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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3年，中国工程
院院士闻玉梅院士、宁寿葆教授
夫妇发起成立“一健康基金”，鼓
励更多同道致力于“一体化健
康”（One health）理念的推广和
实践，开展创新性教学、科研和
人才培养，更好地服务于人群的
整体健康。

12月24日下午，2024年度
“一健康基金”颁奖典礼在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明道楼一楼报
告厅举行。

现代健康事业的发展，离不
开医学与理工文等学科的交叉
融合。“一体化健康”，已成为国
际学界日渐提倡的一种重要理
念，其核心概念和意义在于，突
出人的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整合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公共卫生学、药学、生命科学与
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共同
研究、实施保障和改善人类健康
的“一体化事业”。

“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让一体化健康的理论和实践能
够推广，希望多一点爱，多一点
健康，让人类走上幸福之路。”闻

玉梅夫妇是国内最早认识到“一
健康”理念的重要意义并付诸行
动的科学家。2013 年 1 月 16
日，闻玉梅夫妇以个人名义捐赠
50 万元，在复旦大学发起成立

“一健康基金”。十二年来，基金
共募集捐赠1200万元，每年举行
颁奖典礼，奖励为“一体化健康”
作出积极贡献的复旦师生，累计
颁发奖金近 300 万元，奖励 350
余人次，举办“一健康讲堂”系列
讲座，支持多项子课题研究，有
力促进了“一体化健康”理念的
传播和实践。

多年来，闻玉梅院士默默无

闻地为基金持续注入善款。继
去年再次捐资50万元设立“一健
康”老年医学项目后，近期，为母
校的发展倾注心血的闻玉梅院
士又将自己积攒的一百万元捐
赠给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
支持东一号楼修缮工程项目。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
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介绍，今
年评奖工作启动后，共收到全校
二级院系及各附属医院申报材
料86份，最终评选出获奖师生39
名。去年设立的“一健康基金-
老年医学研究”子项目支持2项

“老年医学研究项目”、1项“老年

医学研究创新项目”。其中，基
础医学院教授赵超牵头的项目
《基于菌群驱动下的免疫衰老多
维表征及评估模型建立》，在国
际上首次报道了一种菌群驱动
生理性衰老的因素和机制，提出
一种全新的抗衰老策略。

2025年，“一健康基金”将进
一步广泛深入传播“一健康”理
念，促进多学科交流、交叉、融
合，助力健康事业发展。“一体化
健康”事业，是上医人秉承的“正
谊明道”院训在新时代的闪光，
是弘扬“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
斗”精神传统的生动实践。

寻找“那道光”
链接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

“我对基础研究尤其是化学
和生物交叉的方向比较感兴趣，
高考时便选择‘交叉感’很强的
药学专业，期待通过学习在综合
应用上有所发现和突破。”不过，
杨鑫羽很快发现，刚进大学的时
候学的内容很偏向基础、与应用
有很大距离的时候，她产生一些
自我怀疑。

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怎么
联系起来？让杨鑫羽豁然开朗
的“那道光”是一个名为“藏药生
香”的项目。2023年的一个平常
下午，杨鑫羽看到了“改变家乡
实践创意赛”的报名通知。她联
想到之前的寒暑假和室友组队
在青海调研时的藏药产业困境，

她就尝试着报
名参赛。

“我在大
学的室友是青
海的，我们从
大二开始就去
她的家乡进行
实地调研。青
海地域辽阔，
神秘又让人震
撼，我们每个
假期都会抽出
一些时间在青
海当地做藏药
调研。”同学们

了解到，青海是藏医药文化的重
要发源地和传播地，藏药种植面积
达320万亩，可以说，藏药产业是
青海省的支柱产业，也是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突破口。然而，藏药资
源虽然丰富，但缺乏质量标准，科
技含量低。

“药膳、药浴、药旅融合都曾
考虑过，但最后还是将目光聚焦
到了香氛上。传统藏香以线香、
塔香为主，使用不便受众有限，
我们希望打破传统电商宣传的
简单帮扶模式，用专业赋能产业
升级。”杨鑫羽想以此为契机，用
专业所学为青海藏药做一些切
切实实的事情。“助力成长计划”
创新实践工作坊帮她进一步找
到方向。在与各个领域的专家
们进行思维碰撞之后，她萌生了
做藏药香氛的想法。

为藏香升级
还顺道发表SCI论文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那时，杨鑫羽只是一个大二的本
科生，连专业课都只学过几门。

