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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学院
———记跨越发展的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阴胡敬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前身是由

中国科学院王应睐、沈昭文、曹天钦、邹承
鲁、钮经义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亲手创建
的原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该系成立于
1958年，曾培养出杨雄里、郭礼和等一代
著名生命科学专家。
遗憾的是，这种（中科）院、（高）校联

办的模式并没有在上海科技大学继续执
行，该校生物系的辉煌很快成为历史。不
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科技大学在
一些前辈专家的努力下，结合该校的学科
布局和特色，形成了生物工程、生物医学
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几个工科本科专
业，并发展成了相关的三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

艰巨的使命

生物学是众所周知的基础科学，是高
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现代生物学不仅从宏观描述走向了分子
水平，而且上升到了细胞层次，甚至于需
要系统性地从整体上来探究生命的奥秘。
各种先进的化学、物理测量方法使生物学
定量和系统研究成为可能。信息技术、纳
米技术等各种新技术丰富了生物科学的
内涵和外延，现代生物学已经与化学、物
理、环境、材料、计算机，甚至数学、力学等
基础和应用科学密切联系在一起，基础生
物学已发展成为生命科学。
毫无疑问，对于 1994年新组建的理、

工、文、经、商、艺等全面发展的综合性、研
究型的上海大学，大力发展基础生物学已
非常迫切。正如钱伟长校长多次指出，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人类生存和发展
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与生
命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科学的发展和时
代的进步使生命科学对其他学科的引领
作用和对整个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影响日
益显著，生命科学将成为多学科交叉与综
合的热点，成为新一轮自然科学的中心。
因此，1995年，原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经
重组改名为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并聘
请原中科院生理研究所所长杨雄里院士
兼职担任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杨雄里：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2006）。上
海科技大学生物系毕业（1963），在日本获
博士学位（1982），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
究所所长（1988～1999），复旦大学神经生

物学研究所所长（2000～）。曾在美国哈佛
大学、贝勒医学院从事合作研究（1985～
1987）。“Progress in Neurobiology”编委
（2000～）,“辞海”副总主编（2000～）。亚
太地区生理学联合会（FAOPS）秘书长
（2006～）。曾任《生理学报》主编（1988～
2002），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1998～
2002）。《中国神经科学杂志》主编（1998～
2004），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973”项
目）“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首
席科学家（1999～2004），复旦大学脑科学
研究院院长（2006～2008）。
长期从事神经科学研究，专注于视网

膜神经机制的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专著五本，译著多部。“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1988），中科院
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1991，1996），上海
市科技精英（1991）。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2001），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6），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6）。
在杨雄里院长的领导下，上海大学生

命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很快得以完善，学科
布局很快完成，并建成了神经生物学一流
学科方向，以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硕
士学位授权点。

生命之歌

“上海大学应该建成与上海这座国际
化大都市相称的学校”，这是社会各界通
行的说法。“将上海大学尽快建成国内一
流、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学校”，这是钱伟
长校长组建新上海大学的理想，也是上海
市和国家教育部对上海大学的定位和要
求。因此，随着国家和上海市对上海大学
的重点投入，重点发展生命科学学院，充
分发挥生命科学的引领作用更加迫切。
2003年，受上海大学党政领导感召，原中
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所长许政暟研
究员全职来到上海大学主持生命科学学
院工作。
许政暟：1968年 12月本科毕业于复

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与微生物专业，
1980年 6月研究生结业于复旦大学生物
系植物生理专业，1983年 5月硕士毕业
于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植物病理系植物
抗病专业，1985年 10月博士毕业于美国
肯塔基州立大学植物病理系植物病毒专
业。1985年 10月至 1988年 12月在美国
新泽西州罗氏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做博士
后，并从事植物分子病毒学研究；1989年
5月至 1990年 10月在中科院上海植物

生理研究所博士后期间从事植物病毒基
因工程研究。1990年 10月任中国科学院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任博
士生导师。1991年以来作为访问学者，科
研合作者以及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上海
科技代表团成员，多次访问美国、英国、法
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研究
所、大学、政府，从事合作研究和访问。
他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

态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和理事长，
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院长等。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1）植物
病毒病理学。以烟草和重组烟草花叶病毒
为独特的研究系统，研究植物与病毒相互
作用的分子机理；（2）植物逆境生理学。以
盐藻为研究材料，借助功能基因组学等最
新的研究手段，研究植物对逆境抗性的分
子机理；（3）能源微生物的研究。他还是全
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
委委员、上海市特约检察员。
“211工程”二期建设期间，上海大学

