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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上海，暑热蒸腾，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国家转

化医学中心大楼里，也是一派热火朝

天。作为国家转化医学中心 （上海）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2023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创新团队） 第

一完成人陈赛娟欣喜地告诉记者，如

今在这里，每年约有100个临床试验项

目在推进，这些涵盖细胞治疗、基因

治疗的全新治疗方案，有望在不远的

将来转化为一个个新药，造福患者。

这栋大楼，不仅承载着患者的希

望，也是瑞金血液转化团队一个具象

的缩影。就在不久前，2023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揭晓，瑞金医院血液病转

化医学研究创新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创新团队），为本年度唯

一获此殊荣的团队。

这个“全国唯一”的创新团队是

如何炼成的？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陈赛娟院士特别感怀。“总书记说，现

在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11

年时间了。我们要以‘十年磨一剑’

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

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一战略

目标变为现实。回顾瑞金血液病转化

医学研究创新团队几代人的脚步，大

家正是秉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坚持不懈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力争

让一个个原始创新成果惠及人民健

康。”

“十年磨一剑”，是一种精
神更是一种战略定力

“转化大楼设有300张临床试验床

位，这3年已有约300个临床试验项目

在此推进。这些项目一半由企业发

起，一半由研究者发起。”陈赛娟与记

者说起转化大楼，特别感慨。这是

2011年我国血液学名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振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后，就与瑞金血液团队一起致力于推

动的一件事：加快促进医学科技成果

转化，让老百姓用上一个个医学创新

成果。

2013年7月，转化医学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 （上海） 项目经国家发

改委批准建设，到2023年获验收，历

经整十年。这是我国首个综合性国家

级转化医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结合

上海交通大学和瑞金医院的研究基础

和学科优势，力争开发出一批新方

法、新药物、新仪器等。

“说是十年磨一剑，其实我们前后

耗费的功夫十年不止，投入了很多心

血，建立各种平台，也收获了许多令

人振奋的成果。”陈赛娟以一种针对重

型β地中海贫血患者的基因疗法为例

谈到，按照这一新型治疗方法，患者

的干细胞被取出后，通过基因编辑、

再进行回输。此前，这类患者要靠输

血治疗维系生命，家庭负担重，患者

生存期堪忧。而从目前几例临床试验

进展看，血红蛋白正常，多例患者已

摆脱输血。“从目前看，血液遗传性疾

病是有希望治愈的。”陈赛娟同时谈

及，瑞金血液团队利用细胞治疗在淋

巴瘤、多发性骨髓瘤领域也取得了可

喜进展。

这些“有希望治愈”的重疾，总

让陈赛娟忆起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PL） 的攻坚历程。如今，全世界都

知 道 来 自 瑞 金 医 院 的 “ 上 海 方

案”——基于这个方案，曾经最凶险

的白血病，后来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

被治愈的肿瘤。

“走到今天，几代人几十年的努

力，APL才算攻克。”陈赛娟直言，医

学源头创新的周期往往不止“十年磨

一剑”，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战略

定力，要攻坚“硬骨头”。

科技自立自强，“没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那么，瑞金血液团队战略定力的

内核是什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陈赛娟谈到一个词：科技自立自强的

决心。这也是此次她在“科技三会”

后感触很深的一点。

“1989年，我和丈夫陈竺从法国回

来。我们在法国学的是分子生物学，

恰逢国内这个领域刚起步。我们要在

医院里建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但当时

没好的条件做。”陈赛娟不由忆及昔日

那段“艰苦创业”的场景：蒸馏水没

现成的，靠土法一滴一滴地积攒；制

冰机没有，靠手工敲出碎冰；借的低

温冰箱失温了，从法国带回来的珍贵

细胞株一下子都坏了……“我们一度

很心痛、很沮丧，也是因为有这些经

历，看到‘有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这句话，才会更感慨。当时条件非常

有限，但如果一味去等，3年、5年、8

年，时间就这样等掉了。我们就认

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陈赛娟笑言，这个“失灵”

的低温冰箱还上过《科学》杂志。

1995年，《科学》要专门刊发一期

“中国的科学”，《科学》杂志记者登门

采访。那也是一个炎热的上海夏天，

只见低温冰箱“驮”着给它降温的大

冰块，但它依旧发出高温报警声。记

者感到不可思议，中国科学家在这样

的环境里做出了世界级的成果。

如今，陈竺、陈赛娟两位院士建

成的不仅仅是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他

们与华大基因中心积极领衔团队参与

国际上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牵头组建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成立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此后重组成为组学与疾病全国重点实

