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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东华大学研究团队发表研究成果

让防霉像“接种疫苗”一样简单
据解放日报 记者日前获悉，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东华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杨自力团队
研发出环境友好型“防霉疫苗”，创
新技术让防霉就像“接种疫苗”一样
简单安全。

传统防霉剂如同“化学武器”，靠
毒性杀灭霉菌，但也不利于人居环
境。团队首创“代谢干扰”路径，不再

“以毒攻毒”，而是“断粮灭口”。这就
像给霉菌喂“代糖”——让它们欢快
吃下“假营养”，却无法真正生长，最
终“饿死”在繁殖期。

这项研究以无毒小分子替代有
毒化学物质，靶向破坏霉菌的遗传物
质，相较于传统防霉剂用量减少
80%，且无色无异味，喷洒处即时形
成防护膜。实验室数据显示，即便在
湿度 95%—99%的极端环境，防霉效
果仍接近100%。

“这就像给房间接种‘防霉疫苗’，”
项目负责人杨自力介绍，“喷覆一次可
维持整个梅雨季防护效果，粮食仓
储、家居环境甚至地下室都能适用。”

团队新发现了霉菌细胞在代

谢过程中的物质交换通道，巧妙
采用类似“无糖”饮料中的“代糖”
逻辑，提出一种全新的霉菌灭活
方法：通过无毒无味、但霉菌代谢
过 程 中 又 十 分喜欢的小分子“无
糖物质”，让霉菌繁殖力旺盛期不
断摄入该无营养的“无糖物质”，
从而在第一代霉菌的生命周期内
避 免 增 殖 ，诱 导 其 代 谢“ 饥 饿 灭
活”。由于第一代霉菌摄入过多

“无糖食物”而被“饿死”，此时纵然
环境十分潮湿、能给霉菌提供充足
的水汽，霉菌最终还是因为营养摄
入不足而消亡。该技术实现由“毒
杀”到“饥饿灭活”的技术跨界升
级，即使环境再潮再湿，也不怕霉
菌滋生。

然而，霉菌是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的微生物，在面对现有灭活技术的大
分子时会产生应激反应，抵抗这些有
害大分子的入侵。为此，现有灭活技
术的分子难以侵入霉孢的内部，通常
需要在细胞壁表面作业，先破坏霉菌
的细胞薄膜后，才侵入孢内蛋白和遗
传物质。这就使得目前除霉产品需

要大剂量、高浓度才能保证有一定的
灭活效率。

东华研究团队创新改变了侵入
霉孢的方式，通过研发“代糖成分”
小分子，伪装通过霉菌细胞与环境
的物质交换通道“直奔内核”，侵入
孢内并附着在孢内蛋白与遗传物
质上，并改变其结构，使得霉菌在
增殖过程中无法识别所需蛋白与
遗传物质。由此，该技术仅需小剂
量、低浓度就可以实现高效抑菌，
同时避免对环境与施加基体带来
影响。

经实验室实测，在 28℃—30℃、
95%—99%湿度的霉菌培养箱内，喷
洒有“防霉疫苗”的样品抑制效率始
终保持在近乎100%。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
《 建 筑 与 环 境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成果亮相第十一届中
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这一系列技术现已完成实验室验证，
团队正与企业合作推进产业化，有望
彻底解决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等地
区的雨季霉变困扰。 ■徐瑞哲

据文汇报 上海最新启动一场国
际创新大赛，设下50万元总奖金，希
望能吸引全球研发团队，借助AI（人
工智能）模型和AI计算，针对一个潜
力与挑战并存的抗癌药物标靶推进
药物分子的发现进程。根据相关规
划，该项赛事有望在未来连续举办，
力争成为AI赋能生命科学领域有影
响力的国际大赛，提高上海在计算生
物学领域的全球影响力。

当前，AI 与生物医药日益深度
融合，从靶点筛选、分子设计到临床
研究，AI 技术已成为加速新药研
发、降低开发成本的核心驱动力。

《上海市计算生物学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2023—2025年）》提出，要把上
海打造成计算生物学领域创新思
想、科研范式和重大应用的策源
地。在此背景下，由市科委指导、市
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主办的
上海国际计算生物学创新大赛正式
启动。

