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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医学的“核爆点”在哪里？在交

叉地带！无论是脑机接口，还是再生医

学、基因编辑，计算机、工程、材料与医学

跨界相遇，引发着科学世界的无限遐

想。这一期待，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已有现实新场景。

5月25日，在协同学校生物医学研

究院、基础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和各附

属医院特色优势力量的基础上，复旦大

学医学遗传研究院揭牌成立，探索建立

全国首个联合医院的医学遗传学学科体

系。让交叉融合成为新医科发展的源

泉，这是复旦上医突围“新医科”的探索

之一。

今年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正式纳

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上海市人民

政府共建托管（简称“三方共建托管”）五

周年。2018年12月，教育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支

持复旦大学率先深化医学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探索综合性大学办医学院新路。

2019年6月，新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领导班子组建完成。

五年来，复旦上医奋力闯新路、开新

局，“双一流”建设和上海市高水平地方

高校建设（简称“高地大”）的优势叠加效

应显现，科研成果“高质高产”服务生物

医药产业与人群健康事业。

从“书架”到“货架”，打造
创新策源生态链

近日，“枫林科技沙龙”走进衢州复

旦研究院、复旦曹娥江创新中心，围绕新

药研发、体外诊断前沿技术开展路演。

拿起话筒的路演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创业者，而是来自复旦生命科学学院、药

学院、脑科学转化研究院、金山医院等的

科研人员、医务人员。

“每期沙龙后，都有路演项目获得投

融资，与药企或园区对接。”有医生说，每

月一期的沙龙是他们创新项目的“试金

台”。成立一年多来，“枫林科技沙龙”已

成为复旦医科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越

来越多的研究成果由这里走出实验室。

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首

先要有“前端”发力。

鼓励聚焦原始创新、自由探索，长期

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

究，带来了科研成果的“高质高产”。过

去一年，复旦生物医学研究院罗敏、卢智

刚、高海团队，许杰团队分别发现肿瘤免

疫治疗的全新靶点，有望为肿瘤免疫治

疗带来新突破；中山医院李小英、陈颖团

队采用数字孪生技术结合强化学习算

法，自主研发针对2型糖尿病患者的个

性化胰岛素决策算法；2023年底，复旦生

物医学研究院/肿瘤医院徐彦辉团队的

成果登上《科学》杂志，围绕基因转录调

控领域，徐彦辉团队三年六登《科学》。

2019年至2023年，复旦上医作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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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篇，获各类科技奖励346项，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2021年，复旦上

医共10个项目入选上海“基础研究特

区”制度创新试点。

创新源头发力的同时，也要“后端”

给力。五年来，复旦上医持续探索打造

生物医药创新策源生态链，在新药创制

方面，有组织地开展科研攻关，签署11

项合同金额超亿元的专利许可转让项

目；畅通医工结合路径，“中山-联影”模

式成功研发国产尖端影像设备，打破进

口依赖格局。

五年中，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

衢州复旦研究院等相继落地，丰富着生

物医药创新策源生态链的元素与活力。

“希望校地双方携手，走出一条任务牵

引、需求导向、产学研联动的协同融合之

路。”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

从“垂直”到“交叉”，激发
新医科融合创新活力

不论综合性大学，还是医学院，学科

建设是高校发展的核心，也是提高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关键。三方共建

托管以来，依托“双一流”和“高地大”双

轮驱动，复旦上医的医科整体实力持续

提升，由“垂直”到“交叉”的学科融合之

势，正在复旦上医形成。

锚定新药创制突破点，复旦上医加

快推动药学学科优势整合和成果转化，

获批共建“克服递药屏障高端制剂”全国

重点实验室，产生了一批亿元级重大转

化成果，新药创制产业学院获批成为上

海市级重点现代产业学院。

组建三年多的上海市重大传染病与

生物安全研究院正全力加强对新发重大

传染病的全链式研究，在病原体发现鉴

定和致病机制、疫苗药物研发等领域取

得多项原始创新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

成果。

五年中，生殖与发育研究院、智能医

学研究院等一批实体运行科研机构应运

而生。今年，一批新的交叉融合研究机

构成立。4月13日，复旦大学法庭科学

研究院成立，集聚法医学、生命科学、计

算机科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成为

医理工文协同研究的新载体。

附属医院也是复旦上医深化医学教

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在临床医

学学科发展方面，复旦持续推进学科组

织架构优化和临床医学交叉融合研究

院、临床研究中心管理体系建设。五年

来，临床研究硕果累累，全球首个遗传性

耳聋基因治疗、首例IRF4基因缺陷病

（罕见病）干细胞移植治疗等多项交叉融

合成果登上国际顶尖期刊，给生命带来

全新曙光。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

党委书记袁正宏表示，“成绩单”背后更

有新期待，依托三方共建托管的机遇，复

旦上医更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与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的紧密结合，

