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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研究。”中国科学
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以下简称营养
与健康所）研究员王莹经常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

如果不是因为高考前体检发现心脏
有问题，王莹现在或许是一名优秀的医
生。她从小就爱读各种医书、病历，治病
救人的理想早早在心中埋下了种子。而
在成为一名科学家之前，她尝试过其他
领域，但最终“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将她
拉回了科研工作。

说起每一段过往，王莹都眼含笑意。
“我从来不怕走弯路，发现不适合自己，及
时跳出来就好了。”

正是这些经历，让王莹能够以学科
交叉的视角，探索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如
今，作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发育
编程及其代谢调节”的首席科学家，她领
导着一个由 10 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以
代谢物、免疫、组织干细胞为切入点，致
力于揭示发育与代谢疾病的发生机制，
并寻找治疗策略。

不走寻常路的科学家

王莹的科研生涯始于一场意外。本科
学习检验科学的她，原计划毕业后前往陕西
工作，结果阴差阳错地考研，成为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免疫专业的一名学生。

王莹在攻读硕士和博士的 6年内，作
为第一作者发表了 5篇 SCI学术论文，并
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然而，世界那么大，王莹想看看科研之
外的生活。博士毕业后，她前往德国明斯特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德国安逸宁静的生
活环境，使她得以在工作之余沉下心思考
未来的去向。

2011年回国后，王莹从事与知识产权
相关的工作。她对知识产权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看到出色的专利也会打心底里开心。
但更多时候，眼前的材料会幻化为一个个

未知的科学问题，吸引着她去解答。
体验两个月后，王莹决定遵从内心，

“裸辞”后找工作。凭着出色的背景，她顺利
获得了多个工作机会。

犹豫之际，王莹遇到了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健康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健康所，现并入
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时玉舫。

当时，干细胞研究是热门领域，学界普
遍关注干细胞的分化命运对机体的影响，
而时玉舫则好奇干细胞所处的环境如何影
响疾病发生。

王莹对此很感兴趣，很快加入了时玉舫
组建的大团队，将研究方向转为慢性疾病微
环境的功能与调控，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我们的研究可以理解为‘南橘北

枳’。”王莹解释说，“干细胞就是种子，它们
所处的微环境相当于土壤和气候条件，当
环境出现问题时，再好的种子也结不出好
果实。”

2014年，应《自然 -免疫学》邀请，时玉
舫与王莹合作完成了一篇综述，首次提出间
充质干细胞免疫调节可塑性的概念，及其介
导炎症性疾病治疗的“细胞赋能”新模式。

如今，这篇综述的引用次数已超过
1000。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微环境对干
细胞发挥免疫调控功能有着重要影响。
王莹带领团队仍在不断挖掘并解答其中
的真问题，并与合作者一起，期待将基础
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诊疗手段，让更多
患者受益。

不符合预期的实验结果

无论过去的健康所还是如今的营养与
健康所，都可谓是一片沃土。

2011年以来，围绕组织器官发育与再
生修复过程中微环境信息的解码与重构，
王莹带领团队屡获突破，先后揭示了免疫
细胞亚群命运和功能预编程的分子基础与
机制、脂质代谢物如何调控脂肪干细胞分

化、油酸对毛囊干细胞微环境的影响……
团队多年深耕，逐渐在学术界产生了

影响，干细胞微环境开始被纳入一些免疫
治疗方法。

在王莹看来，这些成果既根植于前人
的智慧积淀，也得益于突破传统思维束缚
的勇气。

几年前，王莹团队发现，在低氧条件下
培养的间充质干细胞具有治疗一种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潜力，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
其分泌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IGF-2）。

结合以往研究，研究人员起初判断
IGF-2通过调控巨噬细胞影响了下游的疾
病治疗。验证时，他们却遇到了很棘手的问
题。在多发性硬化的动物模型中，IGF-2疗
效显著。但在体外的巨噬细胞系中，无论怎
么调整实验参数，都无法得到同样的结果。

半年后，当学生又一次向王莹报告实
验无法重复时，她突发奇想，建议将小鼠体
内的巨噬细胞清除后再做一次实验。结果
出乎意料，小鼠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恢复效
果比以前好。

王莹马上意识到，IGF-2可能作用于巨
噬细胞的前体细胞，而非成熟的巨噬细胞。
顺着这个思路更换体外实验的细胞系后，结
果马上重复出来了。2019年，这篇论文发表
于《细胞 -代谢》，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提供了新策略和有效的分子靶点。
“科研要靠数据说话，结果不符合预期