本次大赛聚焦于一个潜在的抗
肿瘤药物创新靶标——羟基羧酸受
体 1（HCAR1）。 早 先 研 究 表 明 ，
HCAR1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与代
谢紊乱及肿瘤发生发展等多种病理
过程密切相关。尽管 HCAR1 作为
治疗靶点极具价值，但高亲和力、高

选择性 HCAR1 药物分子的研发仍
是空白，且高通量活性测试难度大、
三维结构信息缺乏，并存在多个同
源受体，导致相关靶向药物分子研
发滞后。

为此，上海希望通过这一赛事，
加速靶向 HCAR1 药物分子的发现
进程，推动计算生物学在创新药物研
发中的转化应用。通过赛事平台，上
海正汇聚高校院所和企业等多方力
量，更好构建“基础发现—技术验证
—转化应用”的创新闭环。同时，大
赛配套的高规格实验标准与国际化
评审体系，也可为本土团队提供对标
全球顶尖水平的实战机会。

大赛面向全球开放，不限年龄、
国籍，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
个人等均可报名。整个赛事将分设
小分子和大分子两条赛道，分别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

本次大赛联合主办方还包括复
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科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近岸蛋白、恒瑞医药、上
海国投先导等。专家表示，借助此类
赛事的标准化评价和筛选机制，新药
研发“重论文轻转化”的情况有望缓
解，其产生的辐射协同效应将为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升级提供关键推力。

■张懿

据解放日报 社交平台各种“除
湿小妙招”很流行，号称可以实现
低 成 本 防 潮 除 湿 。 它 们 真 能 除
湿吗？

“水宝宝”不能代替干燥剂
“水宝宝”是网传“吸水神器”之

一，几元钱就能买上百颗，号称能代
替除湿剂。

弹珠一样的“水宝宝”其实是由
聚丙烯酸钠（SAP）制成的彩色吸水
性树脂小球，它能快速吸收并锁住大
量液态水，主要用在植物保水、应急
吸水上。但是，它们无法吸附空气中
的水分子，因此不能代替干燥剂或除
湿剂，不能用于环境防潮除湿。而
且，将“水宝宝”暴露在环境中，其凝
胶中的水分还会缓慢蒸发到空气中，
反而增加环境湿度。此外，“水宝宝”
五颜六色的外观和光滑的表面，可能
引发儿童误食和滑倒风险。

用生石灰除湿太危险
用生石灰除湿的建议也很常

见。但是，风险不小。
生石灰具有极强的吸湿性，但也

有很强的腐蚀性和刺激性，遇水会
剧烈放热。所以，接触生石灰务必
佩戴防护手套、护目镜、口罩，穿长
袖衣物，避免造成灼伤。而且，不
能把生石灰放在密封包装中。它
遇水反应产生的热量快速积聚，在
密闭空间内可能有爆炸风险。如
果在密闭小空间内使用大量生石
灰，快速吸湿的同时还可能导致局
部温度显著升高。

还要避免将水直接倒入生石灰
中，否则会引发剧烈沸腾、喷溅甚至
蒸汽爆炸。此外，网传“把生石灰晒
干后可重复利用”的说法实为误导。
生石灰变成熟石灰后，不会释放出水
分，除非放在高温下煅烧，因此用生
石灰吸湿是一次性的。

防潮除湿可以用这些
网传用咖啡渣、活性炭、洗衣粉、

小苏打等也可以除湿，不过这些物品
的吸湿能力有限，也不能与水发生反

应，一旦吸收水汽很容易结块，时间
长了还容易发霉。所以，只适合在较
小空间内短时间使用。

如果想在室内大范围除湿，建
议使用除湿机或空调的除湿模式。
除湿机吸入空气，经加热除湿后，将
干燥的空气吹出，可以高效降低空
气中的湿度。在高温高湿的环境
中，空调除湿模式的除湿效果较好，
吹出的冷风可兼顾除湿与凉爽。只
是相比专业除湿机，空调除湿能力
相对弱一些。

对于小空间的防潮除湿，可以
使用氯化钙除湿盒或硅胶干燥剂。
氯化钙拥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形成
水合物的能力，吸湿量较大，非常适
合放在密闭的衣柜、抽屉里除湿。

