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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山（中）与博士和硕士毕业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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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施一公
获 2021年度浙江科技大奖

日前，浙江省政府官网公布 2021年
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中国科学院
院士杨卫、施一公被授予当年度浙江科技
大奖。

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规
定，浙江科技大奖不分等级，每年授予数量
不超过 2个，由省人民政府颁发奖励证书、
奖金。浙江科技大奖奖金每项 300万元。

康乐
当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
外籍成员

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官网
发布消息称，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该院
院长康乐当选 2022年欧洲分子生物学组
织（EMBO）外籍成员。

此次 EMBO公布了 67位新入选的成员
名单，有 58位成员来自组织成员国，9位非
组织成员国科学家当选外籍成员。康乐是
这次入选名单中唯一一位中国科学家。

EMBO是国际生物医学界著名的学术
组织，成立于 1964年，总部位于德国海德
堡。EMBO每年由现任成员提名并遴选出
新成员，其中 10%~15%的成员是非成员国
中的外籍成员，以表彰他们对科学研究的
卓越贡献。

康乐长期从事生态基因组学研究，系
统研究动物适应性和表型可塑性，在飞蝗
基因组学、飞蝗群聚机制以及表观遗传调
控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段宝岩
捐赠 200万元
设立科教创新基金

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官网消息，7月 11
日，该校举行段宝岩科教创新基金捐赠仪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该校机电工程学院教授段
宝岩将陕西省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 200万元
全额捐赠，设立段宝岩科教创新基金。

今年 4月，段宝岩获得 2021年度陕西
省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之后，段宝岩委托
机电工程学院与学校教育基金会进行多次
沟通协商，毅然决定将奖金 200万元全额
捐赠给学校。

基金将面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全体师
生，支持和鼓励学校创新性人才培养、团队建
设，提升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及创新实力，助
力电子信息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建设。

岁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

高中山：从农学跨界到医学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6 月 30日，58岁的高中山收到了漂洋过
海快递来的博士学位证书。今年 2月，高中山
完成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
论文答辩。

这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
高中山的第二个博士学位。
早在 2005年，高中山就已取得荷兰瓦赫

宁根大学植物科学博士学位。从遗传育种到过
敏与临床免疫，高中山取得两个博士学位分别
历时 8年和 10年。
边工作边读博，干扰因素很多，但高中山

最终坚持下来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作
为浙江大学过敏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我希望
通过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
平，开展我国急需的过敏原分子诊断基础研
究和转化应用技术研究，这也是我在职读博
的动力所在。”

8年 +10年 =2个博士学位

1988年，高中山从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系
果树专业硕士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山西省林业
厅实验苗圃。

经济林育种繁育和栽培是高中山当年的
主要工作，如核桃选育和栽培工作。高中山的
工作很有成效，他参与的 3项研究获得山西省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然而，他没有安于现状，工
作之余一直在寻找机会继续深造。

1997年 1月，高中山以访问学者身份前
往荷兰农科院植物育种研究所进修两年。第一
年的资助来自山西省政府，第二年的资助来自
荷兰国际农业中心。
在出国之前，高中山就做好规划，“进修结

束后我还得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
2000年，高中山出任山西省林业厅实验

苗圃总工程师。2001年，高中山申请到奖学
金，前往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国际植物研
究所学习。原计划是拿到博士学位再回国，但
学习一年后因国内工作需要，他不得不中断学
业提前回国。

2003年，高中山第三次出国，并最终在
2005年 6月取得瓦赫宁根大学植物科学（遗
传育种方向）博士学位。
“第一个博士学位从准备到最终拿下，前

后历时 8年。”高中山说。
拿到博士学位后，高中山立即回到原单位

工作。不过，他发现自己掌握的技术已经超前
很多，一些先进的想法很难在原单位付诸实
施。“这里的平台已经无法提供我需要的发展
空间。”

经过再三考虑，高中山选择前往浙江大
学。但他没有忘记山西的培育之恩，在后续研
究工作中需要对外合作时，他总是会优先想到
山西省内的单位。

来到浙江大学后，高中山依然从事果树方
向的研究。同时，浙江大学齐全的学科门类也
为他开展交叉研究提供了基础。

2007年 10月，高中山担任新成立的浙江
大学过敏研究中心副主任，开始跟过敏与临床
免疫医学打交道。

第二年，中国—荷兰多学科交叉过敏研究
研讨会举办。高中山邀请自己后来的导师参
会，会议期间，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攻读医学学位。

