师办公室的门永远向学生敞开着。

回国二十多年来，马兰坚持科研与人才培养两手抓。在她

的简历中，复旦大学研究生选出的“我心目中的好导师”一直

赫然在列。

如今，“与水有缘” 的徐祖信把足迹从苏州河延伸到了国

内的大江大河。 她担任了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

专项技术副总师，被多座城市和环保企业聘为技术支持专家，

负责并参与了多座城市的河流污染治理工作， 不断为我国城

市河流污染治理作出贡献。

用一流原创成果，书写报国为民科学情怀
编者按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

昨天 ，中国科学院 、中国
工程院公布了2019年增选院

士名单。 在两院新增的139名院士中，11位
上海科学家榜上有名。

就在今年， 上海迎来首位70后院士，折
射出上海多年来在青年人才培养上的“润物
细无声”；同一年度诞生三位女院士，则展现

出上海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 细数
2019年上海新科院士， 他们有的在为推动社
会发展的鼓与呼中，为公众所熟悉；有的则深
耕科研，默默为造福民生奉献多年。

登上科技大师荟萃的殿堂，领受我国科技
界最高荣誉，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群为国家科
技创新、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矢志不渝、砥砺
奋进的科技精英们。

心系民生，他们矢志前行

上海新增院士名单
中国科学院新当选院士（共5人）

樊春海 45 岁 上海交通大学
马大为 55 岁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施剑林 55 岁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马 兰（女） 60 岁 复旦大学
朱美芳（女） 53 岁 东华大学

中国工程院新当选院士（共6人）

董绍明 57 岁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涂善东 58 岁 华东理工大学
黄 震 59 岁 上海交通大学
赵振堂 58 岁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吕西林 64 岁 同济大学
徐祖信（女） 63 岁 同济大学

马大为 （有机所供图） 施剑林 （上硅所供图）

赵振堂 （中科院上海高研院供图）

董绍明 （上硅所供图）马兰 （复旦大学供图）

徐祖信 （同济大学供图）吕西林 （同济大学供图）

涂善东 （华东理工大学供图）

樊春海 （上海交大供图）

朱美芳 （东华大学供图）

黄震 （上海交大供图）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本报记者 樊丽萍

聚焦2019年上海新增11位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