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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是道“番茄炒蛋”？复旦何以破题
何以交叉创新？这道重要

命题，让科研人不懈求索。复旦

校长金力曾用一道家常菜妙喻

交叉研究：番茄炒蛋的精髓，在

于蛋液裹挟着番茄的酸甜，在高

温中交融出全新风味——这绝

非番茄与鸡蛋在沸水中简单烹

煮、各自为政的叠加。

这个比喻，恰似复旦实体运

行科研机构的生动写照。它们

如同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科研厨

房”，汇聚了一批各有专攻的“大

厨”，用融合创新的火候，烹制出

色香味俱全的“佳肴”。

问题驱动

全球首个人类健康与疾病

蛋白质组图谱研究登上《细胞》

杂志 2025 开年封面、中药制剂

疗效检验发表于《柳叶刀》、新一

代脑脊接口助瘫痪者再次行走

……短短几个月，一项项重磅研

究出自同一研究机构，那就是复

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简称“类脑院”）。

成立于2015年的类脑院是

复旦首批设立的实体运行科研

机构，也是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

脑科学与类脑前沿交叉研究机

构。“以问题驱动科学研究，是我

们研究院的最大特色。”类脑院

院长冯建峰说，研究院的核心宗

旨就是用理论工具解决实际问

题，做“顶天立地”的研究。

2014年以来，复旦大学打破

学科壁垒，创新组织模式，先后

成立50多家实体运行科研机构，

紧扣国家战略坐标，直指科学前

沿靶点，在人事聘用、研究生培

养、评价体系等方面探索改革。

曾为复旦新生开学典礼精

准预报天气的“伏羲”天气大模

型，背后缔造者是复旦大学人工

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简称“AI3 院”）李昊。从阿里

达摩院辞职加入以“原创科技+

应用转化”为建院核心的复旦

AI3 院，这位有着坚定“技术信

仰”的青年科学家心怀愿景。

去年，中国老年人口超过3

亿。“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响应增

进老年人福祉和发展银发经济的

国家战略要求，是我们研究院自成

立以来就关注的问题。”谈及老龄

化，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简称“老

龄院”）副院长胡湛教授总有一种

紧迫感。作为中国高校中首个实

体老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成立的

复旦老龄高端智库，正在服务国家

战略与赋能行业发展。

同样成立于2021年的生殖

与发育研究院（简称“生发院”），

则专注另一社会关键命题——

生育。“在辅助生殖领域最新的

第三代技术，要攻克遗传病问

题，阻断众多罕见基因疾病。”