将生命科学学院作为学校的“特区”，给予
了特殊的政策，使其得到跨越式发展。在
许政暟院长的带领下，原“红光小学”校舍
改建成为生命科学学院的办公室和实验
室，一些先进的研究设施陆续建设完成，
并购置了大量的研究设备和仪器。海内外
一些著名学者如吉永华研究员、青年才俊
如宋任涛博士等陆续加盟，使上海大学生
命科学研究的“红光基地”初具规模并且
在上海滩声名鹊起。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经过“211工程”二期的重点建设和飞速
发展，在植物学、神经生物学学科已拥有
很好的实力和雄厚的基础，并于 2007年
建成“上海市能源作物育种及应用重点实
验室”。

艰难的腾飞

然而，由于上海大学在生物学方面原
本没有基础，在已有的生物工程、食品科
学与工程等相关学科也没有优势，更由于
生命科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期，
因此，相对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生命
科学的传统强校和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生命科学的新生力量，上海大学的生
命科学仍然非常弱小，上海大学生命科学
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其实，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来自学校内

部，内部对上海大学大力发展生命科学的

质疑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何落实
“211工程”三期等建设经费也成为非常
现实的难题。因此，上海大学生命科学的
发展再次进入了犹豫期、彷徨期，生命科
学学院的发展因而也面临着异乎寻常的
困难，处境艰难。2008年 5月，许政暟研究
员执意辞去了院长职务。同年 11月，应上
海大学多次盛情的邀请，南京大学生化系
主任李根喜教授来到上海大学接任生命
科学学院院长职务，来应对诸多的困难和
挑战。
李根喜：1984～1994年跨专业在南

京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分析化学等专
业学习，获博士学位，1994年 6月跨学科
进入该校生化系博士后流动站，1996年 5
月出站并留生化系任教。1996～2000年
为副教授，2001年为教授，2002 年为博
导，其中，1998～2000年分别在德国慕尼
黑大学生物系、日本东北大学药学部、美
国哈佛大学医学部生化与分子药学系做
访问学者。1999～2010年任南京大学生
化系主任。2006年任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2008年 11月全职来上海大学担任生命
科学学院院长。
长期从事生物分子识别与传感及定

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已发表 SCI论文 130
余篇，他引 1500余次，多次为国外杂志撰
写综述、参编国外系列丛书。他是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2004）、江苏省青蓝工程人
员（1998）、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A类人
才计划人员（2006）、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2009），《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
ences、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ducation、Current Nanoscience等刊物编
委，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蛋
白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
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
“在逆境中前进，在困难中生存。”这

是此时此刻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发
展环境，也是该学院不得不面临的艰难困
苦的生存条件，更是该学院必须坚定的发
展理念。因此，李根喜院长和李红书记以
及新一届班子成员，发扬上海大学“自强
不息”的校训精神，带领大家开始了踏踏
实实的工作。
首先，以学位点建设作为学院发展的

头等大事，以便为学科建设、高水平的科
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打下基础，并解决硕
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招生、培养等问
题。因此，学院不仅强化、理顺了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工、食品科学与工程

这三个分别隶属于三个不同一级学科的
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方向、人才培养、人
员队伍等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学位点发
展创造条件，而且依托上海大学一些实力
雄厚的工科院系自主增设了“生物信息工
程”、“生物电子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与此
同时，经过多方努力，于 2010年建成了生
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为更高层
次的学位点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全院

的人才引进、队伍建设、条件建设等各项
工作。李根喜院长遍访国内外著名专家、
学者，请他们给予指导，并且结合上海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际，制定了近期以及
中长期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理顺了既有的
学科体系，明确了学科布局，确定了重点
发展的二级学科及学科方向，以便尽快会
聚力量，形成特色及优势。在各方面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下，学院于 2009年获批
“分子生理学”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不仅
实现了重点学科零的突破，而且每年从上
海市教委获得了 80万元的直接资助。
再次，生命科学学院以队伍建设为核

心，广揽人才，将高水平的人才引进工作
作为全院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三年来，
李根喜院长拜访、面谈了 60多位国内外
学者，与 200多位青年才俊通讯沟通，与
30多位专家彻夜长谈，最终打动了十多
位一流的学者答应来上海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工作。其中，著名生物化学家金由辛
研究员、上海市东方学者马衍青教授等已
来学院工作，共同面对困难重重的局面，
同舟共济，开创未来。
此外，生命科学学院以人才培养为根

本，时刻牢记“培养人才是大学第一要务”
的办学思想，努力实现学科发展、教学体系
与科学研究共同支撑下的一流生命科学
基础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造就理论功底
宽厚，并富有开拓精神、创新能力和国际竞
争能力的高层次、高质量的生命科学基础
研究人才，并且为国家和上海市输送大批
基础和专业知识扎实、实验和动手能力强、
视野宽广、素质高尚、在社会各界普遍受到
欢迎的优秀生命科学应用型人才。为此，学
院修订了本科生教学计划，完善了研究生
培养计划，理顺了学科、专业、学位点与人
才培养、教师队伍等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实
验课程建设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从
近三年“211工程”三期学院建设仅有的
195万元费用中拨出 65万元用于充实、完
善本科生实验教学仪器的配置，50万元用
于试验材料的购置，使本科生实验动手能

