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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勇：聚焦主业 •追求卓越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中国科学院  北京  100864

编者按 有机化学托举着“基础研究”和“转化应用”两项重任，在“四个面向”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

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成立的15个研究所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围绕国家重大需求

作出了哪些贡献？面对人工智能的新浪潮，又有怎样融合发展的新未来？70余年的积淀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

神财富？基于以上相关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刊》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所长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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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机化学国家队的使命与担当

《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有机所”）作为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的组成部分，在履行建设科技强国的使命责任中

承担着怎样的重要角色？

唐勇：首先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突破现有理论和

方法的局限，引领有机化学学科的发展。有机化学最

根本的问题是化学键的选择性活化、断裂和重组，即

在温和条件下实现分子高效“连接”，核心是解决效

率和选择性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同时，有机化学更加

关注分子的“功能”，这需要通过与生物、材料等多

学科交叉实现。上海有机所作为有机化学领域的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之一，将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传统

研究范式，力争在金属有机化学、天然产物合成和化

学生物学、有机氟化学等学科方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上取得突破，推动和引领有机化学的发展。

其次是在原创技术方面，助力有机化学相关领域

*访谈人：杨柳春、武一男、文彦杰、王虔、王振红；采访日期：2024年10月15日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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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担当。有

机化学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国民经济、国防安全等多

个方面密切相关的学科。上海有机所结合自身的研究

基础和相关领域国家需求，积极探索基础研究驱动原

创技术的科技创新模式，发展生物医药和战略有机材

料领域的核心技术。在生物医药领域，一方面利用上

海有机所有机合成化学的优势，去解决重要药物中间

体和原料药合成工艺问题，使药物生产变得更绿色、

更安全和更便宜；另一方面通过对天然产物化学生物

学的深入研究，发展面向肿瘤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

大疾病的原创新药。在战略有机材料领域，上海有机

所一方面将持续聚焦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有机材料创

制，同时将针对塑料污染、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重塑塑料体系和煤化工产业相关的新路径和新技术，

探索用科学/技术手段解决白色污染、能源转型等带来

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第三方面的角色是人才培养与汇聚，科技创新靠

人才，科技创新的未来在于人才，人才的培养和汇聚

尤其重要。上海有机所是我国最早开始招收研究生的

单位之一，在过去70多年里，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

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的学生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均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这方面要传承，更要发展，吸收国内

外先进学术机构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力争为我国乃

至世界有机化学的发展培养更多栋梁之材。同时，上

海有机所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化

学研究机构，接轨国际是必由之路，必将高度开放和

合作，创造更好的学术研究生态环境，成为世界顶级

有机化学和相关生物、材料领域学者的聚集地之一，

成为我国有机化学领域的人才摇篮和高地。

2 国际合作：“请进来”与“走出去”

《中国科学院院刊》：国际交流合作给上海有机所

带来了发展空间、汇聚人才。在现在的国际局势下，

您认为上海有机所的国际合作应怎样推进？

唐勇：国际合作与交流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非常

重要，这一点对于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尤

其重要。

现在上海有机所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推进国际合作

与交流：简单地讲，一种是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促进

兴趣导向的国际合作；另一种是高质量国际科技合作

推动的顶尖人才引进，这两种方式均卓有成效。

“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促进高水平学术交

流与合作。在“请进来”方面，上海有机所设有“汪

猷科学讲座”和“SIOC科学讲座”，报告嘉宾是包括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高水平专家学者。通过讲座与交

流，可有效了解高水平专家学者当前最关注的方向，

亦可了解相关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也让对方了解上

海有机所的关注重点并提出建议，通过交流互鉴拓宽

研究思路，发现共同兴趣；同时，通过组织高水平的

国际学术会议，如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国际天然产物、金属有机化学、杂原子化学

和杂环化学等系列学术讨论会，拓展研究人员的视

野，宣传上海有机所的研究成果，促进我国研究人员

与国际顶尖科学家的学术交流和相互了解。在“走出

去”方面，首当其冲是上海有机所的研究生。上海有

机所是国内最早启动博士生发展计划的研究单位，资

助优秀毕业生“走出去”，到世界顶尖研究组去学习

交流、开拓视野、提升水平；同时，鼓励上海有机所

的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到国际

学术组织任职，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担任编委或顾问

编委等。到目前为止，上海有机所有超过30位科学家

在 JACS等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任职，其中 16人担任期

刊主编或副主编，8人在 14个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主

席、理事会成员等。“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长

期交流沟通，碰撞学术思想，促使上海有机所与国际

合作方共同感兴趣的科研课题的诞生。例如，上海有

机所与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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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夏普莱斯（Karl Barry Sharpless）的合作就是一

