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 学 真 的 很 奇
妙，给我带来了无限
的遐想、无限的幻想、
无限的梦想

一个优秀科学家
要坚持有创新精神，
不计利害、只问是非

“

”
冬季的复旦校园，宁静而隽永。美丽的江

湾校区，阳光抚照，日、月湖畔，绿草萋萋。丁零

零，一阵铃声划过耳畔，赵东元骑着自行车，来

到了先进材料实验室大楼。

“化学真的是很奇妙。”赵老师说，地球上没

有的，通过化学反应、通过设计、通过实验，真的

是可以创造全新的物质。“我坚持上本科生课

‘普通化学’，上了20年。那天拿了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第二天上课，大家着急要看证书，

我就拿个袋子，骑着自行车就上课去了，所以他

们称我‘布袋院士’。”

朴素的布袋摆放在专门布置的“功能介孔

材料”展厅里。展厅展示了有关微观世界介孔

新材料的介绍、研究进展、研究成果、学术影响、

应用领域等，以及各类实物样品，还保存着一本

本实验笔记。这是科研团队十年如一日辛勤工

作，将奇思妙想付诸实践的生动记载。赵老师

带领团队在介孔材料领域实现“从0到1”创新

突破，创制全新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首次

将介孔材料从无机扩展到有机，发明20余种以

复旦大学命名的介孔材料……

因热爱而执着，因梦想而坚持。成长于上

世纪80年代的赵老师说，那时候有句话“学会数

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选择了化学，一点儿

也没后悔。“通过基础研究，我们还在想象，随心

所欲地去创造‘孔’。”他说，孔就是传输物质和

能量，包括信息、电磁波的一个媒介、一个通

道。其实孔材料无处不在，在催化、储能、电子

材料、化妆品、生物医疗、水处理等领域，跟生

命跟AI都可以联系在一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前景。

薛定谔说生命过程是一个负熵过程。在赵

东元看来，所谓的负熵过程就是熵驱动的过程，

没有这种过程，是没有生命的。“同样化学上也

一样，化学是分子科学，是分子间弱的相互作用

和分子自组装的化学。而造孔的过程就是一个

分子自组装的过程。所以我想攻克这些弱的相

互作用，赋予它一些真正能让人类认识的逻辑

和理性。”

在科学山峰上跋涉，很苦，也很酷。赵老

师走进实验室，看到同学们工作服背后的两句

话“科研很苦，坚持很酷”，点了个赞。“科研其

实也有乐趣，做出来一个东西，乐趣无穷，要是

做不出来，那就很苦。”他一直告诫学生，要做

一个独出心裁的与众不同的科学家，总是要有

新的东西。

2024年第一次课题组组会上，赵老师聚精

会神地听着同学们的工作汇报，时不时互动提

问，最后他点评说，“我觉得非常好，这里面包括

了很多新的方法，让人眼前一亮，能有启发，这

就足够了，这是我们基础研究的一个追求。”赵

老师认为，教学不仅仅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要引

导学生能提出问题，具有科研的独特思维，要把

科学精神、质疑精神、思索精神传授给学生。

他说：“我们中国人勤劳聪明，抓住科学规

律，抓住科学的方法，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伟大的

科学家、伟大的成果，会屹立在世界之林。”

“孔”中看世界，无尽的科学前沿
讲述者：赵东元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化学与材料学院院长

敢于去尝试，敢
于冒风险，敢于承担
失败，创新就是试错
的过程

一定要把握住机
会，希望中国成为生
命健康领域世界领军
的国家

“

”

治愈未来，共守生命健康
讲述者：潘讴东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上海临港新片区沧海路上，近8万平方米的

和元生物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化GMP生产基

地，正开足马力为全球医药创新赋能，30多条基

因细胞治疗生产线、支持药物开发全生命周期的

“一站式”服务，满足全球快速增长的基因治疗

CDMO（合同研发生产组织）服务需求，推动我国

基因治疗行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从张江药谷12平方米办公室，到中国第一

个国际标准化的GMP基因药物生产平台，18载

创新创业路上，潘讴东带领团队披荆斩棘，在创

新浪潮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助力科学家实现

“新药梦”。深耕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和元生物

以先进的生产工艺、质控技术、生产制造水平以

及大规模产业化能力，奠定行业龙头地位与先发

优势。

“敢于去尝试，敢于冒风险，敢于承担失败。”

潘讴东认为，创新就是个试错的过程。上海是全

国生物医药科创企业的集聚地，政府对科创企业

的支持扶持，成就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只有综合

性的服务、综合性的体系下，才有创新的环境。”

