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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金娇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为落
实 《上海市计算生物学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加

速推动计算生物学赋能生物医

药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在上

海市科委指导下，2023上海国

际计算生物学创新大赛近日启

动。这是该大赛首次举办，旨

在 通 过 “ 以 赛 选 人 ， 以 赛 选

项”双循环机制，构建计算生

物学人才和项目蓄水池，吸引

更多创新、产业和投资资源加

入，推动算法、软件、结构等

多个环节的原研原创技术和产

品落地。

市 科 委 总 工 程 师 赵 健 表

示，计算生物学作为人工智能

（AI） 发展的重要方向，正在重

新定义生物医药研发的底层逻

辑。上海是我国生物医药科技

创新实力最强、活力最足的区

域之一，在计算生物学方面具

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本届大赛

聚 焦 药 物 筛 选 AI算 法 ， 以

NMDA（N-甲基-D-天冬氨酸）

受体为靶标的药物虚拟筛选为

赛题场景，以真实实验验证为

主要评价手段，打造被行业高

度认可、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的药物筛选AI算法测试平台，

推动AI技术在药物研发领域的

发展应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

长、原创新药研究全国重点实验

室主任高召兵说，本次大赛关注

的蛋白靶标NMDA受体与多种疾

病有关，如脑卒中、抑郁症、癫

痫、阿尔兹海默症等，是神经系

统性疾病最热门的药物开发靶点

之 一 。 作 为 离 子 通 道 蛋 白 ，

NMDA的特性、研究手段与肿瘤

靶点差异很大，这也让大赛更有

挑战。

上海市生药中心主任李积

宗 介 绍 ， 为 鼓 励 更 多 团 队 参

与，大赛在赛制上有所创新：

一是特别创设“算法您提供，

验证我帮您”机制，将联合权

威机构为参赛团队提供真实实

验 进 行 验 证 ， 把 计 算 机 算 法

“干实验”与实验验证“湿实

验”相结合，以确保算法在实

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推动新药研发进程；二是秉持

赛制与新药研发流程一致性，

设计模拟了新药研发实际流

程，促进参赛者更加深刻理解

并掌握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三是坚持知识产权归属

参赛者所有，以鼓励参赛者积极开发AI药物研发的原

创性算法和模型。

大赛邀请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个人报名参赛，不

限地域，将在未来9个月内通过逐级遴选产生优胜团

队，并在2024浦江创新论坛期间颁奖。符合条件的获

奖团队将直接纳入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计算生

物学”专项，得到后续支持。大赛还提供培训辅导、

成果转化与孵化、投融资对接等服务，赋能参赛团队创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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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1”的创新成果如何加速实现“从

