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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科技的帮助下，中国的企业，无论
当下的污染级别如何，哪怕是冶金、有色
金属、化工等，都将会变成一个个“查理的
巧克力工厂”，厂房洁净如洗、一尘不染。
为了这个理想，张莉从同济大学 !"#毕
业后，成了一名创业者，如今她是上海伊
尔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公司总部位于五角场的一幢商务楼
内，并不起眼，可它的服务点已遍及全
国；再看它的客户：京沪高铁、中国航天
部、宜家（中国）、上海电气、上海大众、宝
钢股份……如今的伊尔庚环境系上海市
政府、上海市科委和同济大学共同支
持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作为国内

首家工业环境整体服务供应商，伊尔庚系
统解决从地面到高空，从固体、粉尘、液体
到气体及噪音的综合环境污染问题。公司
$%&' 年获得国家认定高新企业，并在
$%&(年建立企业博士后基地，$%&)年获
得科技小巨人奖，拥有数十项自主知识产
权、专利发明、软件著作权。

普通人可能对“工业环境服务”这个
词比较陌生，张莉告诉记者，其实，工业的
环境已经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家庭。比如，
$%&)年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事件
中，学校选建在“有毒地块”边，造成许多
学生血液指标异常。伊尔庚此后参与了
“有毒地块“的土壤修复。再比如，$%&(年
的昆山工厂粉尘爆炸事故。张莉介绍，有
时，散布在厂区的各类粉尘不仅带来环境
问题，甚至会出现类似昆山那样的极端事
件。伊尔庚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为企业治
理粉尘。

要将重污染企业变成“查理的巧克力
工厂”，没有绝活可不行。以土壤修复为
例，伊尔庚已经手握国际领先的技术———
土壤淋洗技术：达到了对污染土壤的精细
筛分、污染物富集和浓缩处理的目的，减
量化可达 *%+以上，污染物去除效率超
过 ,)+；土壤固化-稳定化修复技术及固
化-稳定剂研发：形成了基于重金属特征
与土壤特性的剂量.效应信息数据库，实
现了快速药方组配和产业化，已在全国各
地得到工程推广；重金属和氯代烃有机污
染物土壤和地下水修复：研发了一系列集
载体、碳源、生物激活剂、零价铁于一体的
化学.微生物耦合修复材料，对地下水中
氯代烃 $%天的降解率可达 &%%+。
近年来，国家加大力度，整治环境，为

伊尔庚带来了机遇。张莉与同济大学、市
科委合作，拿出了一套套工业环境治理方
案。中央静电除尘系统、旋风式除油雾系

统、油水分离系统、噪音处理系统、危废处
理系统、地面清洁系统、高空清洁系统
……只要是企业的环境难点，就有伊尔庚
的高科技和处理技术。最近，伊尔庚推出
蓄热氧化（/01）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最佳
的处式，有机废气通过陶瓷蓄热载体器直
接进入氧化系统，既解决了污染，又使能
量回收，降低了企业成本。

一棵翠绿的树是伊尔庚公司的 21!

31。张莉告诉记者，有一次赴某化工企业
治理噪音，刚进厂，几乎被搅拌机巨大的
撞击声震晕，当时，只见工人们人人戴着
耳塞，这便是防护。后来经过改造，噪音消
失了，工人们上班再也不需要耳塞了。现
在，张莉很开心，“来到化工区，那种刺鼻
的味道不见了；来到制造业厂区，也听不
到沉重的噪音了。环保行业是一个愉悦别
人的事业。”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手握科技“金钢钻”揽下治污“瓷器活”
上海高新企业致力解决工业环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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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束远红外
光，可以控制干细胞分
化为具有生物功能的
神经细胞的过程，在华
东师范大学医学合成
生物学研究中心，如今
这项科研主要是用于
建立了哺乳动物远红
光调控转基因表达技
术平台，达到远程控制
血糖治疗糖尿病。

!科创新探索

! ! ! !这便是被喻为“第三次生物科技革
命”的合成生物学，上海科学家的系列研
究充分展现了这一前沿科技领域的远大
前程。在医药健康领域，它不仅会给糖尿
病患者带来福音，还将成为未来医疗实现
个性化、数字化和精准化的新风向标。

