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新闻A8
责任编辑/吴咏红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 ! !本报讯（记者施捷）凭借明
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利用各自优
势，双方昨天在沪签约联合建立
一个儿科遗传病实验室，以期应
用具有全球标准的医学基因组学
数据及先进的基因检测能力，推
进罕见病、遗传疾病以及恶性肿
瘤等相关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科研
水平。
根据合作协议，明码生物科

技将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提
供全方位的先进基因检测平台，
包括符合美国 !"#$标准的高通
量基因组测序能力、全球唯一种
群规模基因组信息分析平台和丰
富的临床遗传学专业知识和经
验。通过合作，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将为中国罕见病及遗传相关
疾病患者提供与欧美同步、世界
一流的基于基因测序的精准医疗
诊断服务。
双方还同时公布了“击败罕

见病，从了解开始”公益计划：首
期免费为 %&例长期未得到准确
诊断的罕见病患者提供检测，并
提供临床咨询服务。

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50岁”了
纪念邮票首发仪式上午在沪举行

新老科研人员今天聚会畅谈!胰岛素精神"

! ! ! !本报讯（记者 董纯蕾）今天
是我国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五十周年的正日子，上午 '时 (&

分，在其“诞生地”———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一栋建于上

世纪 (& 年代的哥特风格老洋楼
里，为此特别举行了中国邮政发行
的纪念邮票首发仪式。

《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套 *枚，面

值为 *+%&元。邮票整体设计体现
出科学的严谨性，主体图案为显微
镜下的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背景为胰岛素分子的一级结构图、
实验用具和发表的论文首页。

申城打造
儿科遗传病
基因检测平台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在好莱
坞科幻大片《阿凡达》《钢铁侠》里，
当普通的人类穿上一套神奇的甲胄
后，人脑立刻与超级机器相通，可上
天入地且无坚不摧。近日，在西安举
办的首届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
新大赛上，好莱坞的科幻变成了现
实———由复旦大学研究生组成的一
支团队，设计了一款“灵魂出窍：基
于意念———手势协同控制与虚拟现
实技术的微型飞行器设计”，人体感
观可以借助无人机飞越天空。该作
品获得大赛一等奖。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无人机仍是

利用传统手持遥控器进行操作，而
复旦学生团队研制的“灵魂出窍”最
神奇之处就在于控制它的竟是人的
脑电波，于是，无人机与人体合一。
“这套飞行装置使得操作者只

需要戴上眼镜想一想或者手一挥，
就能像鸟儿一样采用全新的角度去
探索一些平常难以看到的地方，同
时也可以给不方便活动的残障人士
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认识世界。”
学生团队成员之一崔雪扬在项目报
告书里描述的这套飞行装置，包括
一个 ,-./0123 ,45-63 脑电耳机、
一个 ,74臂环、一副虚拟现实（89）
眼镜、一架六轴飞行器以及搭载的
云台和同步摄像头。
将同步摄像头安装在飞行器底

部，拍摄飞行器视角下的三维立体

影像，通过虚拟现实（89）眼镜将三
维影像实时投射到眼前，佩戴者即
可体验全三维再现环境。同时用户
佩戴非侵入式脑电传感器和可以读
取佩戴者前臂肌肉运动的腕带，通
过集中精力来控制飞行器的上升，
放松状态控制飞行器的下降，通过手
势“左”使飞行器向左飞行，手势“右”
使飞行器向右飞行，手势“五指伸开”
使飞行器向前飞行，手势“握拳”使飞
行器向后飞行。通过头部俯仰和左右

转动控制摄像头的倾斜角度。
如此，佩戴者仿佛能“灵魂出

窍”———人虽站在地面眼睛却飞上
了天空，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和手
势指挥，“亲眼”看到了无人机在空
中的广阔视野。