验室……30年间，这里已发展成为全

世界装备最先进的实验室之一。

让优秀人才不断冒出来，
用新方法促进学科创新发展

创新人才难得，创新团队更难

得。在医学科学界，王振义院士先后

培养出陈竺院士、陈赛娟院士、陈国

强院士，“一门四院士”传为佳话。

面向未来，“创新团队”将如何始终

引领创新？面对记者的问题，陈赛娟直

言，“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我们一

路走来很有体会：创新永远是第一位

的。国家投入了很多钱，如果你的研究

最终进了垃圾桶，或者堆起来，没有对

患者产生什么价值，没有改变什么，这

样的创新是要打问号的。”

令陈赛娟欣喜的是，在瑞金血液

团队里，中青年科研人员在各自领域

做着一系列开拓性的工作。“如今，优

秀人才不断冒出来，原来从血液学研

究所培养出国的学生陆续归来，又带

来很多新的技术方法，进一步促进学

科创新发展。”

“目前，我们的国家转化中心已全

速运转起来。我们在血友病、地中海

贫血等遗传性疾病领域，通过基因编

辑的干细胞治疗获得成功。此外，淋

巴瘤、多发性骨髓瘤血液恶性疾病也

有可能通过细胞免疫创新疗法，使患

者生存期显著延长。但按临床试验国

家规范，目前都是在复发、难治患者

身上应用，我们期待将创新疗法推进

到更早期的患者身上，进一步验证效

果。为此，各亚专业都将全力以赴。”

陈赛娟说。

访谈人物：陈赛娟（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攻坚“硬骨头”，让更多原始创新成果惠及人民健康

（上接第一版）科学界普遍认为，费米子哈

伯德模型是有望对其作出解释的核心物

理模型。然而，在某些参数条件下，经典

超级计算机已无法对该模型进行准确数

值模拟。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需借助量子

模拟优势。

此次工作推进了对费米子哈伯德模

型的理解，为进一步求解该模型奠定了基

础，也首次展现了量子模拟在解决经典计

算机无法胜任的重要科学问题上的巨大

优势。姚星灿强调，现在的量子模拟器还

不能完全胜任求解哈伯德模型的任务，

“未来，我们要发展更强大的量子模拟机，

以求完全解决这一科学问题”。只有到那

时，才能对高温超导机理的破解产生实质

性推动作用。

尽管量子计算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在

量子纠错的辅助下实现通用容错量子计

算机，但值得指出的是，理论研究表明，即

使采用通用量子计算机也难以准确求解

费米子哈伯德模型。因此，构建可以求解

该模型的量子模拟机，不仅是理解高温超

导机理的有效途径，也是量子计算研究的

重大突破。

收到丹麦家居设计

品牌的“入驻”请求，

是在展览举办一周后。

展览出品人江宁和

艺 术 家 有 点 懵 也 有 点

喜：在潮流小店的楼上

办展，本只是一次“夏

日特调”的尝鲜，却有

意料之外的收获。

家居与本身的美学

展并不违和。它们的加

入 ， 让 打 卡 的 人 气 更

旺，游客甚至可以在家

居 的 沙 发 、 座 椅 上 拍

照、休憩。国际化，让

展览又延长两周。

安福路322号，毗

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这个夏天节展、演艺精

彩纷呈。江宁受此启发

辟出“露台美术馆”。馆

如其名，空间不算大，

但与楼下的生活场景、

方式融为一体。露台美

术馆的新展本周也即将

开幕。

“上海之夏”国际消

费季期间，上海推出百

余场商旅文体展活动，

国际性、高能级的文博

美术大展、重大体育赛

事及演唱会、音乐节、

文艺演出花样层出。梧

桐树下，“小而美”“小

而新”“小而潮”的街边

小店特制“夏日特调”，

承接溢出效应，丰富上

海 之 夏 ， 点 燃 夏 日 激

情、演绎消费盛宴。

潮流与艺术碰撞

咖 啡 、 逛 街 、 看

展，在安福路322号可

以一次性满足。“开在这

里的基本都是首店，上

海潮流与艺术博览会参展商在此落

地。”江宁说。

NUSHOP就开在露台美术馆楼

下。“每周都有联名首发新品，每月

都有品牌策展快闪。这些都与网红街

区活泛、热络相得益彰。”NUSHOP

联合创始人、品牌主理人徐金韬介

绍，NUSHOP将二楼打造成独立品

牌策展空间，给到国内外新潮品牌进

行策展和新品发售，而在品牌活动过

程中受到消费者青睐的产品会被留下

长期展出售卖。譬如即将策展上新的

香水吧台，“叠香”的定制化服务让

香水制作如调酒，打造富有个人色彩

的香水香氛。

“带给消费者的产

品是否能满足生活基本

所需？在此基础上，能

否进一步提升调性？”

