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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周刊

疾病都会被治愈吗？
听听诺奖得主的回答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
冬晓 通讯员 李九伟）“120年前，人类
没那么多疾病。为什么现在疾病越来越
多了呢？”

“所有的疾病都会被治愈吗？人类
永葆青春健康的梦想能实现吗？”

上周日，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阿龙·切哈诺沃做客宁波大学，对关系
人类健康福祉的医学问题做了一场前沿
报告。对于这些提问，阿龙·切哈诺沃教
授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通过梳理医学
发展的历程，指出未来医学的方向。

“100年前的医学重大发现，始于
偶然。1970年代到20世纪末，通过疾病
建模、收集细胞，在实验室培养大型化
合物库来筛选与疾病相匹配的药物，医
学得到快速发展。如今，医学进入药物
分子层面的研究，也就是通过DNA测
序和基因组图谱，不仅可以预测疾病，
还能根据个体差异对同类疾病做不同
的治疗方案。”阿龙·切哈诺沃指出，21
世纪的医学，将是个性化（Personalized)、
可预测(Predictive)、可预防(Preventive)
和参与医学基于干细胞疗法(Participa-
tory Medicine Stem cell-based thera-
pies)的“4P医学”。

“如果基因测序预测十年后的你将
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你要不要告诉家
人？保险公司还能不能为你投保？这是
个问题，但我并不是来宁波吓你的！我
只想说科学真的非常强大。”阿龙·切哈
诺沃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将重大前沿的
科学问题，代入到每个普通人身上，引
人深思。

一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宁大学子
与阿龙·切哈诺沃教授现场互动交流。
关于如何确定科研方向，如何面对科研
中的失败等，阿龙·切哈诺沃根据自己
的经验给出有益的指导。

大学生新兵
将逐梦军营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
臻 通讯员 宋超 李佳珊）青春风华正
茂，从军报国正当时。上周日，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举行2024年上半年欢送
新兵入伍暨欢迎退役士兵返校仪式。身
着戎装的新兵带着师长亲友的期盼嘱
托，怀着赤诚之心开启军旅生涯，逐梦
青春新征程。

今年上半年宁大科院入伍新兵7
人，自搬迁慈溪后学院总计出兵265
人，其中2021年至2023年毕业生入伍
比例逐年升高，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应征
入伍达43人次。

退役士兵返校，给新兵们分享了自
己的心声。但佳佩同学于2022年3月
服役，今年3月退役复学，现为23级法
学2班学生，他说：“作为当代青年，应
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追求最大自
我价值，挑战自我，为家庭、为社会、为
国家尽力贡献。我选择参军入伍，一是
为追寻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二是为自
己的人生经历添一笔硬核经历。”

对于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同学们
都信心满满，踌躇满志。22级工商管理
专升本2班王钰斌说：“我出生在一个
普通家庭，我一直对军队充满向往。这
次全家都很支持我入伍。对于未来，我
计划在部队中深入学习专业技能，为以
后的留队打下基础。”环境工程班学生
李正爽表示，小时候经常听外公、舅舅
讲他们的军旅故事，从那时候起从军梦
就在我心底生根发芽，现在我即将接过
接力棒续写军旅生涯，十分期待。

他用“简单”
四夺设计界
“奥斯卡”

HyperSense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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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超4000万的盲人群
体是如何出行的？大多数人知道
的，是依靠导盲犬、手杖或者语
音导航，但这些工具仍然存在着
感知范围小、资源有限等局限
性。对此，蓝睿恒的设计很好地
弥补了传统助行方式的不足。

HyperSense 是一款利用
“超声波隔空触控技术”为盲人
出行提供导航辅助的帽子。

通过环境感知技术扫描周
围情况后，HyperSense会把这
些信息转换为不同频率的震
动，并通过超声波隔空传递到
用户的脸颊、嘴唇等部位。用户
根据震动的不同频率和作用部
位，便能轻松识别障碍物的距
离和方位。

