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小传
迈克尔 · I· 乔丹出生于1956

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家，现
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
算机科学系、统计学系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人工智能、生物系统与计算
生物学、控制、智能系统和机器人等。

获奖理由
对机器学习的理论基础及其应

用作出了根本性贡献。

聚焦“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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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记者 许琦敏

“要在5年内实现高值医疗设备自主化率70%，国产高

值医疗器械组成元器件、零部件达到自主化率超90%，需要

构建医工交叉的产业生态链。”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组织

工程学与神经再生专家顾晓松日前在上海理工大学举办的

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发展论坛上的发言得到与会专家赞同。

从临床提出问题，到科研实现“0到1”的创新突破，最终通

过产业实现“1到10，再到100”的转化，才可能真正使每个

人都能获得高质量医疗健康服务。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0年，中国医疗器械产业营收收入

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预计未来5年，仍将实现年均超过

10%的快速增长。高端医疗装备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

医、产、学、研的深度融合。高校如何依靠学科优势和人才

优势，与医学界、工业界联手推动高端医疗设备产业创新

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值得学界和业界关注。

构建医产学研融合的创新体系刻不容缓

论坛上，不少专家都谈到了自己成果转化的经历和心

路历程：从发现临床需求、研发、转化，到制造，再到临床使

用，医工交叉合作项目要真正孵化成“医生用得顺、百姓用

得起”的产品，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曲折。

“构建医产学研融合的创新体系刻不容缓。要有运作

高效的医工交叉成果转化系统，才能有力地支持一线医生

工作。”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葛均波分享的一个

医工交叉项目令人印象深刻。疫情期间，通过医工交叉融

合，仅用21天，一种带有疏水排水结构的防雾护目镜就生

产上市了。他说：“医学与工学融合发展是医疗器械创新的

必由之路，从医生为主逐步到医生、工程师、企业共同参与

科研，才能使创新要素不断融合。”

目前，全国一批医学专家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国心血管

医生创新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时也是创新学院，融合了创

新培训、孵化、投资等功能，鼓励临床医生开展科研创新转

化。目前，创新学院已经积累了100多项创新项目，学员相

继成立30余家初创公司，出现了一批造福临床的创新成果。

葛均波指出，临床医生在医学创新过程中的价值正在

逐步验证和强化。但是，面向未来，如何与高校、科研界和

产业界更好融合，构建中国医产学研融合的生态系统还需

要不断探索。

医生“派单”到大学，联手解决临床问题

从一根小小的手术缝合针，到人工智能辅助麻醉机器

人，沪上高校正汇集多学科创新智慧，深入医疗器械的开发

生产第一线。

在上海理工大学与上海交大医学院共建的“医工交叉

创新研究院”，来自临床一线的医生需求以“需求单”的方

式，直接“派发”到学校，由各领域科研团队组队“接单”并快

速攻关。上海理工大学校长丁晓东表示，大学通过推动医

学与工学、理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融合，才能共同解

决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提出的真问题。

正如与会专家所言，从创新链到产业链是医工交叉项

目成果真正转化落地的关键，需要多方共同开展多学科交

叉研究。尤其是针对那些进口依赖度高、临床需求迫切的

高端医疗器械或材料的开发，更需要打造“医院—高校—研究院—企业—医院”的

医疗器械产业闭环。

丁晓东说，上理工重点布局医工交叉学科发展，已构建“上海市医疗器械创新

与转化平台”“上海市高端医疗装备创新中心”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成果转化中

心医药学部中心”三大平台。此外，还联合国内外行业机构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

医学器械创新与应用联盟，目前已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家行业机构加入，

建立了医疗器械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与平台，未来将加强各创新主体的交流对接与

协同融合，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行业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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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在“奶奶的厨房”，冠生园、