荷兰在职读博一般是先准备论文，再申请
注册。于是，高中山开始有针对性地准备研究
论文。2012年 3月，阿姆斯特丹大学通过了高
中山医学博士研究生的申请。

不过，困难也随之而来。
“荷兰的博士研究生是一个工作职位，全

职攻读为期 4年多。”高中山介绍，也有一些
“三明治”形式的博士研究生项目，是与其他单
位合作培养或者在职，一般规定是从正式注册
到毕业不超过 8年。

高中山告诉《中国科学报》：“我
的情况比较特殊。从申请到毕业用了
10年时间，其间做了两次手术（肺和
心脏），还有 1年多时间和严重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作斗争。我在准备论文
答辩时又遇到疫情，本想等待疫情结
束再进行现场答辩，但迟迟未果，最
后决定线上答辩。”

一次 8年、一次 10年，高中山取
得了 2个专业跨度较大的博士学位，
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可想而知。

从园艺到免疫，过敏研究在延续

从遗传育种到过敏与临床免
疫，这两个看似没有关联的专业，
在高中山的研究中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谈及为何跨专业读医学博士，
高中山解释道：“我在瓦赫宁根大学
攻读第一个博士学位期间，参加了
一个欧盟框架研究项目———多学科
交叉研究解决苹果过敏食品安全问
题，我主要负责苹果过敏原基因的
图谱定位和多样性研究。”

这段经历让高中山对医学领域
的相关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在
研究中，高中山结识了日后指导他完
成医学博士论文的两位老师。“原来
医学离我并不远。”他说。

在前期的科研工作中，高中山完
成了百余份桃子品种的过敏原测定，
并发现桃过敏原主要位于果实表皮。
后来他发现，水果过敏也是过敏与临
床免疫医学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需

要多学科交叉协作来研究。
通过对导致严重过敏反应的过敏原脂

质转移蛋白进行研究，高中山成功筛选出低
致敏品种———“沪油 278”（该品系由上海市
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叶正文培育）等，让原本
对桃过敏的人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尝试一些
低致敏性的桃。

加入浙江大学过敏研究中心后，高中山对
过敏性疾病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进一步提升我国过敏精准诊断和预防
水平。

这份执着也让高中山在过敏研究领域成
果频出：发现了我国主要的桃过敏原及其与蒿
花粉过敏的交叉反应机制，将过敏研究拓展到
了蒿花粉和尘螨过敏研究领域，进而发现北方
蒿花粉过敏人群患哮喘的风险程度与对多个
过敏原蛋白敏感具有相关性。

2020年，高中山结识了奥地利维也纳医
科大学过敏原分子诊断领域教授 Rudolf Va-
lenta，并与他的团队一起开展合作，建立了国

际化过敏和临床免疫研究团队。
同年，高中山的项目“蒿花粉和螨虫过敏

原组分鉴定以及检测试剂开发”获得中国与奥
地利政府的资助，研究团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
相关领域的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一系列过敏原
重组蛋白测试。目前，已经有 2个尘螨组分诊
断的试剂盒上市。

此外，高中山还建立了 3种蒿花粉过敏原
组分 ELISA测试方法，可用于蒿花粉过敏诊断
和免疫制剂的标准化。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过
敏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

高中山的导师、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Ronald van Ree和论文答辩评委对高中山博
士论文的评价是，“过敏原分子鉴定和组分诊
断以及免疫疫苗的研究应用，过去一直由西方
发达国家主导。高中山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具有
开创性，不仅对于过敏患者的精准诊断有重要
意义，而且可以据此开发更适合中国过敏患者
的免疫治疗制剂，对中国患者来说意义重大。”

学以致用，既是导师又是学生

2001 年在荷兰时，高中山就开始建立过
敏相关的合作关系网络。回国后，他继续拓
展在过敏领域的合作范围，先后与荷兰、奥
地利等国外同行，国内果树研究方面的科研
院所、大学附属医院以及过敏诊断企业开展
合作。

上述合作既为高中山的医学博士论文提
供了充分的支持，也为他日后开展产学研工作
打下了基础。

据高中山介绍，荷兰的博士论文要求至少
有 4个实验章节，每章为一篇独立的论文（一般
是已发表论文），还要有引言和最后的讨论章等。

他的博士论文是和浙江大学 5个博士研
究生、3个硕士研究生、荷兰导师研究组以及
国内外同行合作完成的。他说：“从博士论文每
一章节论文的署名可以看出作者的贡献。”
“这些年，我既是导师，又是学生。”高中山