蓝睿恒的博导孙煦教授对
该设计赞赏有加。她说：“这个
设计让盲人不再依赖盲杖等被
动的感知工具，他们能够借助
HyperSense更自主灵活地行
动。此外，巧妙的构思也让Hy-

perSense 成为一顶可以无缝
融入日常生活的帽子，把辅助
设备转变为可穿戴的日常物
品，进而提升盲人群体在社会
活动中的参与度。”

事实上，蓝睿恒运用的“隔
空触控技术”正是他博士课题
的研究方向。在宁诺与波音公
司的校企合作项目中，他第一
次接触到“震动反馈”的相关技
术，这也点燃了他对该领域的
热情。

随后，蓝睿恒展开了一系
列自主探索，研究范围也从“触
控”延伸至“隔空触控”，他设计
的一款隔空触控按钮就曾斩获
去年的iF奖项。在此基础上，蓝
睿恒进一步探索新的可能性。通
过和孙煦教授反复实验，他总结
出人脸上不同部位对于不同振
幅和频率的超声波振动反馈的
感知有着显著差异，而Hyper-
Sense的诞生，正是基于这项研
究成果。

百余个奖学金名额、丰富的研究课题，还有学费减免、生活补贴……3月20日，宁
波诺丁汉大学公布了2024/2025学年博士奖学金信息，包括学院奖学金、博士生联合
培养奖学金、战略研究奖学金、直通车奖学金及诺丁汉大学卓越灯塔计划（宁波）创新
研究院奖学金等，待遇优厚。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奖学金的博士生不仅可以免去博士课程期间36个月的学
费，还将获得学校提供的月度生活补贴；更有助教岗位，让博士在潜心科研之余，也能
积累宝贵的教学经验。就读期间，博士生还有机会赴英国诺丁汉大学或U21国际高校
联盟进行为期6个月到1年的研究深造，参与各项学术竞赛，开展国际学术合作。

2020年，在宁诺完成本
科学习的蓝睿恒选择追寻导
师孙煦，继续留校攻读博士
学位，而他也因成果出众被
周围的人冠以“收割机”称
号。目前，尚未毕业的蓝睿恒
已斩获了包含美国国际设计
奖(IDA)、iF设计奖、欧洲产
品设计大奖等在内的十余个
奖项。其中，他在本科阶段就
有看得到使用时长的口罩、
测孕包装、隔空触控按钮等
项目，先后三次获得iF设计
奖。此外，他还手握七项专
利，产品涵盖多个领域。例如
具备时间提示功能的口罩、
一体化空气质量监测及报警
系统等。

当被问到自己的成功秘
诀时，蓝睿恒表示，真正解
决用户需求的产品自然会
得到认可。“我认为，产品设
计不必过于复杂和花哨，用
简单的设计去解决实际问
题，并且坚持不懈地解决问
题，成功与奖项便会自然而
来。目前，我正尝试将这项
技术应用在新型的自动驾
驶交互、虚拟现实环境中的
情绪传达等人机交互的领
域，希望技术能够通过产品
走进生活，服务于社会大
众。”蓝睿恒坦言，这次获
奖的背后离不开学校支持，

“学院专业的工业设计工作
室提供了许多先进设备支
持我进一步探索设计方案，
宁诺李达三孵化园创新工
作室也为项目提供了科研
基金。这些支持最终让我的
想法得以实现。”

他是获奖“收割机”

科研项目激发创意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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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睿恒（图左）和博导孙煦教授。

近日，有着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

iF设计奖公布了2024年评选结果，宁波

诺丁汉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博士生蓝睿恒

的名字第四次出现在了该奖项的榜单

上。在导师孙煦教授的指导下，他设计的

HyperSense——一款用于辅助盲人出行

的帽子从全球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1000 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

2024iF设计奖。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蔡骏 庄静宜

“产品设计不必过于复杂和花哨，用简单的设计去解决实际问
题，并且坚持不懈地解决问题，成功与奖项便会自然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