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j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责任编辑/王 蕾 视觉设计/戚黎明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

科创上海 A7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在同济大学新校区揭幕

创造一个个设计的“传奇”

! ! ! !新开放的中医药博物馆增加了多个互
动环节，你可以在“唐太医署”前拍大头贴，
体验“穿越”的乐趣，也可亲自抓药制作防
流感的香囊馈赠亲友。三楼多媒体区有可
以望、闻、问、切的中医四诊仪及脉象仪，若
客串一回中医，不仅能了解经络穴位、脉
象、舌诊是怎么回事，还能得到量身定制的
保健参考意见。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不断提高馆内设施
科技含量，增加动手操作、亲身体验环节。
博物馆开展中药标本趣味习作、益智健脑
中国结和手机链编结、中草药植物艺术书
签制作、“采果标本发放”、“收集花叶闻香
识药”、“干花干草香熏摆件”和“药膳餐饮
品尝”等科普教育辅导活动，让青少年热爱
中医药、了解中医药文化。

本报记者 左妍

! ! ! !“松江鲈、黄河鲤、松花江鳜和
兴凯湖鲌”，是百科全书认定的中
国四大名鱼。光看鱼的名称，人们
以为它们天各一方，相互都没什么
关系。如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教授王金秋领衔的一支科研
创新团队通过 !年攻关，将四大名
鱼实现了同池共养，并实现规模化
生产。今年春节，四大名鱼将同时
“端上”百姓的餐桌。

南辕北辙的四种鱼类如何能
实现“同居”？一款四大名鱼的包装
礼盒，松江鲈、黄河鲤、松花江鳜和
兴凯湖鲌一个都不缺，总价 "##元
人民币，这便是王金秋团队的成
果。她笑着告诉记者，经过分析
认为，中国四大名鱼曾经生

活在环境相同的水域，这就为四大
名鱼的共养创造了条件。
那么，“四鱼同居”的技术难题

何在呢？王金秋领着记者来到养殖
池，远远望去，水面上几条白鱼正
在游动，这便是兴凯湖鲌鱼了，又
名大白鱼。再来到养殖池边，水深
处，又依稀见到几尾大鱼，那是松
花江鳜鱼。王金秋又介绍，其实更
深处还养着黄河鲤鱼，而鱼池底部
则是松江鲈鱼的天下了。原来，四
种鱼类都具备凶猛的肉食性，如果
随意混养，势必弱肉强食、大鱼吃
小鱼。于是，研究团队将不同的鱼
种分布在不同的立体空间里，并考
虑其大小和规格的匹配。
“野生的兴凯湖鲌和松花江鳜

体形肥大，普通的都有十
余斤。但在同池养殖时，考虑

到大家和平共处，一般都在一
斤左右”，王金秋说，目前，四大名
鱼已在基地中的池塘内，均相安无
事。她同时介绍，除了松江鲈鱼，其
它三种名鱼现在都控制在一斤，主
要考虑到南方人的吃鱼习惯。未
来，四大名鱼的混合养殖可以向北
方推广，现在已经与山东的几座水
库达成合作意向，届时，北方的人
可以吃到大鱼。
当然，四大名鱼中最名贵的还

是要属松江鲈鱼，重不到二两，长
不足五寸，相当于其它三种鱼的总
价。现在，科研人员已攻破了规模
化苗种生产难关，创下了最高年产
松江鲈鱼鱼苗 $%&" 万尾的纪录。
下一步，王金秋还会推出寿命达
$'(年的观赏型四腮鲈鱼，让市民
把鱼带回家，更近距离地了解这些
小家伙。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科创新地标

“穿越”到唐朝当“太医”
科普
导游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经过8个多月的闭馆整修，上海
中医药博物馆重新开门迎客后，除了
二楼的“镇馆之宝”针灸铜人外，还有
许多亮点。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号!上

海中医药大学内"

时间!$%##&!'%##!周一馆休"

电话!(##)"#!###

门票!门票 !*元#团队 !"元

可关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官方微信&内

有全景漫游和多语言导览讲解& 同时官方微信

还会不定期推送活动信息&方便市民预约'