力和科学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和增强。
学院还积极组织教师申请国家各部、

委及上海市各局、委的项目，引导教师开
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使学院的各类科研
项目数和经费数以及研究成果得到大幅
提高，并且密切了与兄弟单位和国内外同
行的联系。学院还下定决心筹建公共平
台，以便最大效率使用好有限的建设经
费，最大效率整合、使用学院的资源。为
此，学院成立了“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实验
中心”以及“上海大学生物工程中心”，以
便使今后购置的设备做到公用、共享，更
好地服务于全院甚至全校生命科学的人
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学院还积
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努力营造浓厚的学
术氛围，并且通过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来
学院授课、讲学，通过承办大型国际及国
内各类学术会议，促进学院的各项工作，
使学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以提高。
如今，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不仅在

上海大学传统的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在植物
学、神经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等基础生物学的一些学科领域形成了自
己的优势。上海大学在生命科学高素质人
才的培养以及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等方面
也引起了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歌的未来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已是不争
的事实，生命科学已成为新一轮自然科学
的中心，成为多学科交叉与综合的热点，成
为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甚至最重要的学科。
与此同时，尽快将上海大学建成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大学的目标不会改变，决心不会
动摇。鉴于此，前不久，上海大学党委常委
会再次明确将重点发展生命科学学院，学
校将很快从“211工程”三期下拨 3000万
元建设费，用于“生命科学实验中心”公共
平台仪器设备的添置以及新引进人员实
验室的建设。而上海市高校“085工程”的
实施，更将为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因此，随着 23000平方
米生命科学新大楼的使用，以及生命科学
重点建设专项的启动，上海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将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
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上海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真诚盼望海内外专家、学者和青
年才俊尽快加盟，为早日实现国内一流、
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研究型学院的
建设目标而共同奋斗。

阴本报实习生陆洋 记者黄辛
当下，中国高新区已初步成为高科技人才

的会聚地。然而，如何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培育人才，始终是 88个国家级高新区共同
面临的问题。
近日，在于上海召开的 2011浦江创新论坛

上，中国高新区的管理者们就此问题展开了激
烈讨论，并一致表示：要为培养那些拥有改变世
界梦想的创业者而努力。

领军人才匮乏

今年正值中国高新区建设 20年。3月份，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人才特
区的若干意见》颁布，提出“加快把中关村示范
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体现中国特色的
人才特区”。
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表示：“国

家重点建设中关村为人才特区，因此中关村将
先试先行。建设人才特区一定会促进我国高新
区走向国际舞台，真正培育一批世界级的大型
企业和知名品牌。”
杨建华说：“高新区发展归根到底就两个

字：人才。目前我国高新区虽拥有一大批优秀的
企业和人才，但真正能在世界范围内立足并能
主导产业发展的领军人才仍十分匮乏。”

创业者们需要广阔交流平台

杨建华认为，一个好的高新区若想培养和
聚集一批领军人才，必须提供土壤和环境，让他
们怀着改变世界的心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创
业之梦。
对于这个观点，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

德禄十分认同：“中国高新区和硅谷最大的差距
就在于文化。硅谷的文化就是创业者们全都拥有
改变世界的梦想，所以硅谷总能不停地诞生‘改
变世界’的大公司和‘改变世界’的新兴产业。”
因此王德禄提出，我国高新区也要敢为天

下先，培育拥有改变世界的梦想的创业者。
应当如何培育创业家，给他们营造更好的

创业环境？
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梅萌强调了交

流的作用。他举例说：硅谷给创新者提供了大
量交流机会，例如在咖啡馆交流或是参加早
餐会、论坛、沙龙、讲座等，这都利于创业家碰

撞出新的火花。
杨建华也认为，交流肯定会擦出火花，尤

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最近中关村办了个企
业家党校班，每期召集 30多个企业的一把手
去学习一个半月，现在已经办了 4期。这批企
业家经过交流，新成立了很多公司，新发展了
很多项目，把很多产业的上下游都打通了。”

谋求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融合

由于中国高新区建立初期只考虑产业功

能，忽视了城市功能，给高新区带来了很多困
惑。上海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于晨
坦言：“高新区白天是沃土，晚上没人了就像
‘鬼城’。”

