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5 日-15 日，“管理赋

能，共同成长”管理学学科周暨

复旦管院科创周在复旦管院举

行。学科周期间，12 场线上线

下各类专题活动先后开展，涵

盖科技前沿新知、科创投融交

流、科创管理新书发布等多个

领域，诺贝尔奖得主、普利策奖

得主等多位重磅嘉宾参加活动

并作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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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2023 复旦管院科

创周正式启幕。院长陆雄文发

表开幕演讲；2013 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

院荣誉院长迈克尔k莱维特（Mi-

chael Levitt）在“ 科 技 之 光 大 讲

堂”上作主题演讲；复旦大学复

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院长、上海

人工智能实验室领军科学家马

剑鹏，国泰君安创新投资医疗健

康负责人黄平与陆雄文院长进

行圆桌对话；学院科创办公室主

任岑岺老师担任开幕论坛主持

并作学院科创实践专题分享。

12 月 8 日，科创企业案例创

新论坛以“出海背景下的研发管

理与知识产权协同”为主题，邀

请学界、企业界嘉宾围绕科创时

代的知识产权管理、国际化合规

经营等话题展开共同探讨。当

天，由复旦管院访问教授、中引

创投管理合伙人王雷与复旦管

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教授

卢向华及学院案例研究员共同

编著的《科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与管理》新书正式发布。

12 月 9 日，“复旦科创先锋

年度论坛”在李达三楼 2 楼报告

厅举行。12 月 12 日，以“科研探

新”为主题的“科创研究课题分

享”活动举行。12 月 12 日，“科

创投融助力平台路演”“科创企

业圆桌论职”“科创事业合作人

面对面”先后举行。12 月 13 日，

“科创向善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与“‘科学神话深处的管理内核’

问学讲堂科创周特别呈现”同时

在管理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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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与 14 日，通过线

上直播方式，本次学科周特设

“开挂k不止科创”首届播客节科

普活动分两期播出。12 月 5 日

至 30 日，“共振”用视觉艺术捕

捉前沿科学——线下联展在管

理学院李达三楼二楼举办，以 40

块展板展现呈现复旦青年科学

家、校友科创新势力、青干营新

生力量的最新科创实践成果，展

示“与科创共同成长”。

本次“管理学学科周暨复旦

管院科创周”还通过复旦管院微

信号、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进行

推送，并通过媒体进行对外传播

报道。据统计，“2023 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科创周”直播累计全网

收 看 人 数 逾 400 万 人 次 ，其 中

“复旦管院”自媒体平台收看人

数逾 100 万人次，媒体直播平台

收看人数近 3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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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复旦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复旦丁铎尔中心王

玉涛教授团队领衔与合作者在

《自然》杂志（Nature）在线发表题

为 “Country-specific net-zero

strategies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

dustry”（《制浆造纸行业的国家

差异化净零排放策略》）的研究

论文（Article），首次从系统视角

揭示了全球主要造纸生产与消

费国家造纸行业温室气体排放

特征，提出了 2050 年不同国家

实现该行业净零排放目标的差

异化策略。

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公约

第 28 届缔约方大会（COP28）指

出了当前实现《巴黎协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的行动窗口正在迅

速变小，强调了各国尽快采取

深度减排措施的紧迫性。工业

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

源之一，工业部门的脱碳对实

现净零排放目标至关重要。

造纸行业是全球人为温室

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由于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呈现

显著的复杂性特征，推动其逐

步脱碳并实现净零排放面临系

统性挑战。首先，造纸行业产

业链长，涉及林业、化工、能源、

回收等多个行业，这些行业在

原料采集、产品生产、废弃物管

理 等 阶 段 与 造 纸 行 业 相 互 作

用，共同影响着造纸行业温室

气体排放。因此，当前多数相

关措施或研究仅关注生产阶段

等单一阶段或过程的碳减排，

可能会忽略其他环节的减缓机

会。其次，从系统视角来看，造

纸行业具有碳源与碳汇的双重

属性，这进一步增加了该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特征的复杂性。

尽管部分研究通过生命周期分

析等方法考虑了造纸行业多个

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往往

忽略了上游可能存在的森林碳

排放和下游形成的碳存量。此

外，在多个阶段多个过程影响

造 纸 行 业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的 因

素，如资源禀赋、能源特征、生

产结构、技术水平等，具有显著

的区域异质性，加剧了造纸行

业脱碳的难度。

针 对 以 上 问 题 ，该 论 文 建

立了首个涵盖全球 30 个主要造

纸 生 产 与 消 费 国 家 长 时 序

（1961—2019）、多 阶 段 、多 过

程、高解析度的造纸行业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集，揭示了该行

业温室气体排放特征，从时间、

阶段、过程、空间等多个维度识

别了排放热点，并通过情景分

析研究提出了考虑各国本地化

特征的 2050 年净零排放策略。

综上所述，该研究首次针对

全球主要纸产品生产与消费国

的造纸行业构建了包括原料采

集、制浆、造纸与印刷、使用与废

弃 物 管 理 等 多 阶 段 多 过 程 的

1961—2019 年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清单，强调了从系统视角研究

造纸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特征的

必要性，提出了考虑区域异质性

的不同国家造纸行业实现净零

排放的差异化策略。该论文是

《自然》主刊首篇关于造纸行业

净零排放的研究文章，为推动工

业行业逐步脱碳并实现净零排

放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参考。

王玉涛教授研究团队长期

从事生态环境系统工程研究，近

年来在清洁生产与产业生态、碳

中和与生物基经济、绿色“一带

一路”研究等方面取得多项进

展，结合本研究取得的成果在马

来西亚造纸企业成功开展了海

外清洁生产示范工程。该项研

究工作得到了国家科技部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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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由复旦大学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复旦大学