这看似科幻的背后却有着坚实
的科学理论基础。“人的大脑是由数
以万计的针尖大小的神经交错构成
的。神经相互作用时，脑电波模式就
表现为思维状态。每当神经活动时都

会产生轻微的放电，放出的电通过脑
电波技术———医学上称为脑电
图———就可以测量得到。不同的神经
活动会产生不同的脑波模式，例如沉
睡中的人大脑中会产生大量的 /36:1

波，而当一个处于警觉和清醒状态
的人集中思考一件事时，大脑就会
产生大量的 53:1 波。我们的设计就
是通过集中精力来控制飞行器上
升，放松精神来控制飞行器下降。”
复旦团队负责人傅军介绍。

复旦学子首创意念控制无人机让好莱坞科幻变现实

人体如灵魂出窍“飞上天”
!

傅
军
团
队
设
计
制
作
的
无
人
机

付
丹

摄

!

操
作
者
戴
上
脑
电
耳
机
和
虚
拟
现
实
眼
镜

被誉为前沿研究典范
;&年前的今天，中国科学院生

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
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成功协作完成了
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自正式
立项观察到其结晶，历时近七年。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与天然
胰岛素分子相同化学结构并具有完
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质，标志着人类
在揭示生命本质的征途上实现了里
程碑式的飞跃。这一原创性工作被
誉为“前沿研究的典范”，获 *'<%年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作为唯一
的生命科学成果，参加了建国 =&周
年大阅兵检阅。
胰岛素是当时唯一被阐明化学

结构的蛋白质，英国化学家桑格因
完成了胰岛素的全部测序工作而于
三年后的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曾预言，
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后来，
包括桑格等多位诺奖得主在内的外

国科学家们，都专程来沪访问，对人
工合成胰岛素项目的成功表示祝
贺。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蒂斯尤利
斯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
原子弹，但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
胰岛素。”

!"年代第一大任务
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曾获得

国家机密研究计划代号“=&*”，其内
涵是 =&年代第一大任务。事实上，
不仅如此，它至今仍是新中国科技
自主创新的头号“代表作”。为该项
目专门配备氨基酸等试剂而在沪成

立的东风生化试剂厂，日后为我国
的科研提供了大量试剂，也成为我
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早期典范。
在蛋白质之后，核酸的化学合成也
很快实现。在科研条件十分简陋的
年代，我国一度在世界基础科学前
沿领域的“引领方阵”中占有一席之
地。而严谨求实、协同创新、无私奉
献等科学精神被形容为“胰岛素精
神”。
半个世纪后，当年由中青年科

学家组成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团队
中，依然健在的成员已屈指可数。他
们中的部分代表也回到老地方，在

昨天下午的媒体见面会上，一起回
忆“胰岛素精神”的真谛。

北京大学教授叶蕴华至今还
收藏着著名化学家、时任中科院上
海有机化学所所长汪猷亲笔签注
加急的元素分析申请单；中科院院
士陆熙炎也清晰地记得当年汪先
生说过的那句话“对的不一定对，
不对的一定不对”，科学工作上较
真的严谨永远不会过时。中科院上
海生化所研究员陈常庆感触最深的
是，把年轻人推上科技创新的主战
场，前辈科学家的示范、担责和放手
都弥足珍贵。

创新要有!胰岛素精神"

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基
础理论项目，由生化所于 *';<年提
出，兵分五路（包括有机合成!天然

胰岛素拆合!肽库及分离分析!酶激

活和转肽）各司其职，至 *'=&年中
一度出现多个单位 (&&多人同时投
入的“大兵团作战”，也没能合成胰
岛素的 $、>肽链。时任生化所所长
的王应睐向中科院建言，集中精干
专业队伍推动人工合成胰岛素工
作，获全力支持。中科院院士戴立信
认为，这正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刘小龙表
示，我们要传承“胰岛素精神”，也要
借鉴当时高效、协同的科研组织方
式。今天，无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还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都更需要严
谨求实、协同创新、无私奉献的这种
“胰岛素精神”。 本报记者 董纯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