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10

·教育
2021.5.14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陈素萍/版面设计：金碧云/责任检校：朱少川2021.5.14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陈素萍/版面设计：金碧云/责任检校：朱少川

引进“国家队”人才
196位双聘教授，组建成一流队伍

中科院可谓我国的科研“国家队”，代表中国科研领域最

高水准。在杭州市的盛情邀请下，这个科研“国家队”也确定

来杭州落户。于是，国科大杭高院这样一个“高起点、小而

精”，集科研和教育为一体的新型科教融合创新平台，在2019

年揭牌诞生。

目前，杭高院的云艺校区已在西湖区转塘石龙山脚下“定

居”，毗邻中国美院和西湖大学。

但这只是“前哨站”。将来，国科大杭高院将在铜鉴湖畔拥

有1000多亩的双浦园区，此外还有石龙山园区和谷鼎园区。

“从确定落户杭州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确要保证杭高院

具有国际竞争力。”杭高院院长王建宇是我们浙江宁波人，这

位中科院院士决心要建立起一支一流的科研队伍，并把前沿

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落地到家乡。

短短两年，赵国屏、吴岳良、丁健、江桂斌、李林、谭蔚泓、

唐勇、王建宇、蔡荣根、蒋华良、马大为 11 位两院院士以双聘

形式加盟杭高院。

“要想打造一支顶尖人才聚集的科研团队，选拔机制必须

有所突破。”王建宇说，中科院是一座人才宝库，如何在较短的

时间内，在杭高院建立起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国科大杭高院

探索性地构建了“全职+双聘+博士后”的引才体系。

在这一创新人才体系下，杭高院现已有196位双聘教授，

其中两院院士 11 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杰青”及同层次人

才93人，“四青”等国家级骨干青年人才83人，下一步还将加

大引才力度。

国家级项目落地
探测引力波，创建健康大数据库

“国家队”人才，带来了国家级项目。

今年 4 月 18 日，引力波宇宙太极实验室正式落户杭高

院，浙江省引力波精密测量重点实验室揭牌，标志着杭州拥有

了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的核心支撑平台。

“2016年，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这个成果获得了诺贝尔

奖。”王建宇告诉记者，他是“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验证

卫星工程总指挥，“当年，美国人在地面上探测到两个黑洞的碰

撞。而我们的引力波探测将在太空里实现，它能做到怎样的精

度呢？几百万公里范围里一个原子级别的震动，都将被探测到。”

“目前，空间引力波探测是国际最尖端、最前沿的科学技

术，我们和美国NASA以及欧空局，在技术上并驾齐驱，位于

世界顶级行列。”王建宇说，“引力波探测能为物理学上的许

多疑难问题寻求突破。比如，遍布宇宙的暗物质、暗能量到底

是什么？也许引力波探测能为我们找到答案。”

与此同时，国科大杭高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执行院长

吴家睿，正领导着中科院的一个精准健康研究项目，其中一部

分研究已经在杭州的实验室里开展。

2020年，在中科院支持下，“多维大数据驱动的中国人群

精准健康研究”项目启动。“我们和北京、重庆、合肥、宁波等地

的医院合作，希望能收集足够多的中国人健康样本和大数据，

根据这些数据去开发算法，从而进行健康的管理研究。”

吴家睿致力于的健康大数据和“精确医疗”的研究，将可

能彻底改变人们对医疗的概念，“传统的医疗是等病了再去医

院看，大健康的关键，是把抗击疾病的关口前移，早期监测、早

期干预。”

吴家睿主持创建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库 TreeQNet，已在

杭高院“科创大脑”平台接入。这个医疗大数据库构建基于组

学大数据的肿瘤治疗数据库与判别模型，拟用3年左右时间，

将包含 20 种以上中国人常见的恶性肿瘤数据和治疗判别功

能。“目前已完成首个中国人结肠癌转移相关的多组学整合图

谱，为癌症个性化用药提出了超越基因组分析的新方向。”

在物理信息、生命健康和智能科技三大领域，依托中科院

的优势，杭高院 8 个交叉型二级学院、1 个科创中心和 2 个省

级重点实验室已经拉开建设序幕。“高起点，小而精”的杭高

院，将助力杭州乃至浙江的科研实力的腾飞。

“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人杰地灵。杭高院希望成为一个

高端的科教融合平台，规模不一定很大，但可以符合浙江的需

求。”王建宇说。

加速政产学研融合
培养高端复合型“新杭州人”

产学研融合，是当下十分热门的概念。科研成果如何顺

利转化？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如何有效沟通、精准匹配资

源？这正是“科创大脑”平台的功能。

企业与高校合作，能产生怎样的火花？在本次科创产融

大会上，第一个与杭高院签约的上市公司摩贝集团CEO常东

亮深有体会。

这个源于中科院的企业，最初是服务于企业内部的研究

型数据平台，商用版网站摩贝于 2013 年 9 月上线，服务于全

球化工、医药、新材料等行业。

“企业与高校合作使双方的优势和资源得到最佳互补、配

置和共享。”常东亮说，高校集中了许多与企业合作的要素，例

如人才、科研项目以及有与市场应用合作的强烈愿望。而企

业则有敏锐的市场嗅觉，“我认为两者的合作，是当前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主要方式之一。”

为了改变科技和应用“两张皮”，解决科学成果转化“最后

一公里”难题，杭高院成立了“创新创业和产业孵化中心”。

“我们致力于培养世界前沿科学技术的引领者、自主核心

技术的研发者和新型产业发展的驱动者。”王建宇说，“坚持

以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科研创新基地和新产业孵化

基地为‘两翼’的发展战略。”

“当然，这些高端创新型复合人才，都将在杭州本地培

养。”王建宇说，从踏入杭高院开始，他们就是“新杭州人”。

5 月 11 日，政产学研近

500名流云集在杭州云栖小

镇，国科大杭高院 2021 科

创产融大会隆重开幕。

这是一次产学研界的

“武林大会”，其东道主，是落

户杭州才两年的中国科学院

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简称

杭高院）——中科院在杭州

的重要基地。

在这次科创大会上，国

科大杭高院首个科创大数据

智慧管理平台——“科创大

脑”正式亮相，该平台旨在精

准匹配科学家、企业家、政

府/园区、科创人员、投资机

构五大用户的需求，促进科

技资源共享，加速政产学研

融合发展。

经过这次科创大会，很

多人认识了杭高院这所重量

级科教融合机构。

中科院为何会到杭州落

户？杭高院及其“科创大脑”

平台，又会给杭州乃至浙江

的经济、科研带来怎样的新

机遇？

为此，本报记者走进国

科大杭高院，专访杭高院院

长、中科院院士王建宇和中

科院系统生物学家吴家睿，

以及参加此次科创大会的许

多产学研界名流，让我们一

起听听这些大咖们的见解。

引进“国家队”人才，落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中科院在杭州有了一个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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