金枫酒业、汪裕泰、海狮、佛手味精、福新

面粉与梅林罐头等来自光明食品集团的

“主力队员”，共同汇聚成记忆中的“上海

味道”；在“爷爷的书房”，朵云轩、周虎

臣、曹素功与长江刻字的文房用品，与柜

子里的童涵春堂国药、“龙虎牌”清凉油等

糅合，诠释出海派文化的艺术精神；而在

“孩子的房间”，红双喜乒乓球与马利颜料

则恰到好处地让人回忆起童年生活。

巧妙的是，不少房间的陈列布展与

上海“四大品牌”相呼应。“爸爸的工作

间”对应的是“上海制造”，橱窗里摆放着

第一款海鸥牌DFAB型35毫米工业照

相机，它曾拍摄过原子弹爆炸的场景，墙

上挂着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和设计图，

那是上世纪80年代行销大江南北的凤

凰经典款；而“父母的衣帽间”则与“上海

购物”有关，衣橱里挂着的龙凤旗袍、开

开衬衫、亨生西装和中装、蓝棠-博步皮

鞋，也是当年上海滩最时髦的商品。

穿过时光隧道，在新旧碰
撞中感悟“创新活力”

一个老字号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上

海的老字号品牌之所以能够活在人们的

记忆里，是因为它们保障、丰富了市民的

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徜徉在老字号品

牌馆里，新与旧的对比与冲击十分强烈。

老字号的过去，让人回想旧时好时

光。在展馆一楼，一幅流淌的“时光卷

轴”让人眼前一亮，手动摇一摇，卷轴里

104个老字号品牌的前世今生按照时间

线缓缓流过，书写了这座城市商业文明

浓墨重彩的一笔。转过身，人们可以亲

手拉开墙壁上的一个个抽板，记者拉开

光明乳业的“卷轴”，这里悬挂了4个不

同时代的奶箱，展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

后市民“奶瓶子”的变化，呈现出老字号

品牌紧跟时代脉搏、不断提升品牌品质

和信誉的进击之心。

品牌馆里也能找到老字号的现在。

步入庭院，一排老字号新品让人眼前一

亮。美加净日化展示了一组新品——虎

啸龙吟牙膏走的是国风系列，设计灵感

分别取自中国古代四大瑞兽之一的白虎

和青龙，刚刚拿下“上海设计100+”

的荣誉。而在街边新开业的“开开集团

老字号品牌伴手礼首发集合店”，副总

经理李喜军说，50多款新品都“穿越

历史，面向未来”，比如，“C位”的一

款手作压襟，脱胎于龙凤旗袍的盘扣工

艺，创新用于新的装饰，让非遗技艺变

成国潮好物。

还有一组新与旧的对比也很有意

思：在老建筑中，新媒体手段让老字号

更加鲜活起来。人们可以骑上凤凰自行

车，戴上VR（虚拟现实） 眼镜，穿行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十里洋场；孩子们

不仅可以与电子大白兔交流，还可以让

用马利颜料绘制的作品在屏幕上“动”

起来。

“用老字号品牌去描绘上海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

讲好中国故事，是品牌馆策展的重要思

路。”刘敏说。

老字号“未完待续”，特色
商圈打造高品质公共空间

在优秀的海派历史建筑里策展上海

老字号品牌，从明天起免费开放的老字

号品牌馆只是第一期。记者获悉，首批

参与策展的品牌，诠释了不断追求卓

越、与时俱进的精神。而未来，这里还

将成为品牌的发布平台和交流空间。

城市在变化，而老字号的本心不

变。老字号如何在新时代继续焕发活

力，展览在最后一个部分“城市沙龙”