1到100”的产业化跃变？随着科学研究与工

程技术的相互融合渗透，越来越多工程师加

入到“从0到N”的全过程创新，在真实环境

中推动从技术到产品的无缝衔接。

在近日举行的上海卓越工程师论坛上，

20位一线工程师因“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获

颁2023年“上海杰出工程师”和“上海杰出工

程师（青年）”证书。一批上海“3+6”产业中的

优秀工程师脱颖而出，彰显了上海“新质生产

力”塑造者的形象。

追求极致，十几年钻研一门技术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有

一支传承了三代人的团队，他们只专注做一

件事，就是为高功率激光器打磨最强“心

脏”——激光钕玻璃。入选本年度上海杰出工

程师的光机所高功率激光单元技术实验室副

主任陈树彬就是团队中的一员。

这是一种需要做到极致的精细活儿。激

光钕玻璃共有19项技术指标，只要有一个不

达标，就是不合格产品——冷了会有裂纹，受

潮了容易发霉，包边胶的耐环境性差一点就

会脱胶，就连手指轻轻按一下，都会留下不该

有的应力。

和团队中的许多人一样，陈树彬刚一毕

业就加入了这个团队，十几年钻研一门技术，

至今已工作了30年。为了这份极致，他曾在

冬夜的实验熔炼炉顶上体验“冰火两重天”，

“粘”取渗出的玻璃液，也曾在夏天驻守在

40℃的实验棚里与同事“两班倒”，夜以继日

地埋头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科研攻关。

“我也有过迷茫，有过沮丧，但从没想过

放弃，追求极致的过程总是难熬的，优秀的工

程师就要耐得住寂寞。”陈树彬说。

以研发驱动制造，用智造壮
大研发

“一个‘从0到N’的创新时代已经到来。

强大的工程研发能力加上超级工厂的智造能

力，让电池研发和爬坡量产实现了‘0到N’的

跨越。”这是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电池研发

经理、2023年上海杰出工程师（青年）陈达瑞

的感悟。

大学时期，陈达瑞每周要花四五十个小

时研究赛车的电路系统。2018年，他在大学

生方程式汽车大赛FormulaSAE上表现优

异，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特斯拉总部，与一群

志同道合的年轻工程师一起开始了锂电池研

发工作。

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建成投

产。2020年，陈达瑞来到上海开启了全新挑

战，参与加速特斯拉新能源车电池本土化进

程。得益于“超级工厂+超级研发”的全新范

式，新电池产品的研发到量产得以加速实现，

特斯拉第一个非镍电池包、第一个非镍结构

电池包、第一个48伏电池都是“从0到N”的

案例。他说：“曾经，研发负责‘0到1’，制造实

现‘从1到N’。现在，我们以研发驱动制造，

用智造壮大研发，直接实现‘0到N’。”

9年研发路，2/3时间用于
“打磨”产品

2019年，由微创心通公司历时9年自主

研发的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获批上市，成为国

内首个获批上市的自膨胀式牛心包生物瓣膜。微

创心通总裁、2023年上海杰出工程师（青年）陈国

明透露，这款产品其实在2013年左右就设计定型

了，2/3的时间花费在产品打磨上。因为，“用在人

身上的医疗器械产品不能出一点差错，但不同人

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们的产品需要兼容不同人

群，其难度可想而知。”

以5年的使用寿命计算，这款瓣膜产品要在

心脏里跳动2亿次，作为支架则要支撑4亿次跳

动。同时，临床反馈的信息显示，中国患者的瓣膜

钙化程度显著高于欧美，这意味着产品需要有更

强的支撑力来撑开钙化瓣叶。

对于这样一款植入心脏的精密医疗器械，任

何细微的设计调整都会影响产品的疲劳等性能。

微创心通的工程师团队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优化

创新的混合密度网格支架设计，使其能够有效撑

开钙化瓣叶，并在释放过程中表现出优异的柔顺

性、同轴性和精确定位性能。

今年这款产品已用于近4000台手术，但“打

磨”还未停止。工程师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在不降

低产品质量的条件下进一步降低成本，由此造福

更多患者。

“从 到 ”的创新成果如何加速实现“从 到   ”的产业化跃变

工程师参与全过程创新跨越“从0到N”

没想到，今年大学四级英语考试的作文

题，也会成为朋友圈热议的话题。

在上周末举行的2023年下半年全国大

学四级英语考试中，因不少考生不认识作文

题目中的单词“submission”，导致审题困难，

写作发挥欠佳，有人甚至完全写偏。走出考场

后，不少考生直呼，今年考题太难！

抛开对考题难易程度的讨论，一个英语单

词之所以超越考题、变成话题，和大众对当下

英语学习的心态不无关联。随着英语教育的普

及，加上AI翻译软件横空出世，英语应该怎么

学？怎么考？大学英语教学又该走向何处？

看到这个单词，首先想到的
是“屈服”？

据部分网友回忆，今年大学四级英语作

文题为：Supposeyouruniversitynewspaper

isinvitingsubmissionsfrom studentsforits

comingeditiononacampuseventthathas

impressedthem most.（大意是：假设你的大

学校报正在邀请大家“投稿”，写一件校园里

印象最深的事。）

对于试题中出现的submission这个单

词，很多考生认为太生僻、不认识，于是审题

变成猜题。有人将其理解为“屈服、投降”，洋

洋洒洒地写了一封“投降书”，更有个别考生

误 将 submission理 解 为 某 个 人 ，于 是 以

“DearSubmission”为开头写下书信。由于不

少考生和网友们在网上贡献了各种令人哭笑

不得的作文思路，submission也迅速从一个

单词变身网络热梗。

谈及今年的这道作文试题，上海财经大

学外语教学部主任张洁解释，submission是

个多义词，既有“屈服、投降”之意，也有“提交

看法、意见”的含义，“尽管这是个多义词，但

考生联系上下文，应该可以理解其含义。”

