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队深耕微生物领域

“虽然微生物小到我们都看不见
摸不到，但在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它们
就存在于这颗星球上，到了今天，人类
科技如此发达，它们依然还能逍遥自
在，那必然是有自身的‘过人之处’。”
谭玉龙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
是微生物的群居生活——放眼自然
界，大体的规律是强大的动物大都独
居，而相对弱小的动物往往都是群居，
比如蜜蜂、蚂蚁等。对微生物来说，同
样适用。我们传统的微生物学往往关
注单个微生物的生活，针对一个微生
物细胞，研究它们的形态、代谢等。但
实际，在自然界，微生物基本都是以群
体状态存在的，形成一种叫做生物被
膜的结构。

近几年，因为各种原因，人类再
次 关 注 了 这 些 肉 眼 不 可 见 的 微 生
物，尤其是造成重大健康损失的致
病微生物——在医药与食品领域，
各种临床的慢性感染与食源性致病
菌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危害了公众
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公共医疗的巨
大经济损失，在这些疾病感染与食
材的反复污染当中，致病微生物的
一种群体生活状态“生物被膜”态，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会帮助微生
物在严酷的外界环境中顽强生存，
并体现极高的耐药性，对抗生素的
耐受性会提高 1000 倍，如何有效清
除这些顽固分子，就成为一个非常
棘手的难题。

“我们的探究工作，就相当于打

破了微生物的‘舒适圈’，让微生物彻
底暴露在人类的科研视角中，从而更
好 地 探 究 如 何 遏 制 微 生 物 的 致 病
性。”近几年，谭玉龙团队聚焦生物被
膜问题，长期从事病原微生物生物被
膜防控方向的研究，探究了生物被膜
状态微生物的耐药机制，为后续开发
抗生物被膜药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有效解决生物被膜难题，同时避免
高浓度抗生素带来的副作用，实现

“减抗替抗”的国家策略，深入挖掘了
来自天然植物、食材、微生物发酵物
及海洋中的多种天然产物，包括各种
小分子、蛋白质、多糖等，将其应用于
抗细菌或真菌以及多菌种混合感染
的研究，搭建了抗生物被膜的活性产
物库。

提供安全卫生屏障

“实验结果表明，多种活性产物可
以有效抑制并清除细菌、真菌以及混
合菌种的生物被膜。并通过不同活性
成分的合理有效复配，通过理化生多
维度的效应，进一步提升了药物的作
用效果。”谭玉龙团队尝试将研发成果
有效落地转化，开发了多种新型的抗
生物被膜应用体系，针对大健康领域，
像是医药、食品、日常护理以及动物养
殖和宠物等不同的应用场景与领域，
同相关企业积极合作共同研发，有针
对性地开发相关剂型与配方组分，力
争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早日投入实际
应用当中，切实解决日常生产生活当
中的生物被膜难题，为以上多领域提
供安全卫生屏障。

海量数据0.1秒“实时翻译”

2022 年 11 月 29 日 23 点 08 分，我
国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此
次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
一棒，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
第一棒，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任务中，青岛理工大学的可视化技术
再次发挥了“青岛高校力量”的巨大作
用。青岛理工大学航天可视化团队参
与的“深空探测实时三维可视化技
术”，在神舟十五号和神舟十四号在轨
交接阶段，就像给飞船安装了一双“眼
睛”，让它保持更好的姿势运行。郭阳
介绍，这项技术已经在此前多项航天
任务中发挥巨大作用，已经成为我国
航天任务中固定的技术支持。郭阳告
诉记者，以护航“载人飞船”任务为例，
飞船的空间飞行状态是难以被直接观
测到的，三维可视化平台可以将飞船
飞行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在 0.1秒
内进行“实时翻译”，并驱动控制中心
屏幕上的飞船模型调整位置与姿态，
让地面控制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
飞船“实况”。

“这项技术可以让航天器以更好的
姿态运行，为飞船在‘绕’‘着’‘巡’串联
任务中的轨道修正、姿态调整以及飞行
控制与指挥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和工程
保障。”郭阳表示，神舟十五号与神舟十
四号两个乘组6名航天员在太空成功

“会师”，“面对面”进行在轨交接，是航
天任务的首要看点。在轨交接将是未
来中国空间站运营期间主要的任务交
接模式，相较地面交接更加高效可靠。

中国航天的“青理工力量”

自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任务
圆满完成后，青理工航天可视化团队
也在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中收获
了又一次成功。据记者统计，至此，
郭阳与团队成员已 40 余次参与国家
重大航天工程任务，早在 2011 年萤
火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任务中就已
经作为任务全过程的推演平台。据
了解，这项技术能在地面将各类航天
工程任务三维、立体、实时地加以还
原，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科研空白，
相关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经广
泛、深度参与了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系列、“神舟”系列和空间站建设、探
月工程“嫦娥”系列、火星探测可视化
任务“天问一号”等多个国家重大航
天工程，为我国航空安全提供技术支
持与保障。

“科学的探求永远不要畏缩不
前”。青理工航天可视化团队的目光
始终聚焦国家发展战略，国家需要什
么，他们就研究什么。常年奔波于航
天工程任务现场和实验室之间，郭阳
及团队在赵正旭教授的带领下，自主
研发的深空探测实时三维可视化系统
及地外遥操作操控作业平台，打破了
国外对于我国的技术封锁，为我国载
人航天、深空探测、探月工程以及空间
站建设提供了精确实时的三维可视化
技术手段，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
国内该领域的科研空白，为解决我国
航天事业“卡脖子”技术问题作出了杰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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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宇宙“触手可及”
青理工航天可视化团队郭阳副教授和队员

帮飞船装上“千里眼”

当人类仰望星空时，宇宙的浩瀚与未知，曾让无数人产生
好奇并付诸实践去探索。青岛理工大学复杂网络与可视化研
究所郭阳副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连续40余次参与我国航
天发射和飞行控制与指挥实战任务，与团队常年深耕航天科研
一线，用最新的科研成果为我国的航天器装上“千里眼”，让浩
瀚的宇宙深空变得“触手可及”，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了“青理
工力量”。

你有过因为吃了不卫生的食物而肠胃遭殃吗？你有过因为伤口
反复感染总往医院跑的经历吗？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类面对肉眼不
可见的小小微生物，依然无法控制。近日，由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山东微生物学会联合举办的“启梦微来”科普征文比赛
公布结果，青岛农业大学特种食品研究院谭玉龙教授《人菌之战——
抗生素滥用与误用的反思》作品获一等奖。如何能够真正降低微生
物的致病几率与耐药性？听听谭玉龙怎么说……

打破细菌“舒适圈”
青农大特种食品研究院谭玉龙教授提供微

生物耐药性应对方案

郭阳（二排左二）为中国航天贡献“青理工力量”。 谭玉龙在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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