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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手中拿杯咖啡，是王鹏元认为一天中最

有仪式感的开场白。作为整个团队的“大脑”，他

要 穿 梭 于 各 个 实 验 室 ，亲 手 指 导 组 员 进 行 实

验，也会插空回到办公室里看论文、写材料。坐

得久了，就把办公桌高度调高，站着办公，顺便

活动活动筋骨。到下午，他到实验室咖啡厅喝

第二杯咖啡充电，又投入到一场接着一场的会

议当中。

在团队成员与学生的眼中，王鹏元是个不折

不扣的“工作狂”，实验室团建都会带上电脑，争分

夺秒地工作开会。王鹏元听到后连忙摇摇头补充

说：“现在的我已经放慢很多了，至少强迫自己不

把电脑带回家了。”

事实上，和印象里勤勉到甚至有点“苦哈哈”

的科学家们不同，来自中国台湾的王鹏元，说话温

柔 ，他 说 自 己 属 于 非 典 型 科 学 家 ，有 着 work

hard, play hard的“工作信仰”，享受工作、劳逸

结合。“我最忌讳拖沓，效率太重要了！”

硕士期间，王鹏元在台湾大学一边学习化

学工程专业课程，一边研读医学工程的课程，硬

是用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化工与医工的双学位。

“本科期间一直是全系第一名，下课后也时常和

同学们一起打球，一打就是 3 个多小时。”王鹏元

说，“晚上室友都睡了，只有我的书桌灯还亮着，

这种生活方式在那时就已经刻在 DNA 里了。”

博士资格考试是他至今最难忘也最“难啃”的考

试，时常“睡”在图书馆里也要把流体力学、热力

学、动力学、热质传等硬科目反复练习。成为博

士候选人的他，没有时间庆祝，继续穿上白大

褂，回到实验室里与心心念念的“细胞”聊起了

往后的人生。

这股子会学也要会玩的精神自然从上学延续

到了工作中。

在课题组的公众号里，记者看到了最前沿的

科学资讯、研究成果发表，还有文武擂台运动会、

冬至品汤圆、沙滩烤肉等各种活动分享。

课题组的助理介绍，王鹏元还保留着当年

“运动健将”的身影，台球、篮球、网球、乒乓球、

羽毛球等运动，样样都能打上几局。访前一天，

王鹏元和实验室脑疾病与认知功能康复集群

的 同事们刚获得了瓯江实验室羽毛球比赛一

等奖。

一杯咖啡，让“工作狂”学会慢下来

37兆2千亿，是什么概念？每个人的肉体都由如此海量的细胞组成，它们无休无眠地“工作”，守卫着我们的健康。

“细胞是活的，是生命的最小单位，我们研究细胞就是在观察人体内部的世界。”见到瓯江实验室干细胞

与工程生物学课题组负责人王鹏元时，他正在显微镜前，观测人类胚胎干细胞。他兴致勃勃地形

容自己的工作：“用活细胞设备实时观测干细胞的行为，太有趣了！”

在生命健康领域摸索出更宽广的道路

瓯江实验室的探索者
离闹市很远，离梦想很近

本报记者 林辰辰 李晓旭本报记者 林辰辰 李晓旭

创新力量看创新力量看浙浙浙 浙江省实验室浙江省实验室探访探访YOUNGYOUNG

2021 年，瓯江实验室(再生调控与眼脑健康浙江

省实验室)正式在温州环大罗山科创走廊“落户”，极具

山水温州特色的奇秀山景、浩渺水景就围绕在实验室

四周，形成自然和科学的交相辉映。从办公室窗户往

外望，蓝天白云和山峰仙岩互相环抱，风景独好。

瞅着天气晴，王鹏元不忘提醒团队成员们，第二天

要一起去爬山。过去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他，如今，也

渐渐放慢了脚步喜欢上了在温州生活的日子。

“一开始收到瓯江实验室的橄榄枝，还有些不确

定。”王鹏元告诉记者，自己以前从没来过温州，当

时受邀参加了在温州举行的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

感受到了不小的“瓯江震撼”。“没想到温州还能够吸

引这么多海内外的院士、专家，甚至还有诺贝尔奖获

得者。”

瓯江实验室对标国际的决心与对人才的重视也深

深吸引着王鹏元。“和传统高校不同，瓯江实验室开展

有组织科研，课题组之间加强了互动交流和思想碰撞，

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攻克卡脖子难题，同时实行的 PI

制（项目负责人制度）与国外科研单位相似，能让科研

人员获得最大程度的科研主导权，许多伟大的工作都

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这才是科学家最需要的土壤。”

王鹏元说道，“总计价值 2.44 亿元的前沿仪器设施，也

让我们能够‘施展开拳脚’。”

加入瓯江实验室刚满两年，王鹏元已经组成了一

个近30人的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其中还

有多个“00 后”。而这支年轻的队伍已经带动多项技

术走向成果转化，展现出生物工程在生命健康领域巨

大的潜力。

王鹏元认为，朝气蓬勃的队伍和科研创新相辅相

成。“科研不能被眼前的已知束缚，创新就是打破旧的

认知。”他要汇聚一群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具备勇敢

与挑战的决心，和瓯江实验室一起，在生命健康领域摸

索出更宽广的道路，持续向前走，为探索人类细胞命运

的奥秘，尽一己之力。

拧成一股绳，攻克卡脖子难题

一副黑框眼镜、一身白大褂，王鹏元小时候的

梦想是当一名医生。他笑着指指自己的行头：“现

在也很像吧？”

化学工程专业出身，但王鹏元离梦想其实很

近。医生穿梭在手术台间救死扶伤，维持人类的

生命；他多年来则是研究如何透过微环境力学调

控细胞的命运，学习“细胞的生存之道”，开发出相

应的仿生材料与细胞工程方法，最终推动人类生

命健康事业的发展。

王鹏元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个透明小圆盒，里

面两个“小东西”外形就像个回旋镖，中间部分有

如清澈的水晶球。他介绍，这就是“新型调节式人

工晶状体(accommodative intraocular lens,

AIOL)”，和目前医院用的所有晶状体都不一样。

“白内障是全球致盲率最高的眼部疾病之一，

要完全治愈，只能依靠更换‘相机镜头’，将患者的

混浊晶状体置换新的晶状体”，王鹏元介绍，“目前

的晶状体以单焦点为主，且原材料与先进技术长

期被外国公司垄断，国产替代突破迫在眉睫。”

在多年技术研究基础上，团队与合作者彻底颠

覆国外技术的底层逻辑，从材料和技术两方面创

新，利用化学气象沉积技术做出了“膜包油”AIOL，

可以实现长期表面抗污与柔性可调节的功能。

目前该项目已经成为区域新质生产力产业发

展代表，入选温州市龙湾区“先投后股”首个试点

项目，加速成果转化。

多年研究，颠覆国外技术底层逻辑多年研究，颠覆国外技术底层逻辑

王鹏元（中）指导团队成员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