不过，玩梗的网友们另有看法。有人直

言，感觉大学四六级考试貌似一年比一年难，

“2007年考了600多分的我放到现在可能很

难及格”；还有人留言，“看到这个单词，首先

想到的是屈服”。此外，不少讨论也指向命题

本身：大学英语四级作文题考查熟词僻义，真

的有必要吗？对此，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吴赟表示，实际上，作为submission这个单词

的动词派生词，相信更多学生对submit（提交）

更加熟悉，在手机和电脑上常见的“提交”按

钮，英文名就是submit。此外，对于有一些研究

基础、关注学术期刊的考生来说，“invite

submissionsfromXX”这样的句式很常见，很

多期刊经常用这句话来邀请作者投稿。

告别“哑巴英语”后，如何做
到活学活用？

伴随讨论的持续，一道英语作文考题也

点燃了大众对英语学习的再关注、再思考。确

实，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如今大学生的

英语水平普遍较高。但在此背景下，英语教学

如何有效开展，却也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大学英语教学界，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

开始接受一种观点：既然学生的英语水平较过

去高了，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的要求，也需要根据

学生的学情与时俱进。接受采访时，多位专家谈

到，相比十年前，如今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确实

已呈现出“重学术、重传统文化”的趋势，即考

题从单纯考查日常通用表达，转向注重学术英

语的交流以及英语写作能力。这种转变，可能

是让一部分学生觉得考题难度增加的原因。

实际上，比起大学英语考试和教学的难

度变化，更多“过来人”也试图从一众考生被

submission考倒的现象背后找寻深层次原因。有

专家直言不讳：在告别了“哑巴英语”之后，如何

帮助更多年轻人活学活用英语，今年的作文题也

给大学英语教学界出了一道思考题。

“英语学习的成果，归根结底，看的不是考试

成绩，而是实际应用的能力。”张洁谈到，在高校，

具备阅读英文文献的能力以及用英文写学术论

文的能力，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而拥有卓

越对外交流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学生，不论

在职场还是在学业深造中的表现也更突出。这也

进一步提示，虽然如今的学生人人都能说上几句

英语，但如何帮助学生说得地道、运用自如，高校

的英语教学任务不仅没有变轻，而且任重道远。

另有专家谈到，近些年，受大学英语必修学

分缩减、大学取消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位挂钩以

及AI翻译技术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大学

里的确存在学生英语学习热情下降的情况。学习

倦怠，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考题难”的考后

感。但另一方面，无论是高校还是职场，都对学生

的英语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和期待。

“比起教学与考试，当前，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是，如何更好激发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张礼骏如是说。

不少考生不识“          ”，大学四级英语考试作文出现审题困难

考题变话题，一个单词难倒一片考生说明什么

12月18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正式命名为“梦想”号，并在广州南沙首次试航。大洋钻探被誉为海

洋科技“皇冠”。“梦想”号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与150余家单位密切协同建造，总吨约33000吨，续航力15000海

里，自持力120天，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和海域11000米钻探能力。图为在广州拍摄的命名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摄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正式命名“梦想”号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五行健
骨操、耳穴埋针联合脑电仪治疗失

眠、电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隔药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这

