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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优秀，走在一起

在加盟浙江大学医学院之前，张国捷已经是其所在领

域的顶级学者：他在生物多样性基因组学和生态演化基因

组学方面做出了引领国际的突出学术贡献、先后领导完成

了多项国际重大动物基因组演化研究工作，并解决了被誉

为物种演化研究领域最困难的问题——现生鸟类的起源

与演化关系。

有媒体用“重磅转会”来报道他的加盟。

荣誉加身的张国捷为什么会选择浙江大学医学院？

“在国外，我有自己的研究平台和团队，可以平稳地走

下去，但是我觉得缺乏挑战。演化生物学在国外已经比较

成熟，但在国内，才刚刚起步，我希望能在高校将这门学科

建设起来，并推动它的发展。”

张国捷解释，演化生物学与医学、信息学、生命科学等

多个学科具备交叉融合的契合点，“在这方面，浙江大学学

科门类齐全，学科综合优势明显，能够提供一流的平台。”

以鸟类的起源研究为例，万种鸟类基因组学计划迄今

已完成了数百个鸟类物种的基因组测序、组装和全基因组

比较分析。张国捷和团队用全基因组 DNA 序列来推断

鸟类物种关系树和物种形成过程，这对计算效率和准确性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而在良渚实验室（系统医学与精准诊治浙江省实验

室），借助超级计算机，从获得样品到分析完成，一个常规

鸟类物种的全基因组建立最快半个月即可完成。

人们总以为演化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古老的物种演

化历史事件。但在张国捷看来，生命的演化也关乎当下。

就像疾病，医生会关注疾病是怎么发生的，身体的哪

个部位或基因出了什么问题来解决疾病的问题。演化生

物学则可以帮助回答疾病“为什么”发生：从演化角度更深

层次解析疾病的演化机制，为未来大健康数据分析和医学

交叉转化应用提供重要支撑。

荣誉的背后，是创新和拼搏

优秀的平台和优秀的人才彼此间有磁性，初为浙大医

学人的张国捷对未来满怀信心。而 7 年前加入浙江大学

医学院的胡海岚已经用事实做了证明。

2019年，在荣获杰出女科学家荣誉之前，胡海岚就已

经荣获第 12 届国际脑研究组织-凯默理神经科学国际

奖，评委会评价她：在情感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这一脑科学

前沿领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出色成果。

今年再获殊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她的国际学术影

响力为中国科研在国际上发声。

荣誉和大奖的背后，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卓越的追

求。用胡海岚自己的话说，“名气并不重要，最大的成就感

来自于你是第一个发现了自然未知中某个环节的人。”

这是浙大医学人求新的基因。

2018年2月15日，胡海岚教授研究组在Nature发表

了2篇背靠背的研究论文，推进了人类关于抑郁症发病机

理的认知，并为研发新型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多个崭新的分

子靶点。

而在此之前，她对抑郁症的研究已长达9年，这期间，

她和团队在这个领域已完成系列研究，科研中很多意外和

惊喜都是在这些课题的不断推进中冒出来的。

能攀高峰，就要有巨大的付出。胡海岚实验室的训练

强度并不小，她对学生的要求是每周 50 小时，“基本的时

间付出是需要的，当然，也要注重效率。”

“爬最高的山，走最远的路，看最美的风景，不忘初心。”

在科研中经历无数次失败的胡海岚用这句话激励自己。

当有人问她，天赋和努力哪个更重要时，胡海岚说：努

力是必须条件，而天赋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学习获

得，“事实上，天才比多数人更努力。”

勇攀高峰，不断突破

如果说张国捷和胡海岚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新鲜血

液，那么姚玉峰可以说是“生于斯长于斯”。

1979年，姚玉峰考入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
院）临床医学系。上个世纪90年代，到日本留学的他致力

