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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统计】 

 

截止 2019年 11月底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18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18 年 

横向到款 

 

2018 年 

合计到款 

 

2019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19 年 

横向到款 

 

2019 年 

合计到款 

 

光电与计算机学院 5414（796） 1081 6495 3374（604） 952 4326 

医疗与食品学院 983（51） 360 1343 2493（18） 602 3095 

能动学院 1244（224） 1239 2483 1099（307） 1366 2465 

机械学院 652（105） 810 1462 680（109） 1163 1843 

环境与建筑学院 615（8） 488 1103 678（34） 664 1342 

材料学院 783（8） 193 976 557（0.5） 406 963 

管理学院 437 227 664 505（20） 441 946 

理学院 260（11） 26 286 399 26 425 

出版与艺术学院 172（47） 183 355 259（9） 126 385 

马院 33  33 78 47 125 

外语学院 55 12 67 81 26 107 

中德学院 23 12 35  48 48 

沪江学院 1（1） 2 3 3 18 21 

实管中心     9 9 

体育部 1 2 3 0.5 1.5 2 

中英学院       

其他 146 274 420 200 343 543 

合计 10819 4909 15728 10406.5 6238.5 16645 

                              

                        单位：万元 

 

供稿：黄华杰 吉莉 潘嘉屹 史茹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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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我校召开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动员大会 

11月 27日下午，我校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动员大会在图

文信息中心报告厅召开。副校长刘平出席会议并做动员讲话，全校 10余个相关

学院的 300余名教师参加，会议由科技处处长张大伟主持。 

刘平首先肯定了 2019年我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取得的成绩，随后通过和兄

弟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情况的对比，指出了我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

作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基金申报工作的奋斗目标。刘平指出，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基础研究是学校高水平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也是我校高水平大学建设的

重要抓手，同时也是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助推剂，学校将进一步加大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组织申报力度，希望各学院和全校教师能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

申报工作，提高申报质量，提升立项数量，从而助推学校的高水平大学建设。 

会上，学校邀请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他得安教授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申请和评审中的一些体会”为题做了精彩的报告。他得安教授从项目摘要的

凝练、立项依据的撰写、研究内容的组织、创新点和关键科学问题的提炼、研究

团队的组建等方面分享了自己以往在基金申请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也从评审专家

的角度提出如何让申请书更容易引起专家的注意 

随后，我校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艾连中教授，从申请者、评审专家、指南编

制专家多个角度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目标、项目分类、评审规则、申

报技巧，建议申请者应该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紧跟学科发展前沿、整合团队

研究方向、参加学术交流会议、咨询同行研究专家，不断凝练研究方向、提高申

请书质量。全体参会人员聆听了报告，并就如何对待专家意见、如何组建团队成

员、如何从青年项目转为面上项目等方面与两位主讲教授进行了详细交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数是衡量高校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做好国家自然

基金的组织申报工作，是全校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动员大会的召开为我校 2020

年度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的申报吹响了号角，全校教师共同努力，争取我校国家自

然基金立项取得佳绩，快速提升学校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助力学校高水平大学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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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副校长做动员讲话             他得安教授分享申报经验 

上理工学者首次入选 2019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11月 19日，科睿唯安发布了 2019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全球近 60

个国家来自各领域的 6216位高被引科学家入榜，中国大陆入榜人数达 636。其

中，我校理学院魏国亮教授首次入选交叉学科领域。入榜这份备受期待的名单，

科学家均发表了多篇高被引论文，其被引频次位于同学科前 1%，彰显了他们在

同行之中的重要学术影响力。 

魏国亮，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德国洪堡学者。近年来，在工业复杂系统控制与滤波、网络化控制与信号处理、

传感器网络滤波、移动目标定位、机器人控制、视觉优化、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算

法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在国际

刊物 Automatica,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 and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Systems and Control Letters 等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其中 19篇论文为

高被引论文。担任美国数学评论员，国际 SCI检索期刊 Neurocomputing 副编辑，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理事。 

“高被引科学家”是由科睿唯安文献计量学专家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

库，通过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等 21 个学科领域的引文数据分析得出，该

名单遴选出了各领域中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即受到全球同行集体认可的最具引

文影响力的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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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天地·学院风采】 