的时候也无须焦虑，因为新的发现可能就
蕴藏其中。”王莹如是说。

不拘一格的培养方式

对王莹而言，科研的乐趣在于突破瓶
颈，更在于团队中每个人得到更好的发展。

从学生时代开始，王莹就有些“强迫
症”，今天做完实验，把结果分析整理好了
才能睡觉，当天列出的工作计划决不拖到
明天。

但王莹从不认为这样的模式适合所有

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和风格，导师
能做的，是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当他
们遇到困难时提供解决方案。”她强调。

对于主动向王莹求助的学生，她就帮
忙查文献、分析思路、考虑可能的平台和技
术；对于内向不爱说话的学生，她就尊重他
们需要独处的个性，不过度干预。
“我特别不喜欢学生否定自己，把实验

失败归结为自己太笨了。”王莹说，“在科研
中遇到挫折十分正常，我希望能够用每个
人都觉得舒服的方式，帮助他们把消极的
情绪转化为动力。”

在王莹的言传身教下，实验室的氛围
非常融洽。过去十几年间，课题组培养出多
名优秀青年科研人员，为干细胞与免疫领
域增添了一股新生力量。

这些年轻人身上有一些共性，既能“挑
大梁”，独立解决问题，又具有团队精神，善
于沟通表达。这正是王莹所看重的能力，因
为“不管将来会不会继续从事科研，这对他
们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发现·进展

王莹：走出一条干细胞研究新路
姻本报见习记者江庆龄

王莹

受访者供图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求瘦意愿让青少年女性
高估身体部位尺寸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葵团队考察了不同求瘦意愿的青少年女性对身体尺寸估
计的准确程度，以及对身体尺寸估计准确程度与进食障碍症
状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欧洲儿童与青少年精
神病学》。

进食障碍患者，如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患者，
对于瘦的身材有偏执的追求，同时常常高估自己的身体肥胖
程度。在此类群体中，求瘦意愿和体型知觉的准确度之间似
乎存在某种形式的关联。王葵团队之前的研究表明，我国许
多青少年女性都渴望变瘦，无论其实际体重状态如何，强烈
的求瘦意愿是进食障碍的风险因子之一。那么，存在求瘦意
愿的青少年女性，是否也伴随着体型知觉偏差？如果存在，这
种偏差是否和进食障碍症状存在关联？

研究团队招募了 48对具有求瘦意愿的青少年女性（研究
一）、44对不具有求瘦意愿的青少年女性（研究二）和 43对具有
求瘦意愿的青少年女性（研究三），年龄范围为 15至 20岁。每
个研究中，被试者的求瘦意愿使用团队开发的基于中国青少年
体重指数的身材评定量表测量。被试者会评估自己和实验同伴
手臂、腰部和大腿 3个部位的身体尺寸。在研究三中，研究者还
使用进食障碍量表测量被试者的进食障碍症状。

研究发现，在研究一中，具有求瘦意愿的女性不仅高估了
自己 3个部位的周长，还高估了同伴的尺寸。研究结束 4个月
后，再次邀请被试者前来参加同样的实验，发现被试者对自己
身体部位的高估倾向具有稳定性。在研究二中，不具有求瘦意
愿的女性正确估计了自己手臂、腰部和大腿的尺寸。在研究三
中，具有求瘦意愿的女性同研究一一样，高估了自己和同伴身
体各个部位的周长，并且高估的程度和进食障碍症状有关。

总体而言，具有求瘦意愿的青少年女性可能出现体型
知觉偏差，往往会高估自己身体部位的尺寸。这种高估会让
她们“觉得”自己胖，从而可能加剧求瘦意愿，并且触发和进
食障碍相关的不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而求瘦意愿会影响
体型知觉偏差，且二者在进食障碍症状的发展中可能起关
键作用。研究者表示，需要关注青少年女性的求瘦意愿，并
及时加以干预。
相关论文信息：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采用圆锥角膜“新针”
开启个性化治疗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主任医师黄锦海、周行涛团队，打破传统“一刀切”治疗范
式，采用个性化微针技术，高效、精确地将核黄素输送至角膜
基质层，显著提升了个性化角膜交联治疗的效应与精准度，
为临床应用打下基础。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先进材料》。

圆锥角膜是一种进行性双侧角膜扩张疾病，通常起病于
青春期，发病率约 1/2000，且逐年攀升。患者的角膜基质进行
性变薄、局部锥形凸起，导致近视、不规则散光和瘢痕等视觉
障碍，且存在致盲风险。圆锥角膜已成为实施角膜移植手术
的主要原因之一，10%至 20%的患者需要接受移植。

