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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公示

表彰“白求恩奖章”获得者30名、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集体326

个、先进工作者749名。复旦上

医有 1 家先进集体、7 位先进工

作者榜上有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

外科团队“全国先进集体”称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外科(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

菊莉，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老

年科主任、心血管科主任、主任医

师曲新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任医

师孙金峤，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康复医学科教授吴毅，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护理部主任、

主任护师张林，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教授符伟

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

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院

长、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骨科

主任、主任医师易诚青获“全国先

进工作者”称号。

来源：医学宣传部、医学人
事人才办、各附属医院

“你想知道如何健康快乐地

活到一百岁吗？我的研究就是

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4 月 1 日上午举行的复旦

大学第十期“浦江科学大师讲

坛”上，英国皇家医学科学院院

士、澳大利亚国家表型组中心

主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名誉教授杰里米·尼科尔森以

《表型组医学：在不断变化且不

可预测的世界中推进疾病预防

与诊断》为题做报告。

作为国际分子表型组领域专

家，尼科尔森在系统医学、代谢表

型、分子病理学等领域都作出了

突出贡献，被誉为“代谢组学之

父”。让医学从“对抗疾病”转向

“预见未来”，他致力于让先进医

疗技术跨越实验室的高墙，成为

每个人触手可及的生命盾牌。

人类如何研究“延年益寿”

尼科尔森的演讲从精准医

学切入，指出基因组检测工作

是目前人类疾病防治的重要工

程之一。人类生活在不断变化

的环境中，基因与环境之间的

动态交互作用是理解健康与疾

病的关键。因此，仅仅关注基

因是远远不够的，正是这一局

限催生了表型组学的诞生。

所谓表型组，就是由基因、

表观遗传、共生微生物、饮食和

环境暴露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而产生的一系列可测量特征，

包括个体和群体的物理特征、

化学特征和生物特征。表组型

学聚焦于这些可测量特征的研

究，是继基因组之后生命科学

的又一个重点方向。

“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死

亡的方式与比例在不断发生改

变，这是表组型学重视的问题

之一。”尼科尔森用伦敦四百年

间的死亡数据对比进行举例，

说明环境与人体的互动方式。

这些数据表明，环境影响与社

会背景也与健康问题密切相

关。因此对于时代与社会的关

注，也是表组型学的重要话题。

国际合作是破局之路

种种“蝴蝶效应”表明，传

统医学模式已经难以应对现代

健康挑战，而表型组医学通过

“全息解码”人体与环境的动态

交互，正为这些难题提供了全

新视角。“如果我们能实时读取

人体的化学信号，医疗决策将

不再依赖经验猜测。”尼科尔森

随后向大家展示了其团队所研

发的几项先进技术。

面对生命健康领域的一系

列全球性挑战，尼科尔森认为，

国际合作是唯一出路。关于中

西医协作互补，尼科尔森指出，

中医药承载独特理论体系，是

极具价值的预防医学手段，而

西医更侧重疾病治疗领域，两

者形成显著互补。他同时强调

科研伦理准则：作为科学家，数

据公开与共享是学术使命的核

心，但国际合作需以知识产权

保护为前提，需通过规模化路

径实现成果转化价值。

2018年，复旦大学牵头实施

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一

期），这项中国首个聚焦人类表

型组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由金力

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联合其团

队在内的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构

建了从宏观体征到微观分子水

平的全维度表型解析体系。

实习记者葛近文 杨玉晴

本报讯 3 月 19 日，“首届

上海国际抗衰老科技大会暨

复旦大学长寿与衰老研究所

成立仪式”在沪召开。依托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建设，复

旦大学长寿与衰老研究所正

式揭牌成立。

作为我国以“全生命周期”