敢闯“无路之路”、敢答“时代之问”、敢挑

“改革之梁”，奋力探新路、开新局。

复旦上医三方共建托管五年来产出一批亿元级重大转化成果，助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突围“新医科”，探索综合性大学办医学院新路
■本报记者 唐闻佳

当下，在上海部分医院的儿科，呼吸

道感染病例不少。根据沪上几家儿童专

科医院的病原学监测数据，这波患儿以

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

腺病毒、流感嗜血杆菌、肺炎球菌等病原

菌感染为主。记者昨天采访上海市儿童

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车大钿，她给家长

的建议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认识误区和

错误操作，耽误孩子病情。同时，随着暑

假来临，呼吸道相关疾病会逐渐下降，但

过敏性疾病及消化道疾病会有所上升。

在社交媒体上，有家长感慨：“感觉

孩子一年四季似乎都在感冒、咳嗽，每个

月都要到医院‘报到’。”对此，车大钿表

示，这与病原菌本身的流行趋势相关。

因为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很

多，且呈周期性流行，即每隔几年就会大

流行一次。就以肺炎支原体为例，其在

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约3年到7年就发

生一次地区性流行。

而且，随着各种检测手段的丰富，各

类疾病的检出率也越来越高。这会让

不少家长有一种错觉，认为“某一类疾

病高发”。

在临床工作中，车大钿注意到，一些

家长的健康误区也会导致孩子的病情迁

延不愈。“如今第三方病原体检测简便易

得，有的家长在家给孩子检测后自行用

药，还有家长不给孩子做检测，仅凭经验

用药。”车大钿直言，家长着急的心情可

以理解，但擅自用药绝非良策。

“病原体检测是一方面，孩子该用什

么药、药量控制到多少，都需要医生结合

孩子临床症状，再给予医学诊断和处

方。”车大钿说，有的家长为了把疾病控

制住，给孩子“下猛药”，这可能出现过度

医疗、药物过量使用的风险；不规范治疗

也可能掩盖症状，看似把病“压”下去就

停药了，殊不知既无益于病原菌的清除

和治疗，还容易引起耐药。

此外，不少家长以“是否退烧”为孩子能否上学的衡量标

准。“这并不科学，有些药物会影响孩子体温，孩子没有完全康复

就去上学，可能会传播病原菌引起交叉感染。带病状态也易受

外界因素影响，不仅加重疾病，还会引起继发感染。”车大钿分

析，有些孩子并非反复生病，而是一次病程并没有完全康复，让

家长产生了孩子时不时就生病的错觉。“因此，家长不要心急，待

疾病彻底康复后，再回到学校，否则得不偿失。”

近年来，一些家长觉得孩子免疫力下降，还会到儿科诊室询

问，是否有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车大钿表示，对于自身免疫功能

正常的孩子来说，不太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实则是一次又一次的

免疫训练，提升免疫系统的战斗力，才能在面临病原菌时产生恰

如其分的防御力。

眼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加之暑假来临，孩子回到家庭后，

在人群聚集的密闭空间中接触的机会减少，呼吸道疾病也会相

对少一些。要提醒家长的是，不妨利用好假期，帮助孩子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并保证充足的营养、睡眠，避免不良因素刺激等。

此外，随着上海将进入梅雨季，霉菌、尘螨的浓度会增高，有

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患儿要做好防护。同时，梅雨季还容易发

生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尤其暑假期间，家庭聚餐和外出用餐增

多，应注意食品安全。

车大钿同时提醒，主动接种疫苗也是有效防御疾病的手段，

比如12月龄前婴儿应完成EV71型手足口病疫苗全程接种；满4

岁儿童应及时完成水痘疫苗第二剂的接种；6岁以下儿童要及

时全程接种含有百日咳成分疫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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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昨天，在上海张江国际医学园区，直
观复星总部产业基地举行启用仪式。该基地项目总投资约7亿

元人民币，是直观医疗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研发、生产和培训一体

化基地。新总部基地启用初期将聚焦于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及

Ion系统部分配件的生产。国产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本土化研发

制造进程同步提速。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由美国直观医疗与

复星医药于2017年共同注资成立。选择将直观复星总部产业

基地设立在上海浦东，美国直观医疗公司全球总裁、直观复星董

事长戴夫 ·罗萨表示，直观复星总部产业基地的启用，是直观医

疗实现在华投资发展承诺的体现。“直观医疗在沪投资取得显著

成效，得益于这里有利的政策和营商环境。未来，直观复星总部

产业基地将扩大与医疗服务机构的合作。”

国产达芬奇新产线的启用将进一步加速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的国产化进程，这里的产能将完全满足市场需求。这其中，Ion

