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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直播”造血干细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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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月%&日上午，苏州河最后一个渡口强
家角，在最后一批乘客的掌声中谢幕。新民晚报记
者刘珍华当天及时抢发报道，记录了上海轮渡发展
的历史一刻。

苏州河的轮渡运输曾十分繁忙，最多时有'个
渡口、十多条渡船、$((多名职工。随着多座新桥飞
跨两岸，河上轮渡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和强家角
桥很有缘，因为就住在南岸离桥不远处。前些日子
陪丈人去桥上散步，喜看灯光溢彩，河水静流，我还
给他指了渡口旧址所在，讲了最后一班渡船的故
事。”刘珍华回忆，当年'&岁的水手吉林发，曾许下
心愿：再过几年，黑臭的苏州河变清爽。“眼前水清
岸绿景美，足以告慰老水手了。”

在$%年前的报道里，另一名老水手刘筛扣感慨
说：“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不过大上海总归要向前
发展的，想到这点心里蛮开心！”

城市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轮渡告别苏州河，
仅在黄浦江上来来往往。历经多年蜕变，其不但承
担着传统交通功能，还是乘客欣赏两岸美景、体验
上海风情的绝佳选择。

诞生于%"%%年%月)日的浦江轮渡，发展到上世
纪*(年代，已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轮渡航线之一，日
均客运上百万人次，堪称城市“生命线”。上下班高
峰，许多渡口人潮拥挤。一到大雾天，几乎半座城市
都会瘫痪。

伴随浦东开发开放和过江隧道、大桥陆续建
成，越江交通越来越立体，轮渡的客运压力大幅缓
解。如今，自吴淞口溯黄浦江而上，共有%'条客渡航
线、+,个渡口。其中，除东金线（东昌路渡口到金陵
东路渡口）只载行人外，其他航线还兼顾搭载自行

车、助动车和摩托车。
这座城市每天约%)万人次有渡江需求，轮渡在

越江交通体系中依然不可或缺。
去年，配合,)公里滨江岸线公共空间贯通和开

放，黄浦江核心段沿线的轮渡站、游船、码头全部旧
貌换新颜，亮点多多。比如，宁国路渡口的通透性伞
状结构设计，既传承杨浦滨江工业文脉，又具现代气
息；歇浦路渡口的直纹曲面屋顶，与江面光影呼应；复
兴东路渡口屋面则与滨江公共平台贯通融为一体。
今年，上海轮渡继续整新。改建一新的董家渡渡

口即将亮相，轮渡标识、服务设施更统一，渡口服务
更标准、规范。民生路、陆家浜、港口等多个渡口也在
改造中。电子售票、智能检票、语音宣传引导和节能
环保照明等软硬件服务都将升级登场。

刷卡或扫码过闸，是上海轮渡提升服务的亮
点———%(月"日一早，美国苹果公司-./库克来到杨
家渡轮渡站，用苹果手表的虚拟交通卡功能刷卡过
闸。苹果用户只需开通相应功能，即可轻松乘坐全市
所有轮渡。杨浦大桥到南浦大桥间的%(条轮渡线还
开通了刷码过闸功能，方便使用“腾讯乘车码”微信
小程序或上海交通卡011扫码，这一刷码过闸功能
年内有望覆盖全市轮渡航线。
此外，其他一些便民设施设备也陆续亮相。年底

将启用的闵行轮渡站设立了“妈咪爱心小屋”，推出
母婴服务，并将陆续推广到其他有条件的轮渡站；其
秦线明年则有望成为首条全线可免费上网的轮渡线
路……

上海还规划新增世博2,、2)码头、梦中心、前滩
（东方体育中心）,处客运码头，以解决世博园区一带
航线稀疏的局面。
如果老水手刘筛扣看到上海轮渡日新月异的今

天，一定更加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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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生命线”到浦江“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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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苏州河与黄浦江上的轮渡

曾异常繁忙，一度是市民过

河过江的主要交通方式，堪称城市

“生命线”。一旦遇到大雾天停航，

几乎半座城市都会瘫痪。

今 苏州河早已告别轮渡，黄浦

江仍有17条航线，日均客流

量约15万人次。近年来，核心江段

沿线渡口旧貌换新颜，轮渡变身浦

江“风景线”，信息化和服务水平也

明显提升。

! ! ! !本报讯（记者 董纯蕾 实习生
冯琪）造血干细胞的“回家”之路，可
以全程高清“直播”了，这是上海科
学家历时六年、在全球率先完成的
科创力作！这意味着，科学家可以进
一步探索调控之道，引导造血干细
胞成功归巢，从而让其移植效率再
上一个台阶。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
与健康研究院今天宣布，潘巍峻研
究员带领其平均年龄仅 $'34 岁的
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高清晰解
析了体内造血干细胞归巢的完整动

态过程。
众所周知，造血干细胞非常“能

干”，而这一切的基础，是造血干细
胞与生俱来的一种“神奇才能”———
归巢。所谓“归巢”，通常指循环系统
中的特定细胞类群定向迁移至生物
体组织或器官微环境，维持或重塑
其细胞命运的生命过程。造血干细
胞仿佛自带一部 567，天生能找到
“回家”的路。

造血干细胞归巢的概念由来已
久，基于此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已在
临床被广泛应用于血液、免疫和肿
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但由于该生
命过程的时空跨度非常大，观察手

段十分有限。
为攻克这一世界造血干细胞研

究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潘巍峻研
究员带领其团队历时六年，在优化
活体成像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整
合活体免疫荧光标记、遗传调控和
图形重构计算等方法，首创了一套
全新的可完整解析体内造血干细胞
归巢全过程的研究体系。研究人员
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可变色荧光蛋白
建立了造血干细胞标记系统：在高
分辨率共聚焦荧光显微镜下，建立
了造血干细胞长时程活体观察追踪
方案，从宏观到微观，生动地呈现了
造血干细胞从诞生到归巢的全过

程。“造血干细胞回家的行为是非常
复杂的，需要区分哪些是真正的归
巢，哪些只是路过。我们的研究发
现，停留 +(分钟以上的，才能称其
为‘归巢’。”潘巍峻介绍，“我们还发
现，造血干细胞的归巢不是随机而
是有‘热点区域’的，对此学术界曾
有过多年的争论。”经过对大规模长
时程活体成像的统计分析，潘巍峻
团队发现了造血干细胞归巢的时空
规律及“热点区域”，并首次揭示了
体内造血干细胞归巢微环境的独特
微血管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家们在艰

苦的攻关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一

种全新的微环境细胞，并将其命名
为“先导细胞”。这是一种之前未被
定义过的巨噬细胞新亚型，存在于
归巢“热点区域”附近，它们像看门
人和领位员一样，以巡回的方式在
血管内腔来回巡逻，可识别进入造
血组织的造血干细胞，并将其引入
特定的血管结构中，从而实现造血
干细胞的归巢。
这是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

原创性科学发现，为提高造血干细
胞移植效率的转化研究提出了新理
论，开创了新思路。该研究成果北京
时间今天凌晨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
学术期刊《自然》（89:;<=）。

上海科学家揭秘新生造血干细胞体内归巢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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