作了回应。刘敏介绍，未来二楼将侧重

创意空间的打造，定期举办非遗传承培

训活动，也会承载一定的销售功能，通

过综合功能的打造，丰富老字号品牌馆

的内涵，帮助老字号焕新。

从更大范畴来讲，老字号品牌馆不

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记者看到，在华山

路上，包括上咖咖啡、培罗蒙、开开等4

家老字号门店已经或即将开业，未来这

里将有更多本土品牌开设主题店和首

店，形成老字号的集聚效应，展现这座城

市独特的精神气质。

不仅如此，以延安中路为轴带从西

向东走，商圈建设也在城市更新中变得

层次鲜明：华山路的海派建筑里讲述老

字号品牌的前世今生；张园的海派建筑

里，诸多国际品牌演绎东西文化交融的

场景；南京路步行街的“万花筒”将展

现一个全新的城市会客厅；北外滩的国

际品牌集聚也有成效。刘敏表示，更多

国际国内品牌将通过特色商圈、实体场

景、文化融合，让这个城市充满活力，

展现商业文明传承，进一步提升城市软

实力。

本报讯 （记者王星）9月24日至9

月28日，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

员会主办，上海市教育工会、上海师范大

学承办的第三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决赛在上海顺利举行。上海

代表队获4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取得

历史最好成绩。上海市教育工会获优

秀组织奖。

本届竞赛在往届设置四个组别（小

学、中学语文、中学数学、中学英语）的基

础上，增设了中学思想政治组，同时小学

组学科范围除原有的“语文、数学、英语”

外增设“道德与法治”。

经过激烈角逐，上海市徐汇区汇师

小学严琴、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团结湖分

校东雪婷、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

中学蒋妍兮、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陈

阳、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谭立婷等25

名青年教师分获小学组、中学语文组、中

学数学组、中学英语组、中学思想政治组

一等奖，50名教师分获五个组别的二等

奖，其余58名教师获三等奖。

本次竞赛分两个阶段。初赛由各省

（区、市）组织当地中小学开展多种形式

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遴选出本地

区优秀选手参加全国决赛。获决赛资格

的青年教师是从全国31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70个市级行政区的

2000多所中小学校的22万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实际参加决赛的选手共133

名，来自30个省（区、市），平均年龄35

岁 ，男 女 性 别 比 例 分 别 为 22.6%、

77.4%。其中：高级教师13人，占9.8%；

一级教师83人，占62.4%；二级教师33

人，占24.8%；三级教师2人，占1.5%；其

他2人，占1.5%。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青教赛”在沪落幕

上海“青椒”获历史最好成绩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提升基层医
生乳腺疾病诊治水平，推动乳腺癌早诊