感叹道。
在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时，他经常通过邮

件与导师讨论研究方案、交流科研成果、分
享实验心得，坚持每年都与导师面对面沟通
一次。同时，他也没有耽误果树学的研究，在
桃和杨梅的基因组学、种质资源以及分子遗
传育种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培养了 10 多
个博士、硕士研究生。

浙江大学 2008 级博士研究生杨朝崴是
高中山指导的第一个开展桃过敏原研究的
博士研究生。如今杨朝崴已在呼吸健康领域
崭露头角。

今年，高中山指导的最后一位交叉学科的
博士毕业生留校继续从事博士后工作。高中山
希望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产业界，自己和学生
都能学以致用，为过敏医疗作出更大贡献。

从“双非”逆袭“985”，一作论文发《自然》子刊

她如何做出“漂亮”的研究工作
姻本报记者张晴丹

一篇论文，从初稿到终稿，她写了 20多版。
化学专业出身，却天天抱着一本厚厚的计算机书
籍“死磕”。

她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博士生熊谢微。近日，熊谢微为第一作者的研究
成果在《自然—机器智能》在线发表。在该研究
中，我国科研人员首次在试管中用 DNA构造出
了卷积人工神经网络，这是迄今规模最大、功能
最复杂的人工化学分子智能反应网络。

熊谢微本科就读于一所“双非”院校，之后保
送至“985”高校，并在博士毕业前完成了这项“漂
亮”的研究工作。她是如何做到的？

“烧脑”的研究

大脑像一部精密的生物计算机，它靠无数神
经元相互连接，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以完成高
度复杂的计算任务。

有科学家认为，在大脑进化之前，生物之所
以有感知、模式识别、记忆、决策、运动控制等技
能，源于细胞内分子之间的复杂化学反应网络。
“我们的灵感也来源于此，想通过研究分子

如何‘思考’，从而在无生命的系统中重建这些能
力。”论文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教授裴昊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这篇论文中，DNA计算机是一种生物形式
的计算机，是以溶液形态实现计算功能的“液态电
脑”；同时，他们设计的分子电路可以执行卷积神
经网络计算，具备对分子图谱信息分类的能力。

要设计一个分子计算机，除了需要专业知识
的支撑外，也非常需要想象力。
“有时候为了一个分子设计，我一整天都在

思考，刷牙、吃饭、走路时在琢磨，连做梦都在想，
真的毫不夸张，简直是绞尽脑汁。”熊谢微告诉
《中国科学报》。

熊谢微说，课题极具挑战性，又涉及到多学
科间的合作，幸而当时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副教
授、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朱通的帮助。“朱老师的团

队负责机器学习部分，我们负责 DNA分子电路
的设计构建以及后期实验部分。”

实验部分有着庞大的工作量，光靠熊谢微一
人无法完成。她请一位师兄和两位师妹帮助做大
批量 DNA序列的设计及计算性能的测试，这涉
及到几百条 DNA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很早实验室操作台
前就坐着一排人，一坐就是一整天。

在经历反复失败、克服诸多困难之后，这个
做了近 4年、贯穿熊谢微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课
题终于完成。研究构建的分子网络包含 512个分
子物种，涉及数千种化学反应，可产生数百种分
子产物，是迄今规模最大、功能最复杂的人工化
学分子智能反应网络。

不过，与人类大脑的复杂度相比，它还是“小
儿科”。熊谢微说，“这是一项十分‘烧脑’的研究，
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初稿到终稿，写了 20多版

当实验工作进入尾声时，还有一座山丘需要
翻越———论文撰写。

写论文初稿时，熊谢微的英文表达比较中
式，无法准确表述研究的亮点。为了弥补这个不
足，她熬更守夜地看相关论文，学习别人的语言
组织方式。

数十篇发在《自然》《科学》上的关于人工智
能神经网络的论文，被熊谢微拿来“硬抠”，逐字
逐句地学习句式表达。
“要如何向别人更好地展示我们的 idea，完

美呈现这个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呢？”就这个问题，
课题组进行过很多次讨论，光是 PPT，熊谢微就
做了不下 30个。

每次讨论完，熊谢微需要对新想法进行总
结，并对论文进行修改。“讨论然后修改，再讨论
再修改……那段时间陷入到反复修改稿子的循
环里。”

