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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Y-HUBS“创新无国
界 全球共创新”讲坛，35岁的张
经纬分享了一个机器人的故事。

张经纬是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的
一位临床医生，病人中患关节
炎的占很大部分。数据显示，
国内达到关节炎诊断标准的病
人约有一亿人，需要进行关节
置换手术的人则超过五百万
人。而曾经国内医生所用的一
台手术机器人进口价将近3000
万元。

如今，上海九院骨科和上
海微创医疗集团一起研发的
国产鸿鹄膝关节置换机器人，
在国内71家医院得到使用，同
时，全国还建立了30多个机器
人培训中心。更令人瞩目的
是，作为我国首个能够出口海

外的骨科关节置换机器人，它
于2022年进军美国，2023年又
成功进入欧洲。迄今为止，这
张“成绩单”仍然是独一份的。

这个始于咖啡馆里思想碰
撞的国产机器人，研发团队从
最初的6人到如今60多人，历经
三代样机迭代，不仅成为“国产
之光”，还因此带来了很多国际
合作与交流。张经纬记得，曾
经有一批波兰医生，花了30多
小时，过来看了 30 分钟的手
术。“如果早几年，他们还能多
看一会，因为最早我们做一个
全膝关节置换手术还需要1~2
小时。”他笑道。

不过对于现在的机器人张
经纬有更高的期待，因为它还有
点笨重。“希望做到用拉杆箱拉
着就能走，这样我们到边远地

区去做手术也能用上。”张经纬
说，而更理想的未来是，当骨科
机器人实现智能化，再偏远的
地区都可以靠医生远程操控，

“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故事，在我
们身边不停上演。故事越来越
多，未来会越来越好。”

浦江创新论坛首设青年创新讲坛

为一群年轻人
设一个开放麦

张铁华，1990年出生，研究边缘智
能服务和图学习；杜文献，1991年出生，
研究纳米材料在心脑血管的诊疗；白龙，
1991年出生，专注于“类器官”技术；董
楠卿，1992年出生，关注人工智能赋能
农业……不同科研领域的创新“佼佼
者”，同样年轻的面孔，在今年浦江创新
论坛首设的青年创新讲坛Y-HUBS上集
体亮相。连续3天，戴上“开放麦”，他们
在这个大舞台中的小天地中，创造出了
怎样的一幅幅场景？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33岁的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
人民医院副研究员杜
文献是“目标 200 岁”
专场的主持人。讲坛
结束后她并没着急离

开，下午场又见到了她的
身影。“这回我来当观众。”她

笑道。她非常喜欢这种创新又
有趣的交流形式，即使下午场

“专业不对口”，也不想错过观摩
的机会。

遇到做传感监测系统的华
东理工大学教授张博威，两人

“跨服”聊天一样谈得热火朝
天。“真是为我们年轻人提供了
一个非常好的、开放的公共交流
平台，促进跨领域的了解。”34岁
的张博威感叹道。

因为有手术，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青年医
生刘剑楠没能像杜文献一样留下
来，他觉得很可惜。第二次参加
浦江论坛，他觉得这一届“更国际
化、更有创造性了”，多学科的交
叉共融、更广泛的传播手段，让他
期待与更多同龄人产生共鸣。

32岁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
室科学智能中心副主任董楠卿
主攻人工智能，在“智生未来”专
场时上台聊起了与农业相关的
话题。2023年9月从牛津大学计
算机科学系毕业后归国，他就开
始研究如何让人工智能赋能农
业。“未来会直接下田的青年人
的确不会太多了，那我们就来做

点如何让农业更年轻、更智能的
事。”他说。

年轻人对于农业关注度不
高是社会普遍情况。董楠卿曾
经在招博士生时遇到了学生的

“婉拒”，这位学生告诉他：“老师
您很有情怀，但家里人觉得我还
是做其他方向比较合适”。“中国
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也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产业。”他想
呼吁更多的人工智能人才投身
于农业领域，没想到浦江论坛给
了他一个可以“振臂一呼”的机
会。现场有年轻学生听了他的
分享之后觉得很受感触，这让董
楠卿觉得这次没白来。

33岁的上海大学副研究员
白龙做的是“类器官技术”，“如
何实现体外细胞修复，是我们正
在探索的事情。”白龙告诉记
者。而34岁的同济大学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助理教授张铁华
则一直在边缘智能及服务、图学
习方面开展研究，“主要就是图
学习在一些场景里面的应用和
实践。”他说。在不同领域，他们
都各自发着光。

而第一次来浦江论坛的舞
台，“久经沙场”的他们还是有些
紧张，但又珍惜这样的机会。张
铁华说：“这个舞台给了我们年
轻科研人员一个发声和展现的
机会，也让我们结识到志同道合
的青年研究人员、优秀的企业
家，是个拓宽眼界的好机会。”短
短半天，他已经交到了新朋友。

9月8日，Y-HUBS“目标200
岁”讲坛，28岁的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段佳讲述
了她三篇论文登上《Nature》期
刊背后的波折。

做第一个课题时，她想搞
清楚激素是如何调控生殖功能
发生的，需要拿到辅助生殖治
疗中给患者使用的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HCG）。“我们开始想
自己弄，但差不多半年，拿到
的蛋白一直都不是太好。突
然有一天我发现医院有这个
激素，就跑到医院挂号配药。
医生问我干什么，我说拿回去

做一个实验。”拿回去测试了
一下，她发现的确和实验室里
面表达的激素差距很大。“所
以有时候做科研和临床是有
稍微的脱节。”

人类都有活得越久越好
的“大胆”目标，而段佳所做的
基础科研，是从根本上理解衰
老发生的底层逻辑，不断开发
新的药物靶点，发现新的治疗
策略去对抗衰老。这个过程，
非常漫长。

“虽然我是做药物研发
的，但当有人问我研制出了什
么药，其实我不太知道如何回

答。”段佳说，一个药从靶点
发现到最终进入临床再到应
用于人，可能要几十年，“甚
至我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这
样一个机会看到。”尽管过程
漫长，但她依然在不停地寻
找新的方法。如今，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对于数据筛选和
识别的快速，就提供了降低
药物研发周期的可能。

她说：“‘目标 200 岁’，相
信会从梦想走进现实。”这样
的自信得到了台下的“表白”：

“段老师，您应该是我们年轻
科研人员追的星。”

一个机器人的故事

三篇论文背后的波折

一次年轻人的“聚会”

▲现场观众听得很认真。
◀张经纬分享国产膝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研发的故事。

浦江创新论坛为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搭建了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