我校在 Science 子刊发表重要研究成果 

上海理工大学庄松林院士团队谷付星老师课题组在单层二维材料发光领域

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Enhancing monolayer photoluminescence on 

optical micro-nanofibers for low-threshold lasing”（增强微纳光纤上的

单层荧光用于低阈值激光）于 2019年 11 月 22日发表在《科学》(Science)子刊

Science Advances 上。该文章指出微纳光纤表面不稳定的硅氧三元环结构经光

活化后会形成大量的氧悬挂键，这些氧悬挂键会大量消耗生长在微纳光纤表面二

硫化钼（MoS2）中的电子，最终增强 MoS2 的荧光量子产率并形成稳定的激子发

射状态。基于此高量子产率发光特性，研究人员又利用单层 MoS2/微光纤微腔复

合结构获得超低阈值的室温激光。该论文的发表对低维半导体发光器件及微纳光

纤表面物理的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 

该论文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谷付星副教授为通讯作者，博士生廖风、

于佳鑫副教授及博士生顾兆麒为共同第一作者。论文作者还包括剑桥大学

Tawfique Hasan教授及杨宗银博士，浙江大学方伟副教授，及上海理工大学的

庄松林院士和顾敏院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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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拥有独特发光特性的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TMD)受到大家广泛关注，

但单层 TMD材料的生长制备和处理过程带来的缺陷导致了显著非辐射复合。另外

当激发光功率增加时，单层 TMD中产生的高密度载流子也会增强诸如激子-激子

湮灭的多体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导致了单层 TMD材料的发光强度和荧光量子产率

强烈地依赖于激发光的强度。在实际的发光器件应用中，提高在高激发光强度下

单层 TMD 的荧光量子产率非常重要。如对于传感器和成像器件等，高功率激发产

生足够强的发光信号可以降低探测器的积分时间而实现对样品的快速监测。而对

于像激光器、放大器等需要高激发强度而实现粒子数反转，单层 TMD材料的较低

荧光量子产率使得器件很难获得足够的增益。目前报道的单层 TMD 激光都是基于

高品质微腔而产生的，需要复杂的样品微加工制备和转移过程。 

这里研究人员利用微纳光纤独辟蹊径，提出了基于硅氧键活化能的量子产率

增强机理。标准微纳光纤是由稳定的硅氧六元环组成，想要打破这种结构，需要

的能量高达 9 eV。该工作首次发现微纳光纤拉制的过程会破坏稳定的硅氧六元

坏结构，形成不稳定的以硅氧三元环为主的低元环结构，此时只需要 4到 8 eV

的能量就可以打破这种不稳定的结构，使用连续激光就可以在稍强光照射下（在

105Wcm−2量级）打破低元环，分裂成大量的硅氧悬挂键(≡Si−O•)。这些悬挂键

以填充和桥接的方式进入到单层 MoS2中，并不断吸收 MoS2中多余的电子，降低

其载流子湮灭过程，最终将 MoS2荧光光谱由三体激子发射转变为激子发射为主

的发射方式。随着泵浦强度从 10−1增加到 104W cm−2，我们的光激活后的单层

MoS2的荧光量子产率约为 30％至 1％，同时样品的高量子产率的稳定性可以达

到六十天以上。 

室温下增强的荧光量子产率使得不再需要设计精巧的谐振腔结构，就可以利

用微光纤横向的回音壁微腔结构获得稳定发射的微腔激光信号。单层 MoS2/微光

纤谐振腔的激光阈值达到 70Wcm−2。研究人员进一步使用微光纤微瓶腔结构实现

了对单层 MoS2荧光更强的束缚能力，单层 MoS2/微光纤微瓶谐振腔的激光阈值

低至 5Wcm−2，其 Q 值仅为 1177。如此高的量子效率可以为在单层 TMD提供足够

的光学增益，不需要高质量因子光学微腔就可以产生低阈值的室温连续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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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拉锥微纳光纤表面的氧悬挂键形成示意图。CO2 激光器加热过程打破光纤（直

径 D=125 μm）表面的硅氧六元环结构，在微纳光纤（D≈1 μm）表面形成丌稳

定的三元环，强光照射活化后三元环分裂成大量的氧悬挂键(≡Si−O•)。整个拉锥过

程使光纤内部的硅氧键能量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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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平面 MoS2 和光活化后 MoS2/微纳光纤（D=3.3 μm）上的量子产率和荧

光峰值位置，光活化后 MoS2 量子产率达到 30%,且荧光光谱的中心位置始终在

1.85eV 附近；(b) MoS2 复合微瓶腔结构在丌同激发功率下的激光光谱及对应的激

光模式，TM131 模式的 FWHM 为 0.58 nm，对应 Q 值 1177。 

论文链接地址：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5/11/eaax7398 

供稿：光电学院 

理学院铋科学与生物医学材料团队 

在《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上发表封面论文 

近日，理学院铋科学与生物医学材料团队李钰皓、缪煜清、欧阳瑞镯老师在

国际知名刊物《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上发表高水平论文“Ultrafast 

synthesizing bismuth mesoporous nanolitchi radiosensitizer loading high 

dose DOX for CT-guided enhanced chemoradiotherapy”，并被选为封面论文。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由美国化学会创办，是材料科学、化学等研