早治技术规范化实施，上海市浦南医院

国家级“乳腺疾病微创旋切手术培训基

地”近日授牌。据悉，全国获批培训基地

的医院目前共30家，本市的浦南医院和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

医院）入围。

乳腺癌是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发病率已位列女性恶性肿瘤首位。随着

微创外科理念和技术的进步，乳腺疾病

的手术治疗逐渐向减少损伤和微创方向

发展。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微创旋切

术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术后恢复快、

术后瘢痕小等优势，近些年成为乳腺良

性病变患者首选的治疗方式。

据介绍，乳腺疾病微创旋切术在乳

腺可疑病灶的诊断以及良性病灶的治疗

等方面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由于部

分基层医生对手术适应症、操作要点等

方面的理解和掌握不尽相同，有可能影

响该项技术的规范化开展。

浦南医院党委书记雷撼介绍，乳腺

疾病微创旋切手术培训基地的成立，将

为广大从事乳腺疾病专业的医师提供学

习交流、提高技术的平台，共同促进

乳腺疾病的诊疗规范化以及管理的标

准化。医院也将致力于把培训基地打

造成青年人才技术交流、学习成长的

平台。

国家级“乳腺疾病微创旋切手术
培训基地”落户浦南医院

真正大神级人物是怎样的？可能就

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的贡献

无处不在，却又难以具象言说。在人工

智能领域，美国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家

迈克尔 ·I·乔丹就是这样一位“大神”。昨

天，他因“对机器学习的理论基础及其应

用作出了根本性贡献”，获得首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

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

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迈克尔 ·I·乔

丹是人工智能领域唯一一位集三院院士

于一身的科学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成

功连接了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浙江大

学上海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吴飞说，正是这位

乔丹用统计学方法，为机器学习打通了

理论与方法上的“任督二脉”，让大数据

驱动的第三代人工智能得以广泛应用。

摆脱“从理论到理论”，
将统计模型引入人工智能

“乔丹教授是机器学习领域的先驱，

为机器学习、概率学、统计学以及图形建

模四者间建立了联系，这些领域的相互

联系不仅促进了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和

发展，还提升了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质

量和数量。”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学

奖”遴选委员主席、2017图灵奖得主约

翰 ·轩尼诗这样评价乔丹的贡献。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乔丹在

这一领域工作了近30年，他让人工智能

从理论和方法学上得到了根本性提升。

要发展一种理论和方法，来确保数

据在处理中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就需

要建立可以不断改进的统计模型。“过

去，许多统计模型的设计、参数优化，都

醉心于‘从理论到理论’。与此同时，人

工智能又迫切需要理论模型来提升自

我。”吴飞说，乔丹就以其横跨计算机与

统计的学科交叉优势，为机器学习打通

了理论与方法学之间的“任督二脉”，使

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成为可能。

如果说，数据是血肉，那么统计模

型就是筋骨，得到全方位提升的机器学

习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人工智能开始进

入数据驱动时代。过去十年间，机器学

习在诸多领域的应用呈现爆炸式发展，

自动驾驶汽车、X光片分析、蛋白质折

叠预测等都离不开基于乔丹研究所塑

造的理论框架。

AI领域“乔帮主”，提倡
“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乔丹对计算机科学的贡献也体现

在教育方面，他指导了80多名博士生

和60多名博士后研究人员，这一群体

目前活跃在世界领先的学术机构，带领

行业向前发展。

在这位人工智能的教父级人物看

来，真正的AI革命尚未到来。他认为，现

在的人工智能还仅仅处于机器学习阶

段，还无法在涉及推理、运用现实世界知

识和社交互动等许多任务中替代人类。

2018年，乔丹在《哈佛数据科学评

论》上发表的文章《人工智能——革命尚

未发生》指出，如何将计算机和人类结合

起来，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我们面

临的挑战。他认为，人类的幸福不应是

科技发展之后才考虑的事情。因此，发

展人工智能，不能只是技术上的对话，而

是需要听到来自更广范围的声音，尤其

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视角。他说：

“我们有个真正的机会来构想一个全新

的东西：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工程学科。”

机器学习先驱迈克尔 · I ·乔丹获首届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

用统计学方法打通机器学习“任督二脉”

迈克尔 ·I·乔丹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提供）

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蕴含着

生命活动奥秘。人类有23对染色体，染

色体是细胞核的基因图谱，负责编码催

化生命活动的蛋白质的所有信息。要想

制造出这些蛋白质分子，细胞核内外就

要进行物质交流。德国生物化学家迪尔

克 ·格尔利希就是破译这一神秘“对话”