导游

小贴士

“未来，最成功的创新、最厉害的企业，在于
发掘新的消费空间、被消费者追捧的新需求，就
像苹果、谷歌。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设计”，同济大
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领着记者走进刚刚
成立的“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这样说道。

这里是杨浦区阜新路 ($)号，原来的公交第一汽车
场，现在是同济大学的一个新校区。扑面而来，便是一股
创意气息：前厅，摆放着几十只学生设计的新型“板凳”，
高矮各异，错落有致；“愤怒的小鸟”主题广场，欢迎客人
到来；“中国第一家创新实验室———*+,-+, . 数制工
坊”里摆放着各种数字模型，有无人机、"/打印机，将源
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先进创新理念引入中国；还有一
辆未来的概念车，坐在其中，全部是互联网的体验……

创新源于设计 刺激新的需求
$月 !日，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在同济大学设计

创意学院揭幕。这个研究院是同济大学牵头的上海市设计
学 01类高峰学科的创新转化平台，致力于通过大设计理
念帮助企业、机构实现转型和创新，吸引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设计研究和创新的专业人员，从而建成“世界一流的
实践型设计创新研究院”，并助推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创新源于设计，该如何理解呢？娄永琪教授讲述了

同济校友童启华在美国卖包子的故事：童启华创办的杭
州“甘其食”包子铺不仅风靡杭州等地，而且在美国哈佛
大学门口刮起“中国风”。在波士顿，一个包子 "美元多，
与麦当劳汉堡不相上下，美国人排长队买包子。娄永琪
指出，中国包子之所以在美国一炮打响，关键在于对设
计的重视，从环境到服务，都有设计创新的功劳，优质的
用户体验刺激了新的需求。

创新创业项目 不断走向成功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正在创造一个个设计的

“传奇”：娄永琪以崇明岛仙桥村为基地，发起了一个“设
计丰收”项目。基地有个生态农场、若干创意大棚、一个
由猪棚改造而来的画廊、以及若干合作伙伴资源等。“设
计丰收”旗下的产品和服务涉及农产品、乡村教育、乡村
休闲、异地办公等。每年举办“流!变，国际艺术家驻村计
划”“乡野奇乐会”等活动。旗下包括“自来塾”乡村教育品
牌，“自来野”乡村活动品牌等。仙桥村也由一个默默无闻
的普通村庄，成为上海著名的美丽乡村。“设计丰收”已经
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青年乡村创新创业项目。
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范凌，在这里创

办了同济 2特赞设计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该实验室致力
于设计与数据、算法和网络的跨学科应用研究和人才培
养。范凌创办的特赞是一个技术型提供设计创意解决方
案的平台，用大数据将设计创意人才智能匹配给企业，
完成设计创意任务，并提供整个过程的企业服务工作
流，改变传统设计创意服务的工作方式，服务了 (333家
中大型企业，包括：万科、绿地、联合利华等等。

用设计来说话 努力做三件事
娄永琪告诉记者，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历来有承担

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传统，理应在其中发挥先锋作
用。同济大学也在思考，在现在这个全球知识网络时代，
到底要建一个怎样的设计学院，以更好地服务上海科创
中心？如何推动学院综合教育改革？如何链接政、产、学、
研、媒、金各界力量，实现大学与社会的协同共创？

娄永琪透露，在研究院成立的前三年，主要用设计
说话，为上海做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大交通，也就是一
个交通的生态系统，它不单单是一个轨道交通，一个公
交系统，或者汽车、自行车。我们要把整个城市的需求、
生活的需求和交通的生态放在一起。第二个要关注的是
城市内容，一个城市除了钢筋水泥外的东西。第三个是
互联网4或者4互联网，就是如何使现有的产业进行信
息革命，按照用户、消费者的需求来设计所有的产业，用
互联网的思维满足社会和世界对我们的期望。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四大名鱼 同池共养
今年春节将同时“端上”百姓餐桌

! 参观者可以现场体验虚拟针炙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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