而硅胶干燥剂本身的多孔结
构和表面极性可以吸收空气中的
水分，能用在食品保鲜、衣橱防霉
等多个领域。普通硅胶添加氯化
钴或甲基紫后，还能制成变色硅
胶，可以显示干燥剂状态，提醒及
时更换。 ■白璐

据文汇报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儿
童医院获悉，该院正式启动两院区门
诊服务调整计划，所有临床专科周一
至周日全天开放，副主任医师及以上
专家周末常态化出诊。

“中小学生平日里忙于学业，容
易忽略慢性病的诊治，假期也成‘系
统检修’难得的时间窗口。”上海市
儿童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王林告诉记
者，从往年就诊数据看，超重或肥
胖、近视、龋齿、脊柱侧弯、心理问题
等均是儿童暑期就诊相对集中的病
种，相应科室也已做好准备，医疗服
务全时在线。

中午11点30分，一位年轻妈妈走
进了儿保科普通门诊5号诊室，给患有

多动症的孩子配药。主治医生汪秀莲
为其开出处方，并多次叮嘱用药细
则。“我的公司就在附近，平时给孩子
配药还得专门请假。自从儿保科增设
午间号源后，方便多了，算上等候时
间，大概15分钟就能配到药品。”

上海市儿童医院门诊办公室主
任史婧奕介绍，目前医院开展“中午
连一连”的科室包括呼吸科、消化科、
普内科、儿保科等；“放学延一延”的
科室包括内分泌科、肾脏风湿免疫
科、呼吸科、普内科等。与此同时，门
诊基础号源也将根据实际需求实时
动态扩容，患儿及家长可错开高峰时
段，选择更适合的时段就医。

■李晨琰

6 月 24 日，游客在大足石刻景区
一处数字化声光场景中体验。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始凿于初唐，是重庆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遗
产。近年来，当地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大足石刻保护工作，为这一世界文化遗
产的活化利用注入新活力。

目前，大足石刻已有75处文保单位实现数字化信息采集全覆盖，初步完
成数字档案建设。同时，大足石刻景区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创建“智慧景区”，打造8K球幕电影、VR体验等项目，丰富游客体验。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据解放日报“一日而色变，二日
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
味尽去矣”，白居易《荔枝图序》里有
关荔枝新鲜度变化的记载，正是热播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主角李善德
需要解决的问题：怎样用最短的时
间，将极难保鲜的荔枝从岭南跨越
1000多公里送到长安？

电视剧中，李善德用了分枝植
瓮法、盐洗隔水法、冰块保鲜与竹
箨封藏等方法，先将新鲜荔枝的保
味时间延长到 10 天左右，再合理
规划运输路线，最终完成了任务。
这些保鲜方法虽出自小说，但也有
典籍可考，均是唐朝农产品的保鲜
方式。

到了 1200 多年后的今天，保鲜
技术、物流效率与唐朝不可同日而
语，但消费者发现，荔枝的保鲜难
度仍旧很高，将荔枝从冰箱冷藏室
取出，短短几小时，原本泛红的外
壳就会变成暗淡的褐色。这是怎
么回事？

与其他水果相比，荔枝具有高代

谢、高耗氧、高敏感等特性，从离开枝
头的那一刻开始，就进入加速衰败
期。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抑制其呼
吸、氧化和乙烯合成，它的品质将迅
速下降。

其实，不论是唐朝还是今天，荔
枝的“保鲜密码”都没有变过，那就
是：低温。

低温可有效抑制荔枝的呼吸作
用和微生物繁殖，延缓风味变化。
电视剧里的李善德用冰块降温，今
天的荔枝经销商会对采摘下来的荔
枝进行预冷处理，通过强制冷风、冰
水浸果沥干、气调包装等方式，迅速
降低果实温度和呼吸速率，再通过
冷链，将荔枝从产地送到全国各地
的市场上。