店里出现的商品融合城

市时尚、艺术策展、潮

流跨界、社交空间等多

维度生活场景。徐金韬

希望，大家能在店里发

现城市生活不一样的一

面，消费同时也注入生

活新期待。

“小店已经不是靠

单一卖东西赚钱，它也

是一个复合型空间，给

到年轻人物质和精神的

双重体验。”江宁说，

小店同样可以视作年轻

人释放压力、展现自

我，以及提供情绪价值

的场所。

手作与鲜花共舞

夏 意 葱 茏 的 小 弄

堂，霸王蕨、常春藤垂

吊下来，将花店分为两

部 分 。 花 店 名 为 Rosa

Gallica，名字取自玫瑰

的品种。

“上海之夏”国际

消费季期间，“魅力衡

复”将推动“衡复之

夏 · 漫步梧桐下”的街

区消费活动。不少人在

看完“上海1924”武康

大楼百年历史沉浸展之

后，会买上一束向日

葵、小玫瑰，带着夏意

打卡武康大楼。

但夏日鲜花不易保

存，拖拉杆箱来的人又

多。店主黄秋平想到了

夏日限定“压花手作体

验课”，40平方米的手

作店挤满人。“大家来

到武康大楼，总想带走

一点什么。”十多分钟

的制作过程中，情感成

为最好的媒介。等天气

凉快一些，她想要打开

沿街的门，花艺师现场

插花，“让都市人，重

新打量那些习以为常的

大街小巷。”

1.6公里长的南昌路

上，200余家小店栉比

相邻。“三步一 Brunch

（早午餐），五步一咖

啡。”这是寻花店主朱

含芸在南昌路上的第15个年头，人

流随着夏天一起到来。鲜花基础上，

她延伸出荷花、莲蓬等夏日插花。还

“上新”了杯子、花器等陶艺类手作

器物，都能窥见创作的痕迹。“柴烧

的印记、制陶的纹理，这些动人的细

节是手作独有的魅力。”

川流不息的人群与商铺在梧桐树

下交织，也有一众品牌在此成长、崛

起。今年5月，之禾多品牌旗舰店——

之禾卡纷花园店落址衡复历史文化风

貌区。再过不久，上海交响乐团也将

走进这里，以一场城市文化旅行，让

来往的游客在这座没有屋顶的音乐厅

里，享受生活与艺术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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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线之间绘就精准蓝图，在数字