于眼科角膜移植的研究与创新，并最终解决角膜移植排斥

反应这一世纪难题。

那一年，姚玉峰只有33岁。

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眼科界命名为“姚氏法角膜移植

术”，并被载入国际角膜移植发展史。“作为一个医生，最大

的享受，是让自己的设想成为现实，并达到理想的效果。”

医学的路总是充斥着艰辛，支撑姚玉峰破解难题的除

了医者的初心外，还有浙江大学医学院赋予他的精神动

力。“学校教育就像熔炉，有些精神潜移默化，受益终身。”

姚玉峰至今记得，当年为参加卫生部组织的统考，医

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全力以赴，“我们吃完晚饭就去教

室占位置自习，老师们九十点还来辅导。”

正是那三届考生的三次考试，让浙江大学医学院在

全国一战成名。

“学生们的拼搏，尤其是老师们的敬业、付出、认真负

责，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可见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多大的

影响。”取得巨大成就后的姚玉峰并没有止步于此，这几

年，他一直在新的领域不断突破。

他和浙大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合作，成功开发出人工

智能角膜病诊断系统，准确率达到 87%。而这项研究是

基于姚玉峰收集的1万5千多位角膜病人的完整病例，16

万多张角膜病的裂隙灯照相，历时20多年。

他用4年时间研究新的病毒学诊断技术，只需取患者

一滴眼泪，就可以检查清楚10种眼科病毒，这种试剂盒已

经被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准，很快将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使用。

从眼科基础和临床研究到跨界人工智能，再到“触电”

生物技术，姚玉峰总是对身边的人说：科技和创新推动社

会进步，我们在这上面也不能停。

百花绽放，未来更可期待

80后的张国捷，70后的胡海岚，60后的姚玉峰，在彼

此的领域，成绩卓越，但他们并非一枝独秀。

37岁的医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张岩团队在重要药

物靶标的机制研究和调控领域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关

键突破；2021年，良渚实验室夏宏光团队研发的全球首个

线粒体自噬诱导剂候选药物正在加紧争取临床批件，有望

治疗老年痴呆症等多种重大疾病；2020-2021学年，来自

巴德年班的2018级本科生张翌拿到了校设最高层次奖学

金——竺可桢奖，立志成为临床医学科学家的她大一开始

就进入实验室进行科研训练。

从顶级学者到科研新星，再到初入校门的医学生，在

浙大医学院，他们各自绽放光彩。

百花齐放春满园。

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科技创新团队奖、超越世界医

学巅峰的科研技术⋯⋯这些是所有浙大医学人同力协契

的成果。

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

生。每一代“浙大医学人”都在践行这句医学生的誓言。

过往皆序章。他们曾开创历史，也必将再造一个辉煌

的未来。

前辈照亮历史，后人熠熠闪光
这里人才辈出，一代接一代，卓越不凡

卓 越 传 承卓 越 传 承

最近，张国捷教授正在忙

着组建自己的课题组。

这位哥本哈根大学历史

上首个，也是最年轻的华人终

身正教授，今年 2 月刚刚加盟

浙江大学医学院。80 后的他

踌躇满志，相信自己的演化生

物学科在这里将大有可为。

今年 3 月，胡海岚被授予

“2021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

标兵”称号。70 后的她在去

年还斩获了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奖，在此之前，她和团队“十

年磨一剑”，在神经学科方面

获得重大突破，促进了新一代

抗抑郁药物的研发。

今年，60后姚玉峰研究的

一项病毒学诊断技术，即将上

市推广。27年前，他破解了一

个世纪难题，独创“姚氏法角

膜移植术”。这么多年，姚玉

峰一直没停下前进的脚步。

这三人是各自领域的佼

佼者，但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

方：浙江大学医学院；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浙大医学人。

今年是浙江大学医学院

成立 110 周年，在 110 年的历

史长河中，这里涌现出诸多大

家，灿若星河的前辈们照亮过

往之路，卓越不凡的后继者们

则让未来熠熠闪光。

本报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富祯祯

曾经的药理实验课

当年的医学生们在专心听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