获得光控定制细胞
“美国半导体研究联盟首次提出‘半

导体合成生物学’概念，在其战略发展报
告中引用的唯一中国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就是我们的这项工作。”,%后的叶海峰已
经是研究员、博导，依托华东师范大学生
命学院及上海市调控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组建了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医学工程课题
组。

随着哺乳动物合成生物学的飞速发
展，诱导型基因环路被广泛应用于基因功
能的研究、代谢性疾病、神经性疾病以及
肿瘤的治疗。虽然研究者们已经开发出了
蓝光调控的 4/567/.849:* 内源基因转
录系统能操纵内源基因组基因的表达，但

由于蓝光具有较强的细胞毒性和组织穿
透性弱等缺点，极大的限制了其在基因功
能的研究和转化医学的应用。叶海峰的最
新 研 究 成 果 克 服 了 这 一 缺 点 ，将
4/567/.849:*和光遗传学这两大技术相
结合，开发出了远红光调控的 4/567/.

849:* 内源基因转录激活装置（;#4<）。
通过光受体元件库挖掘、理性设计、基因
线路重排和组装，成功构建了一种远红光
调控转基因表达控制系统，最终获得了远
红光调控基因表达的光控基因线路。该基
因线路被上载到哺乳动物细胞中，便能获
得光控定制细胞。这种定制细胞在远红光
的照射下，可被激活并表达任何目的报告
基因或药物蛋白，例如，绿色荧光蛋白或
胰岛素等。
叶海峰领衔的科研团队，通过向细胞

植入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线路，得到了他
们需要的定制化细胞：可以在远红光的刺
激下激活表达人胰高血糖素样肽.&（治
疗 $型糖尿病蛋白药物）或胰岛素。接着，
研究人员将这种定制化细胞与远红光
2<=灯的水凝胶聚合体植入糖尿病小鼠
背部的皮肤下。一旦配套的血糖仪监测到
小鼠的血糖浓度突破阈值，系统就会通过

蓝牙或无线网络点亮小鼠体内的 2<=

灯，激活定制化细胞产生胰岛素。小鼠每
天接受 $到 (小时的光照，体内的胰岛素
在 &)天内都基本维持在正常水平。此外，
在接受光照 &.$小时后，糖尿病小鼠的
血糖就能降到正常水平。

开发电子药物平台
“我们利用合成生物学、光遗传学、

电子软件工程等多学科交叉技术，巧妙
地开发了一种集糖尿病诊断和治疗为一
体的半自动化诊疗新系统，在国际上首
次实现通过智能手机 #77超远程调控胰
岛素表达。”叶海峰介绍，这种能够被智
能手机遥控的定制化光敏细胞，除了糖
尿病，光遗传学工具在帕金森病和精神
分裂症的治疗上也有用武之地，并有望
首次使因视网膜色素病变而视力衰退的
人群重获光明。
合成生物学是继 =>#双螺旋发现所

催生的分子生物学、“人类基因组计划”实
施所催生的基因组学后的第三次生物技
术革命，将引发新一轮的世界科技革命。
$%&(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得
博士学位后归来的叶海峰说，在理论上，

由合成生物学带来的“细胞药厂”有可能
产生任何药物，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有很
多问题需要攻克。比如，远程操控体内用
药如何达到全自动化、数字化精准？“细胞
药厂”可否长期有效？

作为华东师大新成立的医学合成生
物研究中心挑大梁的专家，叶海峰的眼光
放得很远。“上海理应在合成生物学领域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正在探索的是
结合半导体合成生物学优势，利用具有超
远程精确调控信息输入优势的电子信息
和软件工程，将其与合成生物学、光遗传
学巧妙结合，实现远程全自动化智能闭环
诊疗糖尿病。
“我们将致力于开发一种全自动化、

数字精准调控释放胰岛素的糖尿病闭合
环路智能诊疗系统。主要研究方向是基于
光遗传学基础，开发一种全自动化、数字
化精准糖尿病闭合环路智能诊疗电子药
物平台。解决糖尿病患者每天注射或餐前
服药问题，极大降低糖尿病治疗成本，改
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还将推出定制细
胞电子药丸胶囊新概念，用于未来疾病的
个性化精准诊疗……”他说。

首席记者 王蔚

! 智能手机操控移植小鼠体内光控定制细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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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磁场驱动 !"#灯发光示意图

采访对象供图

用用手手机机超超远远程程调调控控胰胰岛岛素素表表达达
上海科学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获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