心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心理学

会整合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

FLOW 冥想承办，复旦大学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协办的“第五届整

合心理学论坛暨中国社会心理

学会整合心理学专委会 2023 年

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本届论坛以“整合心理学视野中

的生命教育“为主题，国内外心

理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

人、业界代表汇聚于复旦大学校

园，深入探讨当下生命教育的现

状，探索推进健康中国及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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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黄金通

道，河西走廊自古以来便是东西

方人群交流的重要桥梁，东西文

明长期在此互联互通、互学互

鉴。然而，由于缺乏古 DNA 数

据，该地区人群历史的研究长期

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

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

究院文少卿团队、生命科学学院

金力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

队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

获取25例来自河西走廊中部的黑

水国汉代墓地和河西走廊西端敦

煌佛爷庙湾曹魏-唐代墓地的古

基因组数据，并整合已发表的河

西走廊及其周边人群的古基因组

和现代人的全基因组SNP芯片数

据进行了群体遗传学分析。

12 月 16 日，相关研究成果以

“Inferring the demographic histo-

ry of Hexi Corridor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from ancient ge-

nomes”（《古基因组揭示河西走

廊过去两千年的遗传史》）为题

在 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

上发表。该研究通过古基因组

比较分析，重建了近两千年以来

河西走廊的人群遗传历史，以科

技考古手段证实了重大历史事

件对河西走廊人群的影响。

课题组对汉代以前、汉代至

唐代、现代等三个时间段的基因

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河西走

廊人群至少发生了一次明显的

遗传成分转变，即以齐家文化为

代表的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祖

先成分转变为黄河中下游新石

器时代晚期/青铜晚期铁器时代

早期的祖先成分，这种转变甚至

影响到了新疆东部。

课题组发现，这次遗传成分

的显著转变，与张骞“凿空”及汉

王朝经略西域并设置“河西四

郡”的历史息息相关。而上述古

DNA研究的结果，证实了汉代以

后，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移民便

参与了河西走廊的建设。

本次研究中，课题组在敦煌

佛爷庙湾墓地曹魏时期和唐代

的个体中各发现 1 例欧亚大陆东

西部的混血个体，其欧亚西部祖

先成分分别高达~30%和~50%。

有趣的是，这两例个体都显示出

当地男性和欧亚西部女性的偏

向性混合，这种人群混合模式在

契丹和蒙古帝国中也有发现。

此外，这两例个体均葬于集体墓

地中，“说明这些混血后代没有

因‘华夷之辨’受到家族的区别

对待，体现了敦煌的开放包容之

风。”研究人员介绍。

在 课 题 组 看 来 ，欧 亚 大 陆

东西部混血个体的发现，便是

敦煌这座城市多民族融合、多

元文化并存的佐证，更是丝路

繁华的缩影。

通过对现代人的全基因组

SNP 芯片数据的分析，课题组发

现，现今河西走廊人群是欧亚西

部相关血统和本地历史时期人

群血统的混合，欧亚西部祖先成

分约为 5%-20%。与历史时期的

河西走廊人群相比，现代甘肃汉

族及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等

河西走廊特有民族普遍受到了

额外的欧亚西部人群遗传影响。

据推测，河西走廊人群欧亚

西部人群和本地历史时期人群

的混合时间约在距今 600-1000

年，这一时期中，最重要的历史

事件是蒙古帝国扩张。

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及其子

孙西征的过程中，从中亚、西亚

等地征召大量军士和工匠，他们

成为蒙古军的一部分，部分驻守

在河西走廊。此外，元朝政府为

了充实河西走廊的户籍，也从西

域迁徙大量军民到河西走廊驻

屯，这些历史事件进一步拓展了

东西方人群的交流，并深刻影响

了河西走廊现今语言-民族格局

的形成。 ຸḬመᏥᆐቂ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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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是一种以多巴胺

能神经元丧失和α-突触核蛋白

（α-synuclein）聚集为特征的神

经系统疾病，但目前缺乏有效治

疗手段。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华山医院李继喜教授、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南华大学张灼华

教授合作在细胞程序性坏死调

控帕金森病（PD）发生的机制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发现 MLKL 缺

失可以显著缓解α-突触核蛋白

突变导致的帕金森病模型小鼠

的神经炎症和运动障碍症状。

日前，研究论文在线发表在国际

神经科学领域权威期刊《分子神

经退行性疾病》（Molecular Neu-

rodegeneration）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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