视角系统布局应对全球老龄化

挑战的重要综合性科研平台，复

旦大学长寿与衰老研究所的成

立不仅标志着我国在长寿研究

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更为上海市

老年医学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学术和科研平台，进

一步提升了上海市应对老龄化

的能力。该研究所将围绕衰老

机制解析、老年疾病诊疗、生物

标志物筛查及干预转化四大方

向，以表观遗传学为特色，推动

抗衰延寿的新发现，着力构建

“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

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旨在通

过多学科交叉与科技创新，解码

衰老奥秘，推动抗衰老技术的临

床转化，为全球应对老龄化挑战

提供“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正面临深度老

龄化挑战，这一趋势不仅加剧

劳动力短缺、加重养老保障体

系负担，更使得衰老相关慢性

病的发病率显著上升。如何延

长“健康寿命”而非单纯“生存

时长”，已成为破解老龄化困局

的核心课题。

本次大会以“解码衰老奥

秘，共筑健康未来”为主题，旨

在通过揭示衰老生物学机制、

开发靶向干预技术等创新举

措，系统性提升人类健康寿

命，降低医疗照护成本，同时

为银发经济与健康产业注入

创新动能。

大会特设院士论坛，邀请

顶尖专家围绕我国战略需求擘

画抗衰科学顶层设计，为构建

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智

慧。六大分论坛聚焦六大关键

领域，汇聚全球科研工作者、临

床专家与产业代表，通过跨学

科交流碰撞，推动基础研究向

临床应用的深度转化，为应对

老龄化挑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

案。牛津大学施扬教授发来祝

贺：“复旦大学长寿与衰老研究

所的成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主

动健康与延缓衰老领域的研究

进展，并为中国健康事业发展

贡献复旦力量和中国智慧。”

研究所的成立不仅承载着

推动科学创新的使命，更肩负

着为社会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的

重任。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资

源，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该所

将为延长人类健康寿命、构建

可持续的老龄化应对体系作出

积极贡献，助力实现“健康中国

2030”的战略目标。

通讯员 朱恬
来源：附属中山医院

破解长寿与衰老的奥秘

代谢组学之父阐述如何推进疾病预防诊断

本报讯 从技术跟跑到国际

领跑，中国高端医疗装备正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创新篇章。3月28

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端医疗装备

推广应用项目”启动会上，全身

PET/CT uEXPLORER 交 出 了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4.3万例精准

扫描，为重大疾病诊疗提供了关

键支撑。

2019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与联影医疗的战略合作

背景下，双方联合研发的全球首

台 全 身 PET/CT uEXPLORER

在中山医院完成装机并开启临

床验证与应用探索，其超长扫描

视野和超低剂量成像技术，彻底

改写了传统分子影像的技术范

式，标志着“中国标准”"正在获得

国际认可，逐步被纳入全球诊疗

指南体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医院

名誉院长樊嘉教授作为“中山-

联影”模式的总设计师，强调国

产高端医疗装备要实现“并跑”

乃至“领跑”，必须坚持临床需求

导向的创新路径。

中山医院党委书记顾建英

教授介绍，医院通过“联核”云

平台构建了跨区域远程诊断、

云 端 教 学 培 训 及 多 中 心 科 研

协作网络，将优质医疗资源精

准输送至山东、河北、广西等

协 作 医 疗 机 构 ，进 一 步 扩 大

“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网络的

覆盖面。

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回顾

了与中山医院的合作历程。他

表示，在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下，

“中山-联影”模式为代表的产医

融合机制，为临床医学与科研创

新打下了深厚的体系基础。

通讯员朱恬
来源：附属中山医院

4.3 万次精准扫描：全身 PET/CT 成绩单出炉

本报讯 2024 年，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徐彦辉团队探索生

命科学中心法则、勇攀科学高

峰，入选上海市教卫系统 13 个

“东方英才计划”团队项目。

三年内连续在《科学》（Sci-

ence）杂志发表6篇研究论文，直

击 生 命 科 学 中 心 法 则 的 核 心

……近年来，徐彦辉团队深耕基

因转录领域研究，揭示了转录多

个过程的分子机制，逐步打开转

录过程的“黑匣子”。团队成果

得到国内外同行高度评价，被认

为是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重大突

破性进展。

在徐彦辉看来，科研是一项

长期主义的事业，团队永远在探

索未知世界的路上，通过研究揭

示生命的复杂和精妙。

长期以来，转录这一过程一

直蒙着神秘面纱。徐彦辉团队

要做的，正是打开这个“黑匣

子”，通过分子层面的研究了解

生命体发育与器官发育的底层

逻辑，从而对生命和疾病有更深

层次的了解。2023 年 12 月 22

日，团队首次描绘出了连续的转

录起始动态全过程，揭示完整转

录起始过程及其分子机制的成

果发表于《科学》杂志。

近年来，团队建立体外重构

转录起始超大复合物方法，结合

生物化学和结构生物学分析，“拍

摄”转录机器工作中的关键环节，

通过连接这些三维图景重现转录

起始的基本过程。研究工作揭示

了转录起始复合物的启动子识

别、分步组装、转录激活、染色质

对转录起始复合物组织和激活等

多个过程的分子机制。

未来，团队正在努力推进新

的技术突破。“随着技术的逐步

进步，我们研究的体系就可以越

来越复杂”。在最新发表的《科

学》论文成果前期研究过程中，

为了获得高分辨率结构数据，团

队利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平

台300 kV 冷冻电镜采集了约110

天，共 58 万张照片数据，为成果

的诞生提供了关键的支持。

通讯员张欣驰
来源：医学宣传部

徐 彦 辉 团 队 打 开 基 因 转 录“ 黑 匣 子 ”

上医1家集体
7位个人获表彰

长寿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