角膜交联术（CXL）是国际医学界广泛认可的治疗方式，
能有效遏制并延缓圆锥角膜的发展，但传统 CXL无法改善
患者视功能。个性化 CXL治疗方案可通过降低治疗区域内
角膜曲率改善视功能，同时保持交联效果。然而，当前个性化
CXL 治疗主要依赖角膜地形图进行复杂的光源设计与规
划，技术复杂且成本较高。

近年来，研究团队聚焦圆锥角膜治疗及 CXL等核心临
床挑战，在纳米材料临床应用的前沿领域持续深耕，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此次，研究团队首创个性化核黄素原位递送策
略，根据角膜地形图精准设计与治疗区域形状相契合的微针
阵列，实现核黄素的精准局部递送，为圆锥角膜的个性化
CXL治疗探索了新路径。

相关论文信息：

厦门大学

尝试人工智能大模型
破译甲骨文
本报迅（记者温才妃）近日，厦门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史晓

东团队申报的“基于甲骨文多模态大模型的多元信息甲骨文
辅助考释模型”入选“探元计划 2024”创新探索型项目
TOP10榜单。
甲骨文也被称作“殷墟文字”，距今已有 3000多年历史，

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是现代汉字的根脉。传统的甲骨文
字考释工作耗时费力，依托专家进行人工释读。近年来，人工
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利用深度学习模型超强语义表示能力实
现甲骨文的辅助考释，优势已经显现。

研究人员针对甲骨文数据稀缺、图像质量参差不齐的现
状，系统整理相关古文字数据，构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甲
骨文多模态数据集，提出了“基于甲骨文多模态大模型的多
元信息甲骨文辅助考释模型”技术方案。

该项目将设计一系列与实际考释过程密切相关的任务
和评估方法，如跨字体图像映射、跨字体 IDS（表达结构的部
首偏旁序列）解码和甲骨字现代字对译关系等，以有效训练
多模态大模型，并利用其强大的跨模态理解能力，辅助甲骨
文考释。在大模型提供的语义嵌入基础上，项目还将设计融
合音、形、义、用多元信息的端到端甲骨文综合考释模型，综
合利用字形结构、语义关联、同音通假和用法聚类分析，开发
一种更轻量的考释系统，以适应资源有限的实际考释场景。

据悉，“探元计划 2024”是以探寻科技赋能中华文化焕活的
创新范式为主题的社会活动，由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指导。

这场赛事探索自动驾驶“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沈春蕾

“我们是第一次参赛，赛前非常忐忑，因为
团队一直专注于理论研究，这是首次将理论付
诸实践。”近日，在江苏省常熟市举行的 2024
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上，香港科技大学（广
州）悟空号参赛代表、博士研究生仇晓赟说。

本届挑战赛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信息科学部、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设置
“真实交通环境挑战赛”和“复杂交通环境算
法挑战赛”两项赛事，共有来自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的 76支参赛队。经过激烈角逐，在
“真实交通环境挑战赛”中，西安交通大学先
锋号获得一等奖，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悟空
号和北京理工大学精工智能获得二等奖。

大赛组委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西
安交通大学教授郑南宁表示：“未来要真正
实现全自动驾驶目标，还有许多挑战性的问
题亟待解决。产业、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需
要在产教学研融合下深度合作，推动相关技
术快速发展。”

没有 GPS信号如何接送乘客

“今年的比赛针对当前全自动驾驶技术
面临的痛点问题设置了相关考点，比如在没
有全球定位系统（GPS）信号、没有详细地图
信息的情况下，自动驾驶车辆该如何完成全
程接送乘客的任务。”郑南宁说。

谈及自动驾驶的“最后一公里”，郑南宁举
了一个例子，即“最后一公里”可以是把乘客送
到其居住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需要自动驾驶车
辆自行判断和决策，并完成接送乘客的任务。

这也是“真实交通环境挑战赛”瞄准的
痛点问题，模拟了自然交通场景中恶劣天
气、意外抛物、非合作目标、道路施工等极端
情况，以考察智能车的人机自然交互能力和
复杂交通场景下的全自动驾驶技术，并模拟
“最后一公里”中自动驾驶汽车从公开道路
进入未建图封闭住宅或商业区停车场的常
见生活案例。

郑南宁介绍：“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赛
题设置，鼓励参赛团队利用大语言模型、计
算机视觉大模型、通用智能体等人工智能创
新技术，克服现有技术局限，实现精细化、个
性化的无缝自动驾驶服务。”

当前，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发展为自动
驾驶带来了充满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如何
将这些新技术和自动驾驶系统有机融合呢？

郑南宁表示：“我们在挑战赛中验证了
在全自动驾驶环境下，人与自动驾驶车辆的
自然交互。比如要求自动驾驶车辆到某一个
路口接送一位穿红衣服的乘客，这需要车辆
先理解场景，然后停在乘客身边，想要顺利
完成并不容易。”
“赛题设置有一些难点，比如通过大模型

