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科创上海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kj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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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星期一

10

! ! !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沃森和克里克发现 !"#的双螺旋分子结构以后，
基因技术就不断飞速发展。人们意识到，比起传统的驯化、养殖、育种等方法，
操作特定的基因序列能更直接地操控或改造生物系统。就人们熟知的转基因
技术而言，就是将某个生命体的一段基因“转入”另一个生命体，使前者的某
个特征表现在后者上。然而，这样只能做到对细胞内源固有功能的重现和轻
度改造。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催生下，科学家对基因组有了更加全面深入
的认识，“合成生物学”也应运而生。合成生物学的颠覆性在于，人类可以自行
设计合成 !"#序列，去“书写”决定生命特征的基因。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合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被应用在医疗、农业、
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展现出解决资源、能源和环境等重大问题的巨大潜力，
很有可能掀起一场科技革命。例如，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团队
实现了使用酵母人工合成人参中的活性成分———人参皂苷。据本次论坛负责
人、中科院上海植物生态与生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勇介绍，通常人参至少要种
$年才能结果，对种植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而且种完人参后的土地往往需
要休耕十年才可继续耕作。通过种植获得的人参含有上百种不同的人参皂苷
种类，其效果也各不相同。若要获得高纯度的单体化合物用于医药研究和开
发，往往需要再提取。而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方法就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只需要一到两天，就可以得到纯度高、杂质少、更安全且更适用于医疗的
人参皂苷。据透露，该技术目前正进行商业推广。
使用智能手机，超远程调控治疗糖尿病，这也是合成生物学的最新杰作。

科学家将远红光控制胰岛素表达的定制化细胞移植到糖尿病小鼠皮下，通过
外接血糖设备发现血糖过高后，就可给糖尿病小鼠直接远红光照射，激活皮
下移植的细胞表达胰岛素，从而起到良好的降血糖效果。智能手机还可控制
光的亮度，调控胰岛素分泌量。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叶海峰领衔的这一研究，
前不久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记者此次在论坛上了解到，叶
海峰团队目前正积极开展该项技术发明的大动物临床实验。
像这样造福民生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新进展，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少。王勇

表示，目前我国合成生物学领域内论文发表数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十二五”期间，上海在合成生物学基础、应用和平台建设上，取得了一批重
要成果。 通讯员 杜晟尧 本报记者 董纯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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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早发现问题越节约成本
“飞机看得到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结

构，结构设计与强度分析是飞机设计的重要
环节。”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实验
室主任余音介绍，从飞机部件、子部件到细
节件甚至微小的材料级结构强度实验都可
以在实验室完成。余教授解释，一架飞机或
航天器越到大型部件成本也越高，越早发现
问题越节约成本，因此在实验室里对材料、
部件进行仔细严格的实验，模拟复杂的飞行
环境和部件受力情况观察“动”、“静”状态中
实验件的性能和安全性对飞机制造来说是
重要环节。

实验室里有大型吊装设备来针对
大部件，也有用于实验小到方
寸的材料的仪器装
置，实验

人员在
一种新的试验项

目开始之前都要进行认真
研究，以确保试验获得准确的数据。

国产大型客机研制第一方阵
我国大型客机研制初步设计阶段时开展

了七大复合材料部段研制攻关项目，民机结
构强度综合实验室参与了 %&'&大型客机的
复合材料平尾、机身后压力框两大部段的联
合设计与试验测试任务，因而被列入国产大
型客机研制第一方阵。此外，实验室团队还
同时承担着大型客机机翼、机身、尾翼等相关
结构一系列分析、试验选型和 #()*+飞机等

其他型号、预研及教学等工作。
%&'&的平尾是飞机尾部的重要结构部

件，平尾的强度对飞机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我国第一次研制大型飞机，国内缺乏
经验可以借鉴，对结构强度实验来说也是如
此。标准的冲击试验机放置十几厘米的材料
试验样件，而不规则形的平尾结构却长达十
几米，如何开展冲击阻抗的试验研究？既然没
有现成设备，实验室团队就自主研发，研发的
非标冲击设备使得实验件的大小、形状不再
成为问题，这个设备还申请了多个专利。

承担适航审定技术研究工作
除了对现有构件进行强度

研究、材料和结构力
学性能试验
之

外，实
验室团队还承担

了适航审定技术研究的工
作。“适航审定关系着安全性是否达

标的标准，以前没有中国民机，我们只能参照
美国标准。而‘民机发展，适航先行’，与设计
制造中国自己的飞机一样，拥有自己的适航
审定技术同样重要，这意味着我们国家要有
自己的民机技术管理规章。”余音说，“我们国
家也要在这一领域建立自己的话语权。规章
的建立和符合性验证都要通过研究和实验一
一找到科学依据。”
新材料新结构的设计和研究也是上海交

大结构强度团队的主要工作。作为研究型高
校，课题组注重基础研究，注重申请国家自然
基金、上海市自然基金等项目，在前沿技术和
和先进材料力学性能方面开展创新性研究，
每年都有多篇 ,%-论文发表。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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