耗材产线所生产的柔性活检针，是目前为止同类别产品中外径

最小的一款。数据显示，在中国，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已经服务超

54万名中国患者，在全国300多家医院落户，累计装机量已超

380台。随着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国产化及Ion支气管导航操

作控制系统上市，直观复星将为更多中国患者的健康护航。

亚太最大总部基地在上海启用

国产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研制进程提速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的重要力量，是横亘在亚欧大陆上的丝绸之

路。通过这片道路网络，不同文明之间不仅

交换货物，文化上也互鉴互融。中国和伊

朗，分踞于古丝路东西两端，拥有延绵数千

年的交往与互动史，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

的发展进程。

昨日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的

“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汇集来

自伊朗国家博物馆、戈尔甘考古博物馆、拉

什特博物馆、波斯波利斯博物馆、上海博物

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文博院（博物馆）的285件精美文

物，为国人提供近距离感受、欣赏古代伊朗

丰富多彩文化、艺术和文明的机会，也呈现

其与中华文明的相互交融。

阐释古波斯文明的璀璨瑰丽

古代伊朗，是亚洲西南部的古老文明中

心。公元前3000年始，生活在伊朗高原上

的人们就开启了文明的进程。公元前7世

纪，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

朝，人称“波斯”。

本次展览通过“高原曙光”“辉煌时代”

“信仰艺术”三个板块，阐释古代伊朗的悠久

历史与灿烂文明。步入展厅，年代最久远的

一件文物是公元前1265年—前1245年的釉

砖，它出土于乔加 ·赞比尔神庙遗址，底座的

一侧刻有埃兰语楔形文字，书写着当时的国

王名“翁塔什 ·纳皮尔沙”。这意味着，公元

前13世纪，埃兰国王就在这里建设城市。

紧随其后，管流彩陶壶、釉下彩陶瓶、动

物型陶、动物纹金杯等，体现了古伊朗人对

动物的细微观察和精妙刻画，尤其是牛、马、

羊等图案，表现出骑马民族进入高原的历史

画面。

在独立展柜中展出的一件阿契美尼德

王朝时期的“有翼狮金来通”金光熠熠，

是本次展览的封面展品，独特的造型将人

们带到了伊朗艺术的辉煌时代。来通是一

种圆锥形的酒具，据记载，从公元前2000

年开始就已经出现，并逐渐流行于从爱琴

海到西亚的广阔地域。展厅中展出了数量

众多的来通，如动物陶来通、牛首陶来

通、羊首陶来通，但金来通独此一份。这

件来通结合了有翼的狮身和近乎锥形的垂

直杯身，杯身上端饰有一圈莲花图案，其

下饰有平行的凹槽线。狮子呈张嘴伸舌

状，头部、颈部和胸部覆有鬃毛，前爪自

然着地。双翅末端饰有三排羽状花纹，末

端向前弯曲。类似形象可见于苏萨的釉面

砖和波斯波利斯的浮雕。

“通过这个展览，一方面向观众阐释古

波斯文明的璀璨瑰丽；另一方面也呈现中国

和伊朗对古代丝绸之路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让观众更好、更直观地理解‘人类文明因交

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上海博物馆研

究馆员王樾说。

印证中伊交往的悠久历史

展厅中，集中展出的60余枚银币，是

古代伊朗与中国早期交流的见证。在中国

史籍中，西汉时称伊朗为“安息”。公元前

后，到达“安息”的中国使节发现，这里

的钱币不同于中国的方孔圆钱，而是“以

银为钱，文独为王面”。从展出的这些银币

可以看出，正如汉使所记录的，古代伊朗

钱币的正面都是历代国王。

新疆出土的萨珊风格织锦和波斯铭文

银碗，集结于同一展柜中，生动展现了魏

晋南北朝至唐代时期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王樾介绍，这些器物极具波斯风格，一部

分可能是西亚、中亚地区工匠的作品，一

些则可能是中原地区工匠根据西亚文化意

趣仿制、改良的成果。

如果把晋唐时期的织锦、银碗看成贸

易物资从西向东的输入，那么展览末端呈

现的一组阿尔达比寺的中国明代瓷器则是

从东向西的输出。阿尔达比城位于伊朗西

北部，公元14世纪，伊利汗王朝的萨德尔

丁为自己的父亲营造陵寝和清真寺建筑

群。建筑群内最有特点的就是“瓷屋”，高

大穹顶之下的内壁上，数以千计不同形状

的壁龛里面存放着来自遥远中国的瓷器。

它们无声诉说着：古代伊朗和中国保持着

频繁的相互往来。

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业部部长

赛耶德 · 埃扎图拉 · 扎尔加米表示，本次

展览是促进团结与和平的一次无私献礼，

在讲述伊朗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文明

的同时也印证了中伊交往的悠久历史。“相

信展览能够开启两国文化交流、对话的新

篇章。”