究领域的综合性期刊，最新影响因子为 8.456，位列中科院工程技术 1区。 

癌症是目前影响人类寿命的主要因素之一，对癌症的治疗，除了手术以外，

通常采用放疗或化疗的治疗形式。该论文创新研制了一种具有多孔结构的荔枝状

铋基介孔纳米材料，用于 CT成像引导下的肿瘤放化疗增强联合治疗。该复合材

料中的铋基多孔材料可对肿瘤的放疗治疗效果起到增强的作用，同时利用携带的

化疗药物进行体内缓释，从而实现放疗与化疗协同联合治疗，该材料在小鼠乳腺

癌肿瘤治疗中表现出了良好的肿瘤增殖抑制能力，达到肿瘤治疗的目的。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5/11/eaax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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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响应学校医工交叉合作研究的布局，铋科学与生物医学材料团队携手质

子重离子医院孙筠研究员进行合作。论文第一作者刘杰研究生在双方共同指导

下，展开铋基纳米材料的肿瘤治疗医工交叉研究，为癌症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

基于铋元素的治疗思路。 

铋科学研究团队主要从事铋元素以及纳米生物医学与材料等相关领域的研

究，当前研究聚焦纳米诊疗、抗癌药物、抗菌材料以及光电催化等方面。 

 

 

  

   

      

 

论文链接：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ami.9b13647 

供稿：理学院 

智慧医疗光学实验室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 

11月 15日，由我校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联合举办的智慧医疗光学实验室

学术论坛在我校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举行。会议以“聚焦医工交叉，砥砺

科技创新”为主题，拟进一步落实“医工交叉”的科技创新。 

本次学术论坛是由中国工程院庄松林院士与宁光院士共同发起。以临床医学

应用为导向，以创新光电技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系统为工具，为推动科技创新

搭建跨领域科研合作平台而举办。与会嘉宾有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院士（FIAMBE）

兼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首席科学家张元亭教授，上海理工大学光电

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庄松林院士，学校科技处处长张大伟教授，光电学院

常务副院长张学典教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曹亚南研究员、国

家医学转化中心曹青老师，联想创投董事总经理梁颖女士，投资总监张强先生、

陈兴文先生，天士力控股战略发展总经理李思睿先生，以及奥佳华健康事业部总

经理贺中春先生等，重点探讨了产业资金将如何在未来助力于科研创新。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ami.9b1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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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分为学术讲座与科技创新产业论坛两部分。会议由张学典主持，由

庄松林院士致欢迎词，张大伟代表校方介绍了近几年我校取得的成果。张元亭教

授作为主讲嘉宾，以《心脑血管健康工程—智能可穿戴系统与“使命 MISSION 

2025”》为主题作了精彩讲座。 

作为 CAS/CUHK 生物传感器与医疗仪器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与国际可穿戴无

袖带血压测量设备标准工作组 IEEE1708组长，张元亭教授在此次报告中系统地

讲解了智能可穿戴系统在心脑血管健康工程中的应用与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表

示，心脑血管疾病一直以来是对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若在根源上改变心脑血管

疾病的现状必须在战略上做出对策，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早诊断、

早干预、早治疗、早康复。早在 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就已经推出第三次革命，

即为了人类的健康，生命科学、物理科学、数学和工程学在医疗领域的融合收敛，

使不同技术和学科融合形成统一的整体，从而产生新的途径和机遇。 

讲座结束后，多位与会嘉宾以“产业资本如何赋能科技创新？”为主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各位创投专家交流思想，探讨技术，评估未来的医疗科技发展趋势，

力求在医疗科技创新与医疗和传统企业之间的合作上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联想创投集团旗下包括风险投资、内部孵化、加速器等业务，同时最大化开

放了联想集团各方资源，为被投企业提供战略、研发、供应链、技术、管理和市

场方面的优质资源。梁颖女士表示，上海理工大学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光

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在以庄松林院士为核心的研发队伍近年来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今后将继续对创业项目进行深入交流，以期待下一个行业的独角兽公司

出现；李思睿先生谈道，天士力集团以大健康产业为主线、以制药业为中心，全

面围绕大健康领域开展投资、并购和合作，这也是“产业+资本”双轮驱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产融结合”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了