个很成功的例子，双方在“点击化学”方面开展了深

度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合作的成果也助力夏普莱斯

荣获了中国政府友谊奖。

开展高质量国际合作研究，从引“智”到引才。

在这方面，基于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

划的科技合作尤为成功。上海有机所获得过多个中国

科学院“海外团队”的支持，通过与国际上一流科学

家一对一地深度交流和交叉研究，达成了多项实质性

合作，产生了丰硕的合作成果。最突出的是通过合作

推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这一“科

研特区”的成立，进一步推进了国际顶尖人才的引

进。交叉研究中心源起于20年前的国际合作，在中国

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支持下，上海

有机所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袁钧瑛开展深度合作。在

此过程中，袁钧瑛教授被上海有机所的创新文化氛围

和研究环境所吸引，于 2020 年 10 月全职加入。在袁

钧瑛教授帮助和影响下，上海有机所又引进了哈佛大

学终身教授周界文等 20 余位优秀人才，成功实现了

“以才引才”。同时，通过合作，上海有机所也进一步

了解到国外生物医药领域先进的成果转移转化模式和

学术机构的管理经验，推动了上海有机所在成果转化

机制领域的改革并营造了更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3 春华秋实七十载

《中国科学院院刊》：1950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

15个研究所，上海有机所就是其中之一。在迄今70余

年的发展中，几代人不断创新奋斗，取得了哪些重要

成果？

唐勇：上海有机所成立之初就围绕国家重大需求

进行规划和发展，从开展抗生素和高分子化学的研究

起步，经过70多年几代人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基础研究方面，上海有机所科研人员做出了诸

多基础性、引领性贡献。例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物理有机化学

中的两个基本问题：自由基化学中取代基离域参数和

有机分子簇集概念”“青蒿素的结构鉴定与全合成”

等一批攀登科技高峰的重要成果。发现了如亚磺化脱

卤反应、陆反应、Ullmann-Ma反应和俞氏糖苷化反应

等多个国际同行认可的新反应；发展了手性催化剂自

负载、边臂策略、催化不对称去芳构化和负氟效应等

新概念和新策略；发明了包括陈试剂、SIOCPhox、

SKP、TOX等在内的多个新试剂和新配体。百余项研

究成果被美国《高等有机化学》等国外经典教科书收

录，产生了显著且深远的国际影响。

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作为“两弹一星”配套材

料的重要研制单位，在特种含氟功能材料 （如氟塑

料、氟油等）、核燃料萃取和分离、核武器引爆用高

能炸药、有机热控涂层、低温氟醚橡胶、无毒推进剂

和燃烧性能调节剂等方面为国家安全作出了杰出贡

献；在甾体药物 （如强的松、可的松和计划生育用

药）、抗生素（如金霉素、链霉素和红霉素等）、抗肿

瘤药物（如吉西他滨和曲贝替定等）的合成工艺与应

用方面，提供了关键技术；在有色金属和稀土金属的

萃取剂技术、电刷镀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等方面，产生

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期，又在CO2制备“万

能溶剂”N,N-二甲基甲酰胺（DMF）、易加工型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乙烯基润滑基础油（ETO）等多项原

创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并成功转化落地，受到了相关

行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建所至今，上海有机所荣获了国家和省部级各类

科技奖 367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3项

（含2项合作），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3项（合作）等。

与此同时，一批科学家也因此获得了如第三世界科学

院科学奖化学奖、莫伊桑（MOISSAN）奖章、洪堡

研究奖、ACS Arthur C. Cope 学者奖、惠斯勒糖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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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美国化学会氟化学创造性工作奖、英国皇家化学

会默克奖和 Thieme-IUPAC 合成化学奖等一系列国际

奖项，在国际相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4 “人工智能+化学”的新未来

《中国科学院院刊》：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您认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

给有机化学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唐勇：首先，我不是人工智能的专家，对人工智

能的理解可能不到位。事实上，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得到很多应用了，像大家所熟知的人