的关键人物。昨天，他因“对于蛋白质在

细胞质和细胞核之间运输的机理及其选

择性的关键发现”，获得首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近八年来，格尔利希的论文被各国

科学家持续高引用，并呈现逐年上升的

趋势。如今，蛋白质在胶状质结构内转

运机制的研究已深刻影响相关基础研

究并拓展到了临床应用。

发现凝胶状蛋白质，开
创细胞生物学研究热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对细胞

核如何把控“门户”不甚了解。中国科学

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朱

学良解释，细胞核被双层核膜包裹，核膜

上有孔洞与外界联通。在格尔利希之

前，有很多科学家对核膜孔进行了研究，

把很多细致的结构都描绘出来了，但都

无法真正展示核膜孔的工作机制。

这一研究的难点在于，核膜孔上的

“把门人”是一些核膜孔蛋白质上没有

固定结构的区域形成的凝胶状分子网

络。2006年前后，格尔利希首次识别

出了它们，并且真正清晰展示了核膜孔

控制物质进出的机制——这种凝胶状

网络就“堵”在核膜孔上，但其内部充满

各种孔隙，只有符合孔隙要求的分子才

能迅速通过。

“格尔利希的一系列研究从根本上

解释了蛋白质如何进出核膜，他用相分

离的方法来证明这一‘把门’机制，这在

当时也是非常新颖的视角。”朱学良说，

近年来，相分离——生物大分子从溶解

状态聚集成液滴或凝胶状的物理现象，

也成为细胞生物学的一个热点。科学家

从中认识到，细胞内一些被称作“无膜细

胞器”的超大分子复合物，就是通过相分

离的方式形成并行使重要功能的。

钟情多学科融合研究，
不断尝试跨界新突破

这位对科研孜孜不倦的科学家，对

于多学科融合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

核运输研究需要对细胞生物学有更深

入的了解，而他的核蛋白研究则融合了

结构生物学、核细胞质运输和受体等多

种学科元素。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

士杨卫透露，格尔利希的最新研究进展是

从羊驼体内发现新冠病毒抗体，比现有纳

米抗体效力高1000倍。格尔利希表示，

这种新抗体首次同时拥有出色稳定性，以

及对新冠病毒多种突变体的出色疗效。

当代科学的外延正是通过多学科、

跨学科的融合拓展来实现，新发现、新

技术、新方案应运而生。格尔利希参与

的另一项联合研究，是要在未来五六年

中，阐明肌肉形成和功能的分子细节。

格尔利希参与这个项目，也是为了

与同行共同追求跨学科的融合创新，将

定量蛋白质组学、纳米抗体工程，与超

分辨率光镜、电子低温层析，以及果蝇、

斑马鱼和小鼠的肌群动力学的生化与

功能基因分析等结合起来，在分子水平

上为肌肉细胞的结构提供新见解，并最

终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肌肉疾病，开发出

创新药物来应对肌肉和老化问题。

德国生物化学家迪尔克 ·格尔利希获首届顶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破译蛋白质掌控细胞核“门户”的密码
■本报记者 许琦敏

迪尔克 ·格尔利希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提供）

人物小传
迪尔克 ·格尔利希出生于1966

年，德国生物化学家，现任德国马克
斯 ·普朗克多学科科学研究所科学成
员、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细胞内运输、

核孔复合体、输入蛋白和外输蛋白、内
在无序蛋白和相分离、重组抗体。

获奖理由
对于蛋白质在细胞质和细胞核之

间运输的机理及其选择性的关键发现。

（上接第一版）

“投票只有几分钟，但更广泛的民主参

与落实在会前。”杨浦区人大相关负责人表

示，想要将这庄严一票投出价值，就要在会

前充分保障人大代表知情权、参与权。

与创投项目类似，实事项目也要“路

演”。在区人代会召开前，相关委办局负

责人一一登台，向区人大代表、居民代表

们道清实事项目的价值。解决什么问

题、投入多少资金、受益人群有哪些……

只有充分掌握项目“底数”，大家才能掂

量出其真正价值。以无障碍设施项目为

例，确实解决了特殊人群的“刚需”，也体

现了城区软实力，大家认为，要将优先级

往前提一提。

落地之后，让人民来打分

实事项目，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抓

好落实。

北外滩滨江岸线，长达数公里的健

身步道，是跑友们的最爱。这段透气好

逛的岸线，也吸引着市人大代表马瑜的

目光。不过，除了游人身份，她还多了一

重角色——“编外”监督员。作为实事项

目之一，这条市民健身步道的建设过程，

马瑜全程参与其间。

项目推进中，她跟随相关部门实地踏

勘。提前抓细节、找问题，并抛出一串建

议：加强行人、跑友、骑者不同人群的道路

区隔、加强周边绿化配套等。在她看来，

这段步道并非只为社区体育而建，更是超

大城市面向市民游客的重要窗口。

知晓步道建成开放，她专程来体

验。“实事项目是动态建设的过程，不仅

要建起来，更要关注后续维护，不断优化

细节，回应全人群的新需求。”

前阵子，户外运动爱好者市民高云

飞在骑行中发现岸线“痛点”：漫步道上

的行人经常外溢至骑行道，容易引发危

险；部分港口断点也阻碍了道路连续

性。经由联系人大代表，这一建议被传

递至相关部门，关于步道的改造提升也

在抓紧研究制定中。

“将民生实事办实办好，立项时要充

分听取民意，落地之后也要持续升级。”

代表们这样感慨。

打开“时光卷轴”，老字号在新地标焕发活力

扩大民主参与，“民声”全流程汇入“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