对消费者来说，如果想吃高品
质的荔枝，同样可以参考这一“保鲜
密码”。

一方面，尽量选新鲜的荔枝。如
果表皮呈明显褐色，说明已经开始氧
化，不够新鲜；如果果柄和果皮交界
处有虫孔或柄部发黑，品质也不高；

若出现酸味或酒味，更是变质变味的
先兆。新鲜的荔枝表皮偏红偏硬有
弹性，比较水润。

另 一 方 面 ，购 买 后 应 及 时 食
用，若不能全部吃完，建议保留荔
枝完整的果柄，然后冷藏保存，不
要放置在常温环境中。冷藏前，不
要用水清洗，因为水分会加速果皮
霉变；若表面有灰尘，可以用干布
擦除。冷藏时，将荔枝装在透气的
保鲜袋中或用纸巾包裹，不建议使
用密封袋，后者容易出现冷凝水，
反而加速变质。

需要提醒的是，荔枝虽然甜美多
汁，但绝不能像苏轼说的那样“日啖
荔枝三百颗”。每年都有人因为吃太
多荔枝而出现“荔枝病”：轻症为头
晕、出汗、乏力、心慌等；严重者可能
出现四肢厥冷、血压下降，甚至抽搐、
昏迷乃至休克死亡。一般来说，健康
成年人一次吃200克荔枝属于适量，
大约 10 个普通个头的荔枝；糖尿病
患者、儿童、孕妇等群体，建议单次食
用量不要超过100克。 ■任翀

“除湿小妙招”管用吗？

荔枝如今有新方法保鲜吗

儿童医院临床专科周一至周日全天开放

学生暑期就诊服务全时在线

启动国际创新大赛设50万元总奖金

沪邀全球AI高手寻抗癌新药

科技赋能大足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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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购房服务送到“校门口”，精准适配高校师生的安居需求——

杨浦持续发力，打造人才“强磁场”

本报讯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如何“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杨浦不仅在“筑巢引凤”，还在

“因凤筑巢”。

政策解读、金融支持、专
项优惠“打包上门”

近日，一场由上海市房地产行业
协会组织开展的“人才之城，上海之
家”专享主题活动在复旦大学管理学
院政立院区举行，为高校师生提供“一
站式”购房服务。

近期，房贷利率下调、限购政策调
整等新政陆续出台，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
成为行业关注的课题。

复旦管院政立院区位于杨浦区国
通路政立路路口。每天约有 6000 名
学生在这里上课，其中在职学生多为
企业高管，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

本次活动对9个优质楼盘进行现
场推介，户型面积覆盖广，从 99 平方
米到330平方米不等；项目类型丰富，

包括先锋艺术住宅、精装实景现房、低
密花园别墅、滨江低密洋房等，精准适
配师生的安居需求。考虑到出行通
勤，参与活动的项目均交通便利、配套
齐全，且均位于杨浦区。

“公积金贷款有什么新政策？”
“杨浦区的几个地段有无推荐”……
活动中，不仅有房地产行业专家分享
房地产相关知识，解读各类政策，提
供面对面的购房咨询服务和指导建
议，还有金融机构提供购房金融服
务，并设置项目展台，针对现场订房
者推出专项优惠。

“活动办得很贴心，”复旦管院青
年学子小陈说，“我们平时工作学习繁
忙，想购房却对专业内容一知半解。
现在房地产专家把服务送到我们身
边，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

“我们学院的师生大多是高端人
才，这次活动把优质房源直接送到学
校，为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省去了

‘大浪淘沙’的麻烦。”复旦管院运营管
理办公室主任助理徐江表示。

据介绍，“人才之城，上海之家”活

动将持续开展，为更多人才提供“送房
上门”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无需预约，不用刷身份证，没有围
墙，更找不到校门。在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政立院区，市民能像逛街一样逛
大学。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

“三区”融合发展，推动了文化资源共
享，也让科技成果转化更顺畅。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上海复旦科
技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荆勇一直在
杨浦区的科创企业工作，见证和参与
了“三区”融合发展。

荆勇介绍，复旦大学与杨浦区着
力建设新型协作机制，聚焦重大科研
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签署战略
（框架）合作协议，产、学、研互融互动，
政府、企业、高校、园区与社区打破圈
层，激发创新活力。

复旦管院政立院区这边，居民小
区连片、小店云集，烟火气扑面而来；
校区那边，隔一条马路就是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大创智创新发
展示范园区。园区集聚着 4500 多家
企业，与在此工作、生活的17万人。