从初稿到终稿，加上中文版、英文版，她写了

有 20多版。
改得多了，熊谢微也会感到烦躁。好在乐天

派的她很快就能调整好心态。“前面既然已经改
了 10稿、15稿，再多改几稿又有什么呢？何况好
不容易走到现在，那就把它做得更好、投到更好
的期刊，被更多人认可。”

这篇论文还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
通大学教授樊春海的指导，他是生物传感、DNA
纳米技术与 DNA计算及存储领域知名科学家。
“樊院士会在文章旁边认真批注，这是帮助论文
‘升级’的‘宝贵财富’。”裴昊说。

经过不断打磨，论文终于完成了蜕变。万事
俱备，只差一投。但是，应该投哪儿呢？课题组成
员犯了难，毕竟这是一个学科高度交叉背景下的
研究成果。

几经商量，他们投了《自然—纳米技术》，结
果遭遇拒稿。期刊编辑对课题组所做的工作“印
象非常深刻”，但认为研究主题与期刊定位并不
匹配。

随后，课题组将论文投给了《自然—化学》，
结果再次遭遇拒稿，编辑的反馈内容与上一次如
出一辙。

这一工作除了涉及 DNA纳米技术、生物、
化学外，还涉及机器学习方面。课题组在重新找
准论文的定位后，决定投《自然—机器智能》。这
一次，终于溅起了绚烂的水花。
“编辑非常喜欢我们的研究，文章很快送审，

大约一个月后就收到了审稿意见。审稿人对这项
研究表示欣赏，但对于跨学科的一些表达方式提
出了意见，希望我们重视表达精准性的问题。”熊
谢微说。

遵照审稿人意见，课题组再次对文章“精雕
细琢”，最终论文被接收并发表。
“要知道，选择跨学科交叉研究课题需要极

大勇气，能做出成绩并在《自然》子刊上发表并不
容易。熊谢微在硕博连读期间完成这么‘漂亮’的
工作，并在博士毕业前发表，非常了不得。”裴昊
表示。

恶补新知识啃下“硬骨头”

DNA 计算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但
因为学科高度交叉，需要研究者掌握多个学科
的知识。
熊谢微本科是材料化学专业，本科阶段在实

验室做的是无机材料合成方面的工作，对于
DNA纳米技术、化学测量学、分子生物学、机器
学习及人工智能领域等知之甚少。

所以，研究前期熊谢微吃了不少苦头。她需
要学习好几个专业的知识。“当时读文献的速度
非常慢，读着读着就跑出来新的知识点，让我一
头雾水，我就得停下来查阅这个知识点，直到弄
明白了才能接着往下学。”她说。

为啃下计算机科学这块“硬骨头”，熊谢微花
了很长时间恶补。裴昊说，那段时间经常能看到
熊谢微抱着一本厚厚的机器学习书籍，学起来几
乎废寝忘食。
“樊春海院士总说做科研需要有‘品味’，一

定要做挑战性大、前沿的研究。”裴昊说，这给了
大家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勇气。

回想这一路走来，熊谢微感慨“一切都是命
运最好的安排”。

当年高考发挥失常，熊谢微压着一本线进
入一所“双非”学校学习材料化学。她不满现状

拼命学习，连年保持专业第一，最终获得了保
送资格。
之后，她经历了戏剧化的择校之路。“在报

夏令营时，因为年轻气盛，在想申报的学校写
明非‘985’‘211’学生不要的情况下，我还是想
抱着侥幸心理碰碰运气，任性地只填了那两所
学校，结果不出意料均未通过。”熊谢微说。
错失夏令营的机会后，在推免（推荐免试研

究生）阶段，出于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喜爱，熊谢微
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场面试都
顺利完成。但能收到谁的橄榄枝呢？她自己心里
也没底。

她盘算，先收到哪个学校的通知就去哪个学
校。结果，华东师范大学的 offer先到。当她填完
华东师范大学推免系统的信息，一切尘埃落定
后，过了一个多小时，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
也来了。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没多等一等时，熊谢微
摇摇头说，“上海交通大学大概率会将我录取
到无机化学专业，这并非我的兴趣点。而我在
裴老师课题组是开启新征程，在一个新兴领域
挑战不可能。几年下来，我的收获太多，所以我
一点都不后悔！”
相关论文信息：

▲熊谢微
熊谢微（中）在实

验室制备分子电路。
受访者供图

2005年 6月，高中山取得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植物
科学博士学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