在于晨看来，未来的高新区应该是一个
宜城宜业宜学的新兴城区，如果人们可以在
那里终身学习，自然就会产生很多交流。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委员会副主任陆
建也表示，未来的高新园区应该是产业功能
区和城市功能区的融合。他说：“目前，我们正
在考虑彻底解决高新区内的交通问题，以及

大多数年轻员工的住宿问题。”
陆建也透露，深圳正在进行大规模的

人才政策的修订，例如“孔雀计划”，将为毕
业生和年轻员工们提供前三年的房租补
贴，希望利用这样的政策吸引人才，再现当
年大规模人才迁移至深圳、“孔雀东南飞”
的盛况。
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科技创新与发展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杜德斌也表示：“我们要从服
务企业转向以服务人为主。研发工作，人才是
关键，留住了人，资本和技术都会来。”

培养改变世界的创业者
2011浦江创新论坛关注高新区人才建设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通讯员王刚
继军）天宫一号 9月 29日成功发射，
这一消息让河北省秦皇岛星箭特种玻
璃有限公司的员工格外自豪，因为该
公司生产的高强度玻璃盖片随飞行器
驶入太空，为天宫一号护航。

记者日前在星箭公司的车间里
见到了这种特殊的玻璃。它被用在天
宫一号两翼的太阳能电池板上，配方
和工艺相当复杂，是该公司历时两年
研制出来的。据介绍，与原来神舟四号
到七号使用的玻璃盖片相比，新产品
强度为原来的 5倍，尺寸大约是原来
的 4到 5倍，而且可以弯成一个圆形。

天宫一号上的这种高强度抗辐
照玻璃盖片大约有几千片，每片只有
0.12毫米厚，机械强度都在 300兆帕
以上。卫星在飞行过程中，由于振动和
高低温冲击，普通防辐照玻璃盖片易
碎裂，造成太阳能电池裸露较多，该特
种玻璃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

星箭公司已为我国的多颗卫星
与航天器提供抗辐照玻璃盖片。据悉，
神舟八号、九号、十号都将陆续采用该
公司的产品。

图为工作人员手持天宫一号采
用的同类高强度玻璃盖片产品。

高强度玻璃盖片装备天宫一号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谢昌龙）近
日，记者从东莞大朗镇和中科院广州分院获悉，
中科院与广东省共建的散裂中子源经过几年的
选址、论证、设计以及设备研制、调试等前期工
作，即将于近期破土动工。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奚基伟、陈延伟
介绍说，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是国家“十一
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大科学装置，是位于国际前
沿的高科技、多学科应用的大型研究平台。

该项目由中科院和广东省共同建设，选址
于广东省东莞市，规划用地 1000亩。第一期工
程用地 400亩，将于 2017年前后建成。项目预
计总投资为 22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投资 17
亿元，广东省配套投资 5亿元。

散裂中子源是研究中子特性、探测物质微
观结构和运动的科研装置，可带动物理学、化
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纳米科学、医药、国防
科研和新型核能开发等学科发展，广泛服务于
工农业生产。建成后，CSNS将成为发展中国家
拥有的第一台散裂中子源，和正在运行的美国、
日本与英国散裂中子源一起，构成世界四大脉
冲散裂中子源。

东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散裂中子源的建
成一方面将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另一方
面将引起新兴产业的兴起与飞跃。建成后周边
地区将由此带动而打造 30平方公里的科学城。

据了解，中科院广州分院、中科院高能物理
所、东莞市、东莞理工学院等院地有关单位做了
大量前期工作。

东莞理工学院科研处处长刘治猛及中科院
高能物理所的专家介绍，筹建过程中，中科院高能所已与
东莞理工学院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为散裂中子源的建设
服务。此外，中科院高能所还与散裂中子源所在地的大朗
镇合作建立“中子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旨在加强散裂
中子源和民用核技术产业园的产业对接。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近日，由云南省科技厅与云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云药之乡”建设培训交流会
在普洱市召开，共同交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经验，打造精
品“云药之乡”。

据云南省科技厅副厅长关鼎禄介绍，云南现已就一批
特色重点中药材品种开展了规范化种植加工研究，并已初
步建立以文山三七、昭通天麻、楚雄民族药道地药材、滇西
北高山药材、西双版纳南药为主的五大中药材种植基地。

云南省组织认定了 30家环境良好、具有一定规模优
势和中药材发展潜力的县市为“云药之乡”。目前，“云药之
乡”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106万亩，3个品种 5个基地获得
国家 GAP认证，中药提取物产值从 2005年的 5.3亿元增
加到 2010年的 20多亿元，中药材种植面积到 2010年增加
到 300万亩左右。

针对云南中药材产业尚存的一些问题，本次交流会还
开展了“云药之乡建设和药材品质保障”、“中药材有机种
植和无公害种植”、“中药材 GAP认证实施”等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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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打造 30个“云药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