解到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创新项目，尤其是在“医工交叉”创新项目的应用领域能

够展开合作交流。 

本次学术论坛重点是要为促成未来投资机构与科研创新平台达成新的合作

模式铺路，将为投资机构与科技创新平台带来新的机遇。期待在未来投资机构与

科技创新平台之间，能够建立更加互惠互利的双赢合作模式，为未来医疗科技发

展共同翻开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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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亭教授向不会嘉宾                     合影留念 

讲解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起因 

                                                 供稿：光电学院 

我校举办“第三届低温生物医学暨生物传热论坛” 

2019 年 11 月 23 日，“第三届低温生物医学暨生物传热论坛”在我校医疗

器械与食品学院举行。此次论坛由上海市制冷学会第六专业委员会、上海市低温

生物医学技术服务平台、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样本库分会低温生物学组主

办，我校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生物系统热科学研究所承办。我校党委副书记孙跃

东出席论坛并致辞，“十三五”传染病防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负责人、国家病原

微生物资源库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魏强研究员，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重点

项目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输血科欧阳锡林主任，中国

极地微生物菌种资源保藏库创始人、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陈波主任等 28 位著名专

家学者出席论坛。论坛由我校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院长刘宝林教授、国家千人计

划获得者孙文全教授、天津商业大学诸凯教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饶伟

研究员和北京科技大学乐恺教授主持。 

论坛邀请到了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浙江大学、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北京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上海农科院、上海海洋大学等 21 家单位，分享

了各自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演讲嘉宾围绕“病原微生物资源低温保藏需求与应

用”“极地低温环境/低温物种及其产物资源可利用性”“南极鱼抗冻蛋白的起

源、进化、功能及应用研究”“上海种质基因资源保藏—低温低湿库和超低温库”

“基于胞内海藻糖冷响应纳米胶囊递送的活细胞低温保存”“组织再生支架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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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分析”“诊疗剂纳米载体的血管内输运及其与细胞膜的相互作用”“液相

线跟踪低温保存方法的最新进展”“激光皮肤手术中制冷剂喷雾冷却瞬态传热过

程及冷损伤动力学分析”“冻干微米级磷脂囊泡及其长崎存储稳定性问题”“基

于微流体技术的低温保护剂处理”等 14个主题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与会师

生进行了互动交流，论坛气氛热烈。 

论坛还就我国低温生物以及生物传热学科领域的发展与瓶颈、机遇与挑战等

进行了深入探讨，共同探讨我国低温生物医学发展之路，并一致提出“让低温技

术更热，让低温平台更优，让基础研究更深，让应用范围更广”的总体发展目标。 

低温生物医学暨生物传热论坛于 2015 年由我校发起，每两年举办一届，至

今已成功举办三届，旨在汇集人才智慧，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我国低温生物医学

以及生物传热学科发展。本届论坛充分体现了“交叉融合”的理念，大大增进了

我校低温生物医学及生物传热团队与国内知名研究团队的交流和合作，夯实了我

校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对外交流的平台。 

   

校党委副书记孙跃东致辞                     参会人员合影 

                                                供稿：医食学院 

【科技交流】 

上海市高校产学研调研工作组来我校调研 

11月 20日下午，由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技术进步处、市教委科技处、市经

信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技术创新服务部和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组成的高校产学研

调研工作组来我校调研。国防军工办主任、科技处副处长甘屹，上海理工大学国

家科技园副总经理程景玉以及技术转移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此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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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信息化委技术进步处调研员徐志祥表示，要充分发挥上海的地理位置

优势，提高高校的创新能力，为国家解决重大战略问题作贡献。上海市教委科技

发展中心副主任蒋皓指出，要针对目前面临的“卡脖子”技术攻关，组织高校和

企业联合攻关技术方案。 

甘屹详细介绍了我校产学研工作的发展布局，以建设未来光学国际实验室、

智能制造国际实验室、康复器械国际实验室为基石，推动我校优势特色的五大学

科快速发展的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他表示，学校已在医工交叉、人工智能、军地

结合等领域布局一批重点合作项目，传承产学研相结合的传统，争取通过扎实工

作，产出一些具有核心技术价值的原创性成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做准备。 

围绕国家“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精准扶贫”的重大政策导向，我

校在长三角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及精准扶贫地区建立了 30 多个技术转移工

作站和工作站考核评价体系，实施工作站经费激励机制，进一步强化了技术转移

制度体系建设；开展了高价值成果的挖掘与培育工作；与企业共建了联合科研平

台，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增长。在产学研工作的推动过程中，我校仍面临着前期

研发投入不足、与企业对接过程中不顺畅、技术转移专业人才紧缺的问题。对此，

调研组成员给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市经信委技术进步处调研员徐志祥发言 国防军工办主任、科技处副处长甘屹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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