“本次展览掀开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

馆舍定位为‘世界文明馆’的新篇章。以

此展览为始，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与世

界古代文明相关的主题展览，让上海博物

馆成为世界文明百花园的展示平台。”上海

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

“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在上博启幕

古丝路东西两端，两大古老文明互鉴互融

大胆、颠覆、前卫、锋利……昨晚，英国

鬼才编舞马修 ·伯恩的最新力作《罗密欧与

朱丽叶》亮相上海文化广场，带来了莎翁经

典的最前沿演绎。舞剧开创性地将故事设

定在近未来的“维罗纳管教院”，打造极具当

代感的年轻爱情范本，时尚先锋的舞台审美

耳目一新，新奇生动的舞蹈演绎动人心魄。

马修 ·伯恩曾以“男版天鹅湖”“哥特版

睡美人”“二战版灰姑娘”等作品为上海观众

熟知，这一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塑造了与传

统叙事截然不同的剧情架构。“我曾多次带

着作品来到上海，在这里有最可爱的观众群

体。上海观众对这部作品充满兴趣和热情，

这是对创作者真正的赞美。正是这份好奇

心让这段缘分延续，让一切相遇变为可能。”

马修 ·伯恩说。

颠覆传统，为舞蹈注入全新动力

作为同时拥有托尼奖“最佳编舞奖”和

“最佳导演奖”的现象级艺术家，马修 ·伯恩

与其团队的创作、改编和颠覆，赋予芭蕾艺

术澎湃的生命力。2014年，马修 ·伯恩芭蕾

舞剧男版《天鹅湖》首次登陆上海文化广场

连演13场，一度风靡申城。2016年、2018

年，这位英国编舞又携《睡美人》《灰姑娘》而

来；2019年，男版《天鹅湖》再度回归。“男版

《天鹅湖》的上演如横空出世一般，让上海观

众大呼惊奇。其后，马修 ·伯恩的每一部舞

剧作品都延续了这个模式——颠覆传统故

事、沿袭经典音乐、凸显当代审美与心理价

值。他为世界舞蹈界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

时隔五年，马修 ·伯恩把享誉全球的舞

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送到申城，延续了极具

爆发力的叙事风格和复杂流畅的编舞风格，

将耳熟能详的“罗朱”爱情故事表现得淋漓

尽致，让观众看到了诠释经典的另一种可

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罗密欧与朱

丽叶》望而却步，因为这部作品已有歌剧、电

影、舞台剧等各种形式的演绎。尽管莎士比

亚时代的语言已离我们远去，但‘罗朱’的故

事至今仍在流传。舞蹈创作由非语言叙事

来承载，这让我有勇气用自己的方式来呈

现。”马修 ·伯恩希冀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

剧场。“这一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很不一样，

这是我试图给观众们提供的全新体验。你

可以期待舞团带来的惊喜，因为它总是以一

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抓住你、触动你。”

青春洋溢，探索当代年轻人
亲密关系

马修 ·伯恩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设定在“维罗纳管教院”里，“问题少年”们被

迫接受规范化教育——象征禁锢的铁网围

拢着舞台，古板的建筑有两扇大门，分别隔

离了男生和女生，禁止他们亲密接触。在令

人窒息的环境中，罗密欧和朱丽叶相遇后坠

入爱河，却受到学校管理人员的压制，他们

只能在暗中约会……这部作品中不再有蒙

太古家和凯普莱特家之间的世仇，取而代之

的是青年与权威之间的对立争斗。“与以往

的作品截然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充满激

情，它讲述的是当下年轻人的故事，能够与

年轻人产生共情——对此我深感自豪。”马

修 ·伯恩说，虽然将中世纪故事带到了近未

来，但年轻人激情爱恋和悲剧结尾的内核并

没有改变。

马修 ·伯恩将现代舞蹈和古典芭蕾巧妙

融合，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优雅柔美。舞

剧音乐基于作曲家谢尔盖 ·普罗科菲耶夫为

芭蕾舞剧所作的经典配乐，充满激情与浪漫

色彩，契合剧中角色的情感挣扎。“这真是美

妙的芭蕾舞曲！他为作品中最悲情的时刻

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这与可怕的视觉冲击

形成鲜明对比。”马修 · 伯恩直言，比起莎

士比亚的文本，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对自

己的创作更为重要，“我必须完全抛弃原版

芭蕾舞剧的固有思维，认真聆听音乐并将

其作为脚本，从中找寻全新的元素和突破

性的解读。”

马修 ·伯恩最新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昨晚亮相上海文化广场

看英国鬼才编舞如何颠覆莎翁经典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宣晶

马修 ·伯恩版《罗密欧与朱丽叶》。

（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昨天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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