识别完成泊车接客任务时遇到的前车坠物
等。”仇晓赟称，为此团队设计了相机和激光雷
达结合的解决方案，给车辆周身装载补盲雷
达，可以更好地识别较小的障碍物，解决难点。

培养人才促进成果转化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智能车未来

挑战赛不仅促进了技术发展，还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自动驾驶技术研发人才，带动了高
校、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郑南宁说。

参加第一届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时，
陈龙还是武汉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如
今，他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并带领团队创办了中科慧拓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科慧拓），致力于矿山无人化和
智能化的研究与应用。“我们团队的核心技
术骨干大多参加过这项赛事。”

陈龙向《中国科学报》介绍了一款新能
源矿山智能运载机器人。“我们现在已经不
称它为车，而是改叫机器人了，因为它已经
没有了驾驶舱，而且从初始设计到生产制造
完全面向无人化、智能化的操作系统，并且
搭载了新能源。”
“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安全、绿色、高效、低

碳，我们研发的这套运载平台基本可以满足上
述要求。”陈龙认为，参加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
赛不仅磨炼了团队的技术和工程能力，还让中
科慧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起来。
“从第一届挑战赛开始，我们就一直坚

持虚拟测试和实际测试并重，希望以此让无
人车具备应付各种场景的深度智能，现在与
大模型、具身智能相结合，促进了无人机器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赛总裁判长、中国自
动化学会监事长王飞跃告诉《中国科学报》。

据了解，“复杂交通环境算法挑战赛”面
向产业设置赛题，具体包括车联网和低空经
济场景信道大尺度衰落预测、车联网和低空
经济场景高效波束预测方案设计、车联网和

低空经济场景协同定位追踪、自动驾驶场景
交通事故风险预测、需求驱动的自主代客泊
车智能决策等。来自山东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的 4 支参赛队
分别获得不同算法赛题的第一名。

这项赛事已举办 14届

“这项赛事正在推动一项基础科学研究
发展成为一个产业。”王飞跃介绍，中国智能
车未来挑战赛可以追溯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在 2008年设立的“视听觉信息的
认知计算”重大研究计划。

据悉，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创办于
2009年，旨在通过真实环境中的比赛，交流和
验证我国视听觉认知信息处理及无人驾驶的
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推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与物理可实现系统的有机结合，产出满足国家
重大需求并具有原创性的科技成果。从 2009
年在西安拉开帷幕，挑战赛已经举办了 14届。
“从人比车走得快到人比车跑得快，再到

车比人快，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见证了无人
车的发展和变化。”王飞跃表示，挑战赛促进了
我国无人车从简单封闭道路，逐步走进真实、
开放、多变的道路交通环境，使得无人车更好
地与周围环境参与者的意图、行为进行交互并
预测，形成自主可靠且安全的行驶路径。
“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以无人车作为

展示平台，不仅历练了技术，还推动了产业
发展；不仅实现了源头创新，还有望造福百
姓。”王飞跃说。

图为高温功能材料处理窑炉部件。 研究团队供图

国内首座智能化天然气掺氢陶瓷梭式窑问世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近日，中国科学院

广州能源研究所燃烧与热流科研团队同合
作者，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座智能化天然气掺
氢陶瓷梭式窑。

记者获悉，团队经过多年攻关，开发出
天然气掺氢比例可任意调节的低氮燃烧
器，突破了大功率天然气掺氢安全高效燃
烧、燃烧负荷和掺氢比例动态调控等关键
技术，并结合“源头控制，梯级降解”的氮
氧化物治理理念，将稀土类高温功能复合
材料与现有燃烧技术工艺有机结合，实现
了高温功能复合材料耦合调控低碳燃烧关
键技术的突破，迈出了技术推广转化过程
的坚实一步。

依托该技术成果，团队联合潮州市索力

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研制出国内首座智能
化天然气掺氢陶瓷梭式窑。11月 25日，窑炉
正式点火，实现了掺氢比为 32%条件下的稳
定运行；11月 26日至 12月 2日，窑炉完成
不同烧成温度（1220℃和 1280℃）、共计 4窑
陶瓷出口产品的烧制。经广东省特种设备检
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测试，耦合高温功能复
合材料的燃烧技术，可实现节能 5%、氮氧化
物排放低至 15mg/m3的效果。

该示范应用首次在高掺氢比条件下烧
成高质量陶瓷产品，验证了高温功能复合材
料耦合调控低碳燃烧技术的节能环保性、安
全可靠性和产品适应性，为陶瓷企业及其他
工业窑炉的绿色能源安全高效利用提供了
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