潘讴东介绍说，国外的基因药物公司基本上

都依赖于CDMO专业公司来服务，和元生物与科

学家的基因药物公司的黏性非常强，新药从开发

到生产上市整个过程中，80%的阶段可以在和元

生物完成。

从零开始一路走过来，潘讴东表示，借助于

临港基地的联动，以及产业集聚的空间，希望继

续扎根上海、服务全球。目前，和元生物已累计

服务全球客户百余家，以先进水准持续赋能行

业。“现在行业起来了，我的感受是，以前是老牛

拉车，现在感觉大家推着我走，速度很快。”他深

感行业的变化，“怎么样把基因药物的商业化推

向更高，尽快把成本降下来，这是我的下一个目

标。”

“我现在把自己还是定位为创业者，我的梦

想就是，通过细胞基因治疗，运用生物医药领域

最顶端的技术，把人类的重大疾病解决掉。”潘讴

东说，面对生命科学领域技术迭代的科学时代，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希望中国在这个领域成为世

界领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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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优图实验室的摄影棚里，摄影灯光全

部打开，汪铖杰站在绿幕前，开始根据提示录制

视频，几分钟后，画面录制完成，工作人员上传

素材……不多时，与真人近似的汪铖杰数智人

分身就制作好了。这一集短片取名《分身》，由

汪铖杰和数智人分身联袂出镜讲述人工智能时

代的创新。

未来已来，AI如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作

为腾讯旗下人工智能实验室，优图实验室已成

立11年。汪铖杰介绍说，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

带着AI普世化的愿景，希望通过不断突破创新，

把AI实实在在地应用到一些实际场景中。

比如，通过AI+天文的形式去解决天文的问

题。2021年，腾讯、国家天文台、复旦大学联合

启动“探星计划”，一起用AI技术找星星，在两年

多时间里助力中国天眼FAST发现30颗脉冲

星。比如，用AI技术帮助研究者更快破译甲骨

文的古文明密码，将文字检测、摹本生成、字形

匹配等多种AI算法综合应用于甲骨文研究。比

如，将AI技术引入工业质检，深入工厂一线，在

工业零件里找缺陷。

伴随AI大模型推动人机交互模式的革命性

变化，人人可拥有“数字分身”的时代已经到

来。以往，复杂的训练样本数据采集，导致数字

人定制过程长、成本高，如今，通过AI+数字人生

产工厂，更高效、更逼真、更智能的“数智人”应

用，正在广泛落地。汪铖杰表示，实验室推出的

“通用口型”版小样本数智人，不需要训练，上传

素材后1小时内就能获取与真人近似的专属数

智人分身。“让数智人的表现、说话，能够跟真人

比较像，这是我们创新的第一步。接下来要把

耗时降下来，从‘能不能用’到‘好不好用’。”

在汪铖杰看来，原来大家对AI的认知更多

是计算机专业里的一个细分领域，如今AI技术

也慢慢地工具化、软件化，越来越容易上手。“AI

首先是要可控，能够为人类服务；第二是可用，

真正在实际场景中解决问题；第三是可解释，就

是怎么去提高模型的可释性，提升我们对AI本

身的理解，反过来再做到可控可用，我认为这是

AI发展需要去追求的。”

汪铖杰表示，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

时代，优图实验室将面临更广阔的场景，未来会

把创新模式带到与更多基础学科研究的结合

上，也会让AI技术更好地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数

字化升级，继续探索更多未知世界。

创新需要执着
和韧性，也需要严谨
的科研精神

通过不断突破
创新，把   实实在
在地应用到实际场
景中

”

“

人工智能普世化，创造无限可能
讲述者：汪铖杰 腾讯优图实验室研究总监

听《大家聊创新》第二季的“大家”讲述创新故事

胸怀使命一往无前，在创新浪潮中激流勇进

妙笔书写新赛
道，创新转化领未来

上海良好的创
新氛围，助力科研成
果顺利转化、开花结
果

“

”

用“神奇的笔”书写新赛道
讲述者：陈佳 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常任教授

这支神奇的笔，能改写生命密码，将“坏掉”