学校与周边社区、科技园区融合
发展，形成开放式教育商业综合体。

“不仅打通有形的围墙，还要打通

无形的围墙，让高校的智力资源向杨
浦溢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区科经委主任李正明说。

杨浦将成为全球人才创
新创业的“首选地”

前不久，杨浦结合“十五五”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面向全球发布急需紧
缺人才目录“征集令”，在智能制造、创
意设计、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建立完
善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引进、激励等制
度举措，更好营造人才高效配置的优
质生态，为杨“数”浦新质秀带创新区
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东上海人才港”，是杨浦区“人才
秀带”的重要一环。未来，“东上海人
才港”将形成“人才服务－科创策源－
成果转化”三角矩阵，为“科学家、企业
家、投资人”搭建高效协同的成果转化
桥梁，通过打造以高品质人才社区为
引领的“科学家社区”“国际人才社区”

“青年人才社区”三位一体人才安居新
体系，助力杨浦成为全球人才创新创
业的“首选地”。

“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
杨浦”创新人才实践基地已经揭牌，将
通过举办顶尖学术论坛、协同联动培
育人才、提供专业智库支撑、联合开设
研修课程、助力前沿项目引进等方式，
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人才
引育与实践实训体系，进一步推动科
研成果加速转化。 ■汤顺佳 宗禾

（部分配图为资料图）

本报讯 日前，上海理工大学与
上海农商银行共同举办捐赠及合作
签约暨成果转化赋能生态圈启动仪
式，推出银行面向学校早期科技成
果转化领域的“捐赠+”合作方案，共
同谱写科技金融赋能高校科创的新
篇章。

上理工校方表示，此次与上海农
商银行合作，是学校主动汇聚社会资
源、积极推动成果转化的创新实践，双
方有望在科技金融赋能高校科创工作
中形成常态化、可持续、能复制的合作
模式，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注入新
鲜活力和持久动力。

近年来，上海理工大学大力发展

医工交叉，联合上海市30余家三甲医
院，通过“医”“工”专家携手探讨和攻
关临床医疗技术痛点，开展医工交叉
项目 360 多项，产出全球首创柔性冷
刀冷冻消融系统、国产化替代高性能
超声刀系统、临床应用裸眼3D显示系
统等一批代表性成果。学校通过加强
对外合作、共建产业联盟，持续推动相
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本次与
上海农商银行的“捐赠+”合作，将为
医工交叉领域技术研发和概念验证提
供专项基金，同时联合生态圈伙伴赋
能，继续促进医工交叉成果产品化和
商业化落地。

上海农商银行介绍，此次将金融

支持进一步前移，以创新合作方式，
与上海理工大学共同助力高校科研
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最初一
公里”征程。同时，在捐赠基础上，紧
密协同各政府单位、投资机构、孵化
器等生态圈伙伴，为上海理工大学的
创新创业师生提供综合化的赋能服
务，助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更好更快
地成长。

未来，上理工将与上海农商银行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筑成果转化新
生态，深入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积极落实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要求，助推高校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又讯 近日，同济大学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以下
简称“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交
流座谈会在上海农银大厦举行。

同济校方表示，当前，同济大学
正以五大研究院创建为契机，推动
学科转型，开拓新域新质。同济大
学与农业银行合作基础深厚，在农
业银行的支持下，学校在教育数字
化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打造了智
慧校园驾驶舱，建设了数字校园 10
个系统，形成“教育大数据+算力网
络”平台。面向未来，双方合作前景
广阔，希望共同打造未来课堂和未
来学习中心，联合培养金融科技创

新人才，联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研
究，形成资源共享。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介绍，
农业银行正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探索
科技赋能金融，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同济大学为农业银行深化数字化
转型、创新金融服务提供了重要智力
支持。双方将共同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推动人工智能在商业银行精准风
控、普惠服务、运营提升等各个领域
的创新应用，提升银行服务能力和水
平，加快建成以人工智能赋能的智慧
银行。
（综合自上海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官方
微信公众号）

科技金融赋能高校科创
大学牵手银行，共筑科技成果转化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