化世界里筑起广厦万千。面对建设工程

领域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需求，如

何以BIM（建筑信息化模型）等先进技

术为基石，加强建筑建设各阶段与信息

技术深度融合，为项目设计、施工、运

维全周期赋能，是余芳强正着力探索的

方向。

办公桌上，左边的电脑屏幕上显示

的是应用BIM技术生成的三维模型，右

边则摊铺着施工工艺方案，他的日常工

作就是面对两个“界面”上纵横交错的

图线、密密麻麻的信息，构建模型、开

发软件、应用示范，应用数字技术描述

施工工艺，应用智能算法优化施工方

案，应用数字孪生连接建造与运维，探

索全生命期数字建造新模式。

他始终相信，作为建筑行业新质生

产力的代表，面向全生命期的数字建造

模式对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意义重

大，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他也将沿着这

个技术方向继续行走，不仅走向物态的

焕新，更是建筑业的明日图景。

新一代“数字工匠”让工
业的底色呈现更多色彩

余芳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BIM应

用是2006年在大学读本科时，他专程

参观了北京奥运会主场馆建设项目。精

细的三维建筑模型、逼真的施工过程模

拟，令他大开眼界。当时，他已经敏锐

地察觉到：建筑数字化、智能化，是未

来的发展趋势。

当然，敢于“出发”还源于扎实的

功底。余芳强同时研修土木工程和计算

机应用两个本科专业，获得双学位。本

科毕业后，跟随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张

建平教授攻读建筑信息技术方向博士学

位，从事数字建造前沿技术研究。2014

年，博士毕业的余芳强怀揣着探索数字

建造的梦想，一头扎入到就业大军中，

成为上海建工集团的一员。

再次出发的机遇来得比预期早。他

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嘉闵高架北二期工

程，每天都跟建筑工人一起钻桥洞、做

测量、爬脚手架、验收钢筋笼……体会

到一线工人的不易，更认识到建筑行业

迫切需要智能化——一些操作内容完全

可以依靠机器实现，从而减轻劳力耗

费，提升效率。

当时，整个项目团队都十分重视技

术创新。为了解决对精度要求较高的钢

筋笼施工难题，余芳强开始刻苦钻研基

于BIM的预制桥墩智能深化方法。通过

与外国供应商的一次又一次深夜沟通，

最终顺利打通了BIM与进口钢筋加工设

备的数据连接，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和

质量。在此基础上，他又自主研发BIM

协同管理平台，解决工厂与工地现场的

进度、质量、物流等各方面的协同问

题，达到预制构件零返厂、现场零库存

的效果。

一段时间下来，余芳强成了项目上

晒得最黑的年轻技术员，对现场的每一

台设备的用途，每一个预制构件的状态

都了如指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新一

代“数字工匠”要想用好数字建造这门

技术，还得懂施工、懂现场，让工业的

底色呈现更多色彩。

专业和热情带动整个团
队学习创新

结合双碳目标，建造业在智能方向

大步迈进的同时，也瞄向了“绿色”。

这一次“出发”，余芳强看准了建筑全

生 命 期 数 字 化 最 重 要 的 一 块 “ 拼

图”——建筑智慧化运维。对他而言，

这是个特别有趣且充满价值感的课题，

他愿意接受新的挑战。

在2018年上海东方医院新大楼项

目上，余芳强和团队首次实现了施工

BIM向运维BIM的转化，BIM与楼宇自

控、人流监测、环境监控等智能化系统

动态数据的融合，构建了“人员-空

间-系统”耦合的公共建筑数字孪生模

型。同时，基于数字孪生研发了设备故

障预测、能耗异常智能识别、运行策略

优化、空间布局优化等人工智能算法，

实现主动式运维，有效提升了医院安全

性和可靠性。

新技术、新设备的涌入让余芳强有

了更多创想。2022年，在上海图书馆

东馆建设项目中，他带领团队创新突破

现行规范要求，联合智能楼宇、智能安

防、智能还书等30多家智能化系统供

应商，建立了运维BIM模型和智能化数

据融合规范，形成首部运维BIM应用标

准。特别是创新研发数字孪生模型高效

构建方法，实现了高保真数字孪生体与

建筑实体的同步交付，有效减少空调系

统碳排放10%以上，建筑突发故障降低

30%以上。

“大家对待技术越来越较真”，余芳

强的专业和热情已经把整个团队的学习

劲头、技术创新氛围都带动了起来，更

多人向上攀登，向技术复合型、知识创

新型转变。

从试探到领跑，前进脚步
永不停止

对于余芳强来说，数字建造是梦开

始的地方，也是结出硕果的良田。回望

这股浪潮初起时，国外软件和技术占据

了我国建筑业数字化市场的主流。“中国

的建筑业数字化应该有自己的软件和技

术”，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他深入一线，

学习施工工艺，了解现场痛点，带着最初

的梦想，带领团队解决一个个难点问题。

最近，余芳强正推进对混凝土结构

模板与钢筋翻样、二次结构深化设计、轻

钢龙骨隔墙等大量传统工艺的数字化表

达工作，形成工艺数据链。研发智能深

化设计产品，不断打造数字建造“爆款产

品”，并在浦东机场T3航站楼等大型复

杂工程应用，打造数字建造灯塔工程。

压力固然存在，但一路来的闯关晋

级，让余芳强开阔视野的同时，也结识了

许多同路者，为建筑业信息化发展贡献

力量的心更加坚定。“我会在‘数字?建

造’领域不断探索创新，重点突破大量施

工工艺的标准化、数字化描述问题，以一

流的软硬件产品，赋能施工全过程。把

个人价值嵌入企业、行业的发展当中，以

科技之名在更广舞台上实现更大作为。”

对于余芳强来说，新的出发，已经

开始。

上海建工集团信息总监余芳强——

数字建造物态焕新，描绘建筑业明日图景

余芳强，上海建工集团信息总
监，致力于“数字?建造”学科交叉
创新，成为数字建造技术带头人。
近5年来，他主持省部级及以上课
题6项，取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4

项，获评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
市优秀技术带头人、上海市青年科
技英才、2023上海城市数字化转
型“智慧工匠”。

人物小传

我国量子计算研究再获里程碑进展

 余芳强在研讨会上作分享。

（受访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