脸识别、无人驾驶等。我认为它对于科学，对于有机

化学的研究和相关技术突破也必将带来革命性的

变化。

那么，将来人工智能可能为有机化学家解决哪些

问题呢？从我的角度去理解主要是研究效率会大幅度

提升。有机化学发展了这么多年，它的研究模式到目

前为止基本没有任何改变，是一项半脑力、半体力的

工作。人工智能的应用则有望改变这种传统研究范

式，大大提高研究效率，降低研究成本。上海有机所

对人工智能与化学的交叉高度重视，早在2021年之前

就开始了自主布局，并且取得很好进展。按照上海有

机所的规划布局，第 1阶段主要开发全自动的合成实

验室，解决合成的效率和标准化问题。目前，上海有

机所已开发出第一代实验装备，实现了只通过电脑操

作即可完成从投料到出分析结果的全流程贯通，一天

可完成上百个化学反应；后续迭代升级的装备可实现

更高的反应数量。第 2阶段主要是建立云实验室，将

全自动实验室包括试剂、元件、端口等标准化，实现

利用电脑或手机在云端对化学合成实验的远程操控，

使得化学实验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科研人员

全程不进实验室就可以轻松而安全地开展化学研究。

从目前进展看，这一目标2025年有望实现。第3阶段

是建立合成化学/反应数据库，利用机器学习实现反应

和合成线路设计与优化，大幅提升研究的精准性和整

体效率，目前上海有机所正在通过多方合作推进此项

工作。第 4阶段是在完善反应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

化学结构—特定功能数据库并发展大模型，融合合成

科学与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实现“结构设计→合

成执行→功能实现”全链条的下一代合成科学研究与

技术应用的范式，真正让分子智能制造（简称“分子

智造”）成为可能，改变有机化学长期以来的传统研

究范式，实现包括功能材料和药物/农药在内的功能物

质定向、精准、安全创制。

5 “一体两翼”突破，聚焦主业谋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刊》：“十五五”期间，上海有机

所的重点研究方向是什么？

唐勇：“十四五”期间，上海有机所制定了“一

体两翼”发展规划。“一体”是根本，是核心；“两

翼”是“一体”的出口，更是上海有机所未来发展的

原动力。“十五五”期间，上海有机所将秉承上述理

念继续前行，专注有机合成化学中的基本科学问题，

也就是分子如何选择性活化、断裂和重组等问题。例

如：如何实现反应和合成更加高效、绿色和本质安

全，如何通过分子结构调控分子功能等。在此基础

上，一方面将结合上海有机所的有机合成优势，发展

现有战略有机材料的经济、绿色制造，同时根据国家

重大需求探索发展下一代的材料，为国家安全提供关

键配套材料，为国民经济产业链安全等提供原创技

术；另一方面，将通过学科深度交叉，进一步发展天

然产物化学生物学，力争为治疗肿瘤和神经退行性疾

病的原创药物发现提供科学基础，为我国人民的生命

健康作出贡献。总之，上海有机所将力争在有机合成

化学领域形成更多的国际同行公认的基础理论和方

法，发明更多的原创技术引领相关行业发展，培养汇

聚更多世界一流的有机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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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学家精神铸就研究所文化

《中国科学院院刊》：上海有机所是中国科学院成

立最早的研究所之一。您认为在70余年的发展和创新

过程中，上海有机所的科学家精神是如何体现、传承

和发扬的呢？

唐勇：过去70余年的发展中，科学家精神是上海

有机所持续、稳定、高水平发展的“魂”，它已融入

到上海有机所的文化之中，是上海有机所创新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上海有机所创新文化的

“基因”。上海有机所在党建引领的科学家精神教育方

面独具特色，那就是把它作为上海有机所自身创新文

化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

具体形式包括：① 鲜活宣传。例如上海有机所结

合汪猷、黄耀曾、黄维垣等老先生们的诞辰纪念，组

织举办科学家精神座谈会，邀请跟老先生熟悉的、老

先生身边的同仁到所座谈交流，讲述科学家的故事，

同时制作相关视频，把他们工作的一些画面、一些真

实的场景生动地传递给后辈。另外，上海有机所也借

助以老先生命名的会议室，将老先生的经典语录和故

事融入其中，让大家在日常学习工作中受教于无形。

② 言传身教。上海有机所的老先生们从不搞特殊，例

如平时吃饭都是跟学生们、后辈们在一起，打饭排队

中大家均能感受老科学家们的平易近人，也有了与老

先生们交流的更多机会。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

教，也是上海有机所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特色方式之

一。③ 陈列室中的文化和精神。上海有机所在成立70

周年时建立了研究所发展陈列室，特色是将科学家精

神和创新文化融入其中，呈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科研

工作日常点滴和体会，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形

象地帮助后辈们感悟其中的精神。今后，上海有机所

将一如既往重视科学家精神宣贯，将这些精神深度融

汇到创新生态文化中去，传承并发扬光大。

《中国科学院院刊》：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也是中国科学院建院75年，您对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有

怎样的寄语？

唐勇：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国科学院建院75

周年之际，作为中国科学院最早成立的15个研究所之

一，上海有机所将不忘初心、坚守定位，奋力为我国

有机化学领域和材料化工、生物医药相关领域发展作

出更多贡献，践行其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崇高

使命。

受访专家简介

唐 勇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金属有机化学研究。

E-mail: tangy@mail.sio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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