些都是藏在上海社区医疗机构里

的中医药宝藏绝活。近日举行的

2023年上海市社区中医药适宜技

术比武大赛决赛现场传来消息，上

海将持续推进中医药适宜技术下沉

社区，造福居民。

中医药社区适宜技术，顾名思

义，就是适宜在社区推广的中医药技

术。为持续培养热衷这一技术传承的

中医药人才，以赛促建，上海市社区

中医药适宜技术比武大赛应运而生。

大赛由上海市卫健委与上海市医务工

会主办，吸引全市16个区228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参赛总人数达681

人，创历届新高。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上海市中

医药适宜技术、社区中医药特色服务

项目等正逐年扩增。在社区深入开展

中医适宜技术，也是对今年市政府提

出的 《进一步提升本市社区卫生服务

能力的实施方案》的深化。

中医药宝藏技术持续下沉社区

近日，中成药逍遥丸火了。在某

社交平台上搜索“逍遥丸”，显示相关

帖子达1万多篇，相关话题浏览量达

4000多万。网友发帖称，逍遥丸“专治

各种不开心，药到emo（伤感）除”。

由逍遥丸延伸开，让人联想起

今夏走红的中药方酸梅汤，还有八

段锦、五禽戏、三伏天晒背……似乎

每隔一段时间，年轻人中就会掀起

一阵养生热潮。

关注中医养生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可与老年人养生不同，年轻人主打

“朋克养生”，一边是“可乐配枸杞”，一

边是“熬夜敷面膜”，在花式玩法下，

不同的中药材变身年轻人手中的中

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面包。这波养

生热的背后，是年轻人愈加关注健

康，还是寻求心理慰藉的一种选择？

吃了逍遥丸，真能“乐
逍遥”？有人越吃越烦躁

“感觉撑不下去了怎么办？奶茶

配逍遥丸，日子总不会太难。”一名

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吃逍遥

丸一段时间来的变化。

逍遥丸真能让人快乐？中成药

逍遥丸其实是宋代医籍《太平惠民

和剂局方》中的经典方剂，当时叫逍

遥散，即将药磨成粉，放入水中煮散

服用，演变到现在成了丸剂。

“逍遥丸听名字就能感受到它

的功效，临床上也确有部分患者服用

后达到情志舒畅的功效。”长宁区天山

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医师倪欢欢告

诉记者，逍遥丸由柴胡、当归、白芍、炒

白术、茯苓、薄荷、生姜、炙甘草等几味

中药组成，具有疏肝健脾养血的功效，

可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个体间差异大。

换言之，药不能乱吃。

逍遥丸的“走红”，也让不少中医想

起今夏畅销的、被戏称为“更适合中国

宝宝体质”的“中药奶茶”——酸梅汤。

“就算是酸梅汤，其实并非人人都

能喝。”上海长征医院中医科医生顾雨

芳告诉记者，临床上遇到过患者喝了

酸梅汤后腹泻不止的情况，“脾胃功能

差、平时容易腹泻、胃酸分泌过多、有

消化道溃疡的人群以及孕妇、哺乳期

女性等都不建议食用酸梅汤。”

已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自述吃逍

遥丸后，不仅“逍遥”不起来，反倒感觉

越用越虚、更烦躁。“对症下药方能恰如

其分，心脾两虚、气滞血瘀、脾肾两虚等

情况都可能造成情绪异常，这些情况下

就不适合服用逍遥丸。”倪欢欢提醒。

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入中
医馆，忌“边养边伤”

不只是购买中成药，近年来，越来

越多年轻人走入中医馆。在倪欢欢的

诊室，近半数是年轻的就诊者，白领、

学生不在少数。“随着人们对健康日益

重视，年轻人自觉身体不适来就诊者

越来越多，他们往往没有器质性疾病，

西医没有明确用药指征，便想来看看中

医。”她观察，年轻人咨询的大多是“生

活方式病”，比如熬夜导致的气血亏虚，

作息不规律导致的胃病、失眠。

在记者采访当天，倪欢欢接诊了一

名28岁的患者。这是一名电竞选手，在

一个月前的一场比赛前夕，血压飙至

260毫米汞柱，几乎是正常人的一倍，被

送进ICU抢救。

“年轻人仗着自己身体好，饮食高

油、高脂，作息不规律，在一天天的消耗

中，身体报警了。”倪欢欢说，这名患者

出院后第一时间寻求中医调理，“好在

身体底子好，配合医生经一段时间干

预，能恢复如初。”

年轻人走进中医馆、喜欢中医养

生，令中医颇感欣慰，但细究其原因又

让人不禁深思。顾雨芳说，如今年轻人

里亚健康状态较普遍，颈椎、腰椎病年

轻化趋势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失眠、

胃病等更不在少数。

对于那些叫嚣着“不快乐，就吃逍遥

丸；熬夜伤身，就泡最浓的人参茶”“一边

朋克，一边养生”的观点，有医生说，这些

看起来拧巴矛盾的行为，反映了年轻人

既想随心所欲，又想健康的复杂心态。

“一边透支一边补救，永远无法斩断

病根。”倪欢欢告诉记者，治愈疾病，就医

仅占10%，更重要的是改善生活习惯，否

则所谓的养生也不过是寻求心理慰藉。

医生呼吁，只有合理膳食、适量运

动、心理平衡和工作劳逸结合，才能真

正保持健康的身体，切不可熬最晚的

夜，吃最贵的药，忌“边养边伤”。

医生提醒，因个体差异药不能乱吃，切忌一边透支一边补救

这届年轻人为啥热衷中医养生

■本报记者 李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