的基因“修复”。今年1月，上海创新生物医药企

业正序生物利用自主研发的这支“笔”——基因

编辑药物“CS-101”，成功治愈了一名重型β-地

中海贫血症患者，这是全球首次通过碱基编辑

疗法治愈血红蛋白病患者。

正序生物创始人陈佳2014年回国加入上

海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开始了从基础型研究到

转化型研究的创新历程。做博士后时，陈佳研

究的是DNA损伤修复，开展独立研究工作后，

他和团队从分子机理入手，开始碱基编辑领域

的研究，并迅速在学术界取得不少成果。2017

年，陈佳申请了他在上科大的第一个国内专

利，之后，又挑战申请更高难度的国际专利并

获得成功。

“被称为‘分子魔剪’的CRISPR/Cas9技术，

虽然能够进行基因编辑，但是由于产生了DNA

的双链断裂，所以它对细胞的损伤比较大，有点

像‘开胸手术’。”陈佳解释说，“我们自主研发的

碱基编辑技术相当于‘化刀为笔’，把之前的‘开

胸手术’变成了‘微创手术’，利用一支可以改写

基因的‘笔’，把错误的碱基进行校正。”

基因编辑在国际上属于非常前沿的领域，

在不断耕耘新赛道的同时，科学家也在思考，

如何利用专利技术帮助患者康复，让躺在实

验室里的科研成果造福社会。在学校支持

下，2019年，陈佳团队的“新型碱基编辑工具

治疗遗传性疾病”项目参加了上科大创新创

业大会并获奖，受到投资人青睐。在学校技

术转移办公室帮助下，创立了上科大孵化的

初创企业。发挥聪明才智、攻坚克难，陈佳带

领团队将科研成果从实验台向临床应用转

化，不断取得突破。

在陈佳看来，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的创新源

头往往来自于大学或科研院所，最底层的基础

研究突破，能够带动整个后续行业的发展。他

表示，上海在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高校在教

育、科技、人才“三结合”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优

势。他记得，2019年时碰到了“降低脱靶突变”

方面的难关，一直无法解决，一天他在课堂上讲

授经典基础知识，突然“灵光一现”，想到可以利

用这种经典方法解决问题，课后他和实验室同

学进行交流，攻克了当时最大难关。

作为教师、科学家、企业创始人，科研创新

工作在陈佳的不同角色中相互支撑、良性循

环。如今，教授依然是教授，在实验室的广阔天

地里做研究，保证旺盛的研发能力。陈佳希望，

未来这支“神奇的笔”能够从罕见病扩展到常见

病的治疗，让中国原创的基因编辑技术帮助更

多患者。

做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细胞药
讲述者：余学军 华道(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宝 剑 锋 从 磨 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们做药人，在
创新的这条路上，再
难也一定要走下去

“

”
余学军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合影，照片

中笑得很开心的女孩，是他的一位患者。2015

年，这位患有白血病的19岁中学生，在造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后复发，“当时，我们开发的细胞药物

正在开展临床科研，就用我们自己生产的CAR-

T细胞治疗这个孩子，到今天她已经很健康地生

活了100个月。”余学军说。

余学军曾经是一名血液科医生，当年一些患

者因为治疗费用高昂而放弃治疗的经历令他揪

心。十年前他开始潜心研究CAR-T技术，立志

通过全产业链技术自主研发，降低治疗成本，做

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细胞药物。他说：“以CAR-

T为代表的人体活细胞药物，在临床上的肿瘤治

疗、自免性疾病治疗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世界上首款CAR-T细胞药物定价是47.5万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50万元，目前国内已上市

的CAR-T定价都是百万元级别……中国的企业

要走自己的路。”

坚持产业技术创新，攻克“卡脖子”难题，华道

生物通过自主开发的全产业链技术，大幅度降低

生产成本，成为国内拥有CAR-T细胞全产业链自

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上海市专精特

新企业。余学军认为，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不仅

要将药物生产出来，还要实现自主定价，让普通患

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细胞药物。

细胞免疫治疗是生物医药产业全新的领域，

在余学军看来，要让老百姓用得起，必须解决这

个行业关键的问题。譬如生产设备昂贵并被国

外垄断、一次性耗材昂贵且完全依赖进口、活细

胞药物的液氮保存和个性化运输、全流程质量追

溯等问题。他举例说，国外进口一套耗材价格超

过10万元人民币，完全实现自主开发以后，耗材

的成本降到了2000多元人民币，只有国外进口

价的1/50。

“上海正在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对于生物医药产业来说，研发是软科技，产

业技术是硬科技。”余学军说，“真正要做老百姓

用得起的药，软硬科技都要有，一条腿是走不通

这条路的。”

胸怀使命，这条“中华CAR-T”自立自强之

路，余学军走得坚定而执着。随着临床试验的

不断成功，华道生物已全面开启全国六大细胞

药物产业基地建设新局面，从单一的细胞药物

研发企业向全产业链细胞药物产业发展平台转

身，努力将“生命希望”的版图延伸到患者的家

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