生发院研究员徐晨明说。在复

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荷凤

院士、徐晨明主任开设的生殖遗

传联合门诊已接诊了数千个基

因疾病病例，造福千家万户。

碰撞试错

经过几年的不断“试错”，老

龄院锁定了三大研究赛道：衰老

与主动健康治理、数字养老与AI

向善、银发经济和养老产业创

新。以人口学和老年学为基础，

他们引进心理与认知科学团队建

立国内首个老龄心理与行为科学

实验室；与生物学、医学、公共卫

生等团队合作，研究中国人的衰

老机制；联合腾讯集团筹建“AI向

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与计算

机科学团队共同开发老龄社会的

“AI价值靶场”防范技术伦理风险

……一个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老龄

学科网络正在逐渐成型。

“刚来复旦时，我作为后辈

去找穆穆院士请教，我不完全赞

同他的一些观点，他作为大科学

家非但没有生气，还跟我探讨了

很长时间。”回想当时，李昊仍觉

感动。不同的学术观点碰撞，不

仅没让他们之间伤了和气，反倒

因此建立起新的友谊与合作模

式。后来穆穆院士招收两名博

士生，与李昊联合培养。

“如果你只专注于单一学科

的研究，那么这里可能并不适合

你。”冯建峰直言，类脑研究院从

建院初期，始终坚持跨学科交叉

的理念。前不久引发全球轰动、

能让瘫痪者再次行走的脑脊接

口技术，正是经历了十年蛰伏。

青年副研究员加福民初入

研究院时，曾历经三年间未有重

要论文见刊。在聘期考核的关

键节点，专家组和院领导经过讨

论，为这位颠覆性技术的探路

者，开启了学术探索的延长线。

心无旁骛

生发院教授丁国莲，既是

临床医生，又在科研一线，曾

在贝勒医学院的糖尿病研究中

心访学，研究生物钟对糖代谢

的调控，进一步深入探究慢性

疾病的发育起源。她所在的发

育源性疾病研究团队，关注生

命早期不良环境暴露对远期健

康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要

与其他多个学科进行研究合

作。”她说。

“年轻是一种心态，要保持

学习，保持开放。”李昊刚来复旦

做天气大模型，从写第一行代码

开始干起的。亲自写代码不是

“自降身段”，而是创新标配。从

单枪匹马到团队壮大，他依然保

持亲自review代码的习惯。

张江、徐汇，这两个复旦的校

区距离不算近。但每个月，华山

医院郁金泰教授和类脑院程炜研

究员的交叉团队，都会雷打不动

出现在同一间教室开联合组会，

分享科研进展与心得，每次多则

五十人，少则二三十人，“为了好

的科学问题，距离不是问题”。

“做交叉研究，关键在人，关

键要有共鸣。”冯建峰感悟颇

深。数学专业出身又跨界至生

命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

他，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先行

者。建院初期，他利用多年海外

工作经历，向全球招揽顶尖科学

家。如今，类脑院是复旦外籍科

学家最多的科研机构，拥有近十

位脑科学领域领军人物。

全球卒中研究领跑者、复旦

特聘教授克雷格·安德森（Craig

Anderson），刚刚与冯建峰就脑

白质病变问题聊得热火朝天，一

拍即合，预备开启又一项研究。

“我们还是一群比较纯粹的科学

家。”冯建峰最后用这八个字，凝

练他与伙伴们的十年：心无旁

骛，只为科学。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方东妮 葛近文

强基计划复旦学子大三立项首批国自然
他通过强基计划考入复旦，

开启基于兴趣的数学之旅，连续

两年获得国家奖学金。他，是复

旦数学科学学院2021级英才班

本科生王家俊，日前获复旦大学

优秀学生标兵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 9

月，王家俊以课题《图上非线性

波方程的适定性和聚焦散焦问

题》，立项首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

时，当时他还只是一位刚升大三

的本科生。他是如何做到的？

本科生拿下“国自然”

“一开始，我还没关注到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

研究项目（下文简称：国自然），

是华波波教授推荐我去申请。”

得知推荐申请消息时，正值大二

升大三的暑假，王家俊放假在

家。在华教授的鼓励下，抱着尝

试的心，王家俊了解何为国自

然，并报了名。

被 推 荐 申 请 不 是 毫 无 根

据。大二时，王家俊已加入华波

波教授课题组，参与数学科学学

院与华为合作的领航基金项目，

专注于图上偏微分方程问题的

研究。在报名申请国自然学生

项目后，王家俊马不停蹄总结研

究背景、过程和现状，根据要求

细化申请材料。

“一年多的科研经验和研究

基础，是我去申请这个项目最大

的底气。”2023年9月，王家俊以

《图上非线性波方程的适定性和

聚焦散焦问题》为课题，申请首

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

基础研究项目。从提交申请书

到学校评审，再到基金委答辩，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家俊一边

做科研，一边反复打磨申请与答

辩材料。

连续两年获国家奖学金

数学的魅力是什么？ 2021

年，王家俊通过“强基计划”考入

复旦大学，成为数学科学学院数

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英才班的一

名本科生。

“大学数学已不再局限于初

高中阶段的限时解题模式，要求

我们不断积累并运用。”谈及学

习方法，王家俊表示，初期他注

重打好基础，确保每个概念理解

透彻；中期，通过习题训练来巩

固知识，锻炼多角度思考问题的

能力；后期，则通过总结归纳，形

成自己的知识网络。

“学习研究数学，努力是关

键。”没有课时，王家俊每天早晨8

点准时到达图书馆，碰到棘手难

题时，他还会在闭馆后转战自习

教室继续钻研。连续两年获国家

奖学金和专业奖学金，专业课成

绩全A，见证他在数学上的努力。

王家俊记得，在尝试证明整

点图上离散偏导算子在加权空

间的有界性这个问题时，发现了

反例。敏锐的他转而研究该算

子是否具有弱有界性，经历数周

的努力，进展有限。然而，他没

有放弃，而是不断尝试新方法，

最终证明这一弱有界性。

在成功证明弱有界性之后，

王家俊基于研究成果撰写了两

篇论文，分别投稿至偏微分方程

领域期刊 Journal de Mathema-

tiques Pures et Appliquees和国际

数 学 期 刊 SIAM Journal on

Mathematical Analysis。

他是“数院大神”志愿者

大一期间，王家俊经常帮助

室友和班级同学解答数学难

题。大二时，他加入到“数院大

神”志愿服务活动，为更多同学

提供帮助。

在答疑中，王家俊注重帮助

同学巩固课堂知识，设计易于理

解的解题思路，并通过具体例子

启发思考。例如，“在解答关于

定积分计算问题时，我会引导同

学如何通过观察整体结构进行

换元处理，并出一些类似的题目

来训练观察力”。

除了日常答疑，王家俊还负

责“每日一题”的出题工作。他认

为，“授人以渔”很重要，要引导同

学逐步深入探索知识。他会选取

难度递增、但彼此紧密相关的题

目，帮助大一同学系统学习。

“数学研究是需要逐步深入

理解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需要

稳步前进，扎实积累”，王家俊说。

本报记者 章佩林
实习记者 祝天怡

选择复旦，成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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