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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虹：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生物信息学和系

统生物学，近几年致力于中国特有高发肿瘤的组学

数据智能分析、基因组进化和精准用药研究，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

文 27 篇，参与发表 SCI论文 26篇，获软件著作权

5项。曾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四参与

人）、赛诺菲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优

秀青年人才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扬帆计划”、中国科学院优秀青年人才领域前沿

项目；作为骨干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

研究”专项、国家支撑计划等。

李虹：系统生物学家的多彩人生

学术带头人、妇委会副主任、党

支部书记……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

与健康研究所（以下简称营养与健康

所）研究员李虹身上有多个“标签”，

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如彩虹般多彩。

这些身份聚在一起，则是简单的

白色。回归人物本身，李虹是一位纯

粹的、热爱科研的科学家。她被科学

的未知所吸引，也为经过努力使问题

得以解答而欣喜。

她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项目，荣获上海市科技系统

“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上海市科

技系统“三八红旗手”称号，研究成果

曾入选中国生物信息学十大应用。但

李虹却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科

研工作者”。

从信息到生物
从遗传病到肿瘤

作为生物（BT）与信息（IT）融合

领域的科学家，李虹自学生时代起，

经历了几次跨界。

2005 年，李虹以年级第一的成绩

从中南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毕

业。当同学大多数选择 IT 或金融行

业时，怀着对生命科学好奇心的她，

决定进入生物学领域，于是来到中国

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读博，扎

进生物信息学领域。

2013 年 10 月，李虹从美国系统

生物学研究所回到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从助理研究员开

始，把研究方向从遗传病转向肿瘤，

并将系统生物学的思想应用于肿瘤

研究。

从信息到生物、从遗传病到肿

瘤，回顾这段看似曲折的科研之路，

李虹走得不急不躁且坚定。“我非常

感谢这段经历。”李虹表示，“不同阶

段的基础训练非常有用，有一些知识

现在依然会用到。”

经典生命科学研究大多从假设

出发、以实验为主，而生物信息学则

是数据密集型的研究。面对假设驱动

和数据驱动的鸿沟，首先需要听懂对

方的语言。李虹指出：“厘清大数据和

生物临床问题之间的逻辑，需要从整

体、系统的视角理解科学问题，再找

到最合适的方法解决。”

问最重要的问题，啃难啃的“硬

骨头”。目前，肿瘤研究是前沿生物

技术最集聚的领域之一，要求科学

家针对新技术持续迭代、优化计算

方法。

李虹与合作者在肝癌个体化用

药的智能分析和应用、肝损伤再生、

胰腺癌肝转移等方向取得系列进展，

形成了“科学问题—产生数据—深度

分析—实验验证—解决问题”的研究

闭环。

“近几年，我们聚焦单细胞和空

间多组学数据的共性问题和技术瓶

颈，整合分子组学和病理表型，以期

通过系统生物学研究策略，持续优化

研究方法，提升解决科学问题的能

力。”李虹说。

同时，李虹结合临床医生的诊断

需求，开发病理切片的人工智能模

型。“诊断结果直接关系病人的治疗

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工作帮助更

多临床医生。”李虹说，“这是课题组

的一个新方向，虽然未必能在短期内

看到成果，但非常有必要坚持下去。”

以党建促创新

李虹是一名有着 20 年党龄的科

学家，对她而言，将科研同国家需求

相结合，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担任计算生物学第二党支部书记以

来，李虹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党建工

作有效融入科研工作。

近些年，我国肝癌流行病学发生

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在疫苗普及下，

原本主要由乙型肝炎病毒（HBV）感

染引起的癌症得到了控制；另一方

面，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善，由长

期慢性脂肪肝发展为肝癌的患者开

始增多。

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是否

可以结合系统生物学的方法，在病人

症状发展为癌症前就开始早期防控，

变治“已病”为治“未病”？

李虹认为，应该发挥营养与健康

所的建制化优势，结合系统生物学的

方法做一些事情。她主动转变研究方

向，带头参与营养与

健康所重点部署的

“揭榜挂帅”科技任

务，与所里聚焦代谢

和免疫的课题组合

作。“工作内容有非

常大的差异，因此在

合作前期，我们需要

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

精力，互相沟通学

习。”李虹说。

如今，因为“对共

同的科学问题感兴

趣”而组成的合作团

队，已经形成了“分

可独立作战，聚可合

力攻关”的氛围。他

们协同攻关，共同打

造“营养 - 大数据 -

健康”为一体的“治

未病”平台，探索慢

性脂肪肝炎转变为肝

癌的机理。

在李虹的带动下，

计算生物学第二党支

部已成为营养与健康

所“以党建促创新”的科研新标杆。2023

年，她和其他单位的两位党支部书记

共同牵头，联合举办了一个非常有影

响力的生物信息学青年论坛。

“我们希望以党建为抓手，把各

个单位组织起来，为不同课题组提供

一个交流平台。”李虹表示，“我们相

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教会学生在困难中成长

作为一名由中国科学院培养的学

术带头人，独立成立课题组后，李虹把

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学生培养上。

系统生物学是一个对综合素养

要求很高的学科，需要掌握生物学、

数学、信息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

李虹课题组的学生有不同的背景和

兴趣点，她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和

每一名刚入组的学生进行深度沟通，

传授入门交叉学科的方法，并帮助他

们确定适合自己的课题。

“做第一个课题的过程中，学生

们其实是在学习并了解如何探索未

知，过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他们造

成很大的打击。”李虹补充说，“我不

希望我的学生将来带着畏难情绪或

者遗憾毕业。”

从第二个课题开始，李虹便鼓励

学生做更有挑战性的课题，主导课题

设计，并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其间，有

学生遇到了一定的阻滞，李虹可以感

受到他们面临的压力。在协调资源、

寻找合作伙伴解决问题的同时，她会

和学生反复强调课题的重要性，解释

进展缓慢的原因。

“在科研中遇到困难是很正常

的，但我很担心学生会因为课题的不

顺利而自我怀疑。”李虹希望用自己

的经验教会学生在困难中成长，给他

们更多信心。

在李虹的指导下，近年来实验室

陆续有科研成果发表。她为学生开心

的同时，更欣慰于他们的成长。李虹

期待和学生们一起解决更多难题。

因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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