“我真的可以吗？”她扪心自问。
幸运的是，当杨鑫羽带着创

意书找到藏药专家卢燕老师时，
她不仅肯定了团队的创意，还主
动提出以她的课题组为平台，帮
助学生团队完成产品的制作与
优化。自此，依托着药学院的技
术平台，“藏药生香”项目渐渐走
上正轨——通过开发以藏药为

原料的香氛产品，助力青海乡村
产业振兴的同时，将传统藏医药
文化带给世界。

此间，作为香氛研发负责
人，杨鑫羽开发出多项核心技
术。通过优化提取条件，将精油
提取率提高45%以上，显著提高
藏药附加值。通过先进的检测
仪器和分析方法。通过纳微胶
囊技术实现芳香物质缓释，则可
以让留香时间延长50%以上，以
药剂手段提高香氛性能。依托
复旦大学药学院多个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杨鑫羽还一边完成创
新赛，一边以第一发明人获得一
项专利认证、发表一篇SCI论文。

就这样，历经两年的研发，团
队开发出了以藏药为原料的三款
原创香氛产品，主打让香氛保留
藏药芳香疗养功效，并以地域民
族特色加成，让使用者仿佛置身
雪域高原，领略藏区的神秘魅力。

一开始，来自药学专业的同
学们没有任何商业知识储备，于
是，团队又广泛招募了来自经
管、法学等各个专业的同学共同
进行品牌营销，既关注C端也抓
牢B端市场，并为当地设计打造
了“藏药种采-香氛生产-营销宣
传”的完整产业链。

“我们志同道合，群策群力，
在复旦我永远都不是一个人。第
一年我们就为青海乡村创收七万
余元，并获得了今年国际创新大
赛上海赛区金奖。”杨鑫羽说道。

直博做研究
相信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一款以扩香格桑花瓷花为
样式并配一瓶可以补滴的10ml
精油的香氛产品被命名为“藏域
苔野”，售价158元。杨鑫羽说，
主要使用的是原料甘松，“甘松，
听着是像高高大大的松木，但其
实如苔野一般小而蓬勃，这也打
破我们的刻板印象，取名‘藏域
苔野’正是希望让使用者感受到

‘苔野精灵’的生命力。”
让杨鑫羽感到骄傲的是，原

料是纯天然的藏药，通过实验室
的钻研和提取，结合原材料的特
性，团队最终设计出具有防晕
车、防高反等特定功效的香氛产
品，而产品的外观和理念上也都
融入当地的文化符号。

走出校园，走进乡土，本科
生课堂所学在乡村实践中也可
以大有作为。而当一款款香氛
蜡烛、车载香氛，出现在电商平
台、当地的文旅市集中，活力市
场和良好的反馈，也让杨鑫羽欣
喜，那个曾经困扰自己许久问题
的答案越发明晰——从社会痛
点问题出发，将基础研究应用在
具体的实践场景中，我们也可以
做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三年多的大学时光让杨鑫
羽从迷茫“萌新”，成长为一名敢
于用专业所长回应社会需求的
人。如今，她已获直博资格，将
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在祖
国的大地上寻找自己的创新选
题，做更多有特色、有温度、有价
值的科研工作。而这段投入“藏
药生香”的探索经历，也让杨鑫
羽相信，所做的尝试在时空维度
上还有无限的可能。之后的日
子里，她想继续在技术方面为项
目提供支持，让项目一代代传承
下去，点亮更多的青海乡村，为
当地打造一个亮眼IP。

3年前，怀揣着
医药研究造福世界
的梦想，杨鑫羽考入
复旦药学院。几轮
寒暑假的社会实践，
7 个省份，12 个县
区，超1万公里调研
里程，让这名 00 后
药学生敏锐捕捉到
青海藏药产业的发
展 困 境 及 巨 大 潜
力。通过“藏药生
香”项目，她与团队
开发以藏药为原料
的原创香氛产品，借
助互联网电商平台，
第一年就为青海乡
村创收 7 万余元。
最近，她接连收获

“直博”、当选“复旦
大学年度优秀学生
标兵”等喜讯。青年
报记者找到杨鑫羽，
听她细述这一路来
的“闯关打怪”。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共同推动“一体化健康”事业
“一健康基金”12年共募集捐赠1200万元

藏药市场调研。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藏域苔野。

考察藏药品质。

00后药学生联合团队提高藏药附加值

杨鑫羽：一路“打怪”一路“生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