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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2024年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优秀科技工作者

范小英 博士生导
师，广州国家实验室研
究员、第七党支部书
记，入选广东省重大
人才工程青年拔尖人
才、广州市黄埔区精英
人才计划，担任中国生
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
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单
细胞科技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单细胞多组学分会委员、Phenomics期刊青年编委，
长期从事单细胞测序相关研究，主持承担了国家级自然科
学研究面上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以及博士后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重大科研任务。

单细胞测序领域的协同攻关者单细胞测序领域的协同攻关者
简介物人

李 大 鹏 1973 年
生，中共党员，中学政
治高级教师、教育硕
士、省级骨干教师，广
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
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
室主持人。曾荣获“内地新
疆高中班优秀教育工作者”称
号，主持广东省中小学三科统
编教材“铸魂工程”重点课题《义务教育统编教材三科协
同共育教学实践研究》。

在黄埔办广东省教育研究
院黄埔实验学校的四余载，李
大鹏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的基础上，加强构建学校精神
内核，并提出“创办粤港澳大湾
区创新型、高质量协同型的标
杆学校”办学愿景，培育“首创、
奋斗、奉献、创新”学校精神，践
行“互联协同、创新玉成”办学
理念。坚持立德树人、“五育”
并举，引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不断提升。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李大鹏，
一直在寻找让教育更加生动、高
效的方法。他始终坚信，科技是
推动教育进步的重要力量。而
他在黄埔实验学校的实践，展现
了科技如何改变一个学校的面
貌。尽管在初期，他的想法并不
被所有人接受……

学校建立初期面临诸多困
难，如优质生源流失严重、学生
基础薄弱等。然而，李大鹏却看
到了科技带来的可能性。他开
始尝试引入各种科技工具和平
台，学校利用数字化开展教与学
方式的变革，落实精准教学和个

性化学习，装备了 33 间智慧教
育纸笔系统教室和 6 间数字录
播系统教室，通过点阵笔、课堂
主机、专用纸张等设备实现课堂
互动和教学数据的实时无感采
集与统计，并对学生进行个性化
的诊断来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学校还深度参与省教研
院牵头的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
计划“5G+智慧教育”项目，聚焦

“创新思维、批判思维、交流素
养、合作素养”（4C）四大核心素
养，全面地对课堂教学特征进行
分析。

以科学教育为办学特色，李
大鹏注重打造浸润式、场馆式学
习空间，成立了人工智能体验创
新中心，构建了“无屏实物编程、
智慧交通、智慧农业、人工智能
室、VR 实验室、机甲战车室、机
器人实训室和 STEM 教育实验
室”“7+1”特色场景群。在此基
础上，还在建设航空航天和生命
科学 2 个新场景。在李大鹏的
推动下，学校开始了一场“科技
革命”。虚拟现实教学设备让学
生们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抽象概

念，提高了学习兴趣和效率。人
工智能助手则帮助教师们更好
地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方
案。

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
小学校长论坛上，李大鹏以《“场
景+技术”双驱动赋能教育高质
量发展》为题进行分享。他坚持

“请进来”“走出去”有效联动，带
领学校构建起“学校主阵地+社
会大课堂”大科学教育新格局，
聘请了广东大湾区空天信息研
究院总工程师周斌为学校科学
教 育 副 校 长 、聘 请 中 国 天 眼
FAST 全程亲历者、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彭勃为学校
科学顾问，并组织开展一系列

“科普专家进校园”活动，为学校
打造中小学科学教育社会大课
堂提供有力支持。

科技的引入，不仅改变了该
校的教学方式，也改变了校园气
氛。学生们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他们的学习成果显著。教师们
的教学压力也有所减轻，教学效
果却更好了。2021年 2月，学校
提档升级，成为广东省教育研究

院的第一所实验学校。李大鹏
坚持把科技创新教育作为学校
办学特色，坚持科学教育从娃娃
抓起，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
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有科学
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
的青少年群体，为国家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
致力打造“数字粤实”“教研粤
实”与“科技粤实”特色品牌，助

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李 大 鹏 的 不 断 坚 持 和 努

力，最终使得学校成为科技教
育的典型，进而得到了普遍认
可。2024年 1月，广东省教育研
究院黄埔实验学校成功申报全
国科学教育实验学校。2024年
6 月，广东省李大鹏名校长工作
室揭牌。

本报记者 胡漫雨
通讯员 何开翱

践行科学教育的先锋践行科学教育的先锋
简介物人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校长李大鹏：

广州实验室研究员范小英：

范小英 2017 年获得北大博
士学位，她长期聚焦单细胞测序
技术的开发，致力于获得细胞中
的“高质量”数据，从而赋能新研
究模式。出生于西南地区农民
家庭的她，凭借着自身的勤奋与
才智，成功以知识的力量改写了
人生轨迹。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刚
好也是范小英告别北大开启独
立科研生涯之际。那时相关领
域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寻找
对病毒有效的抗体和药物，而单
细胞测序大大助力了中和抗体
的发现。作为长期从事单细胞
测序研究的一线工作者，她在疫
情初期迅速响应，与武汉前线支
援的医务人员建立紧密联系，并
远程指导他们在 P3 实验室中系
统收集新冠病人的血液免疫细
胞样本，用于构建单细胞测序文
库。经过多个不眠之夜的视频
连线协作，2020年内成功采集并
分析了健康对照、轻症、重症及
康复患者的不同阶段血液免疫
细胞的单细胞转录组数据以及
T/B细胞受体信息。

基于这些珍贵的数据，揭示

了导致重症患者体内免疫因子
风暴的关键细胞类型和若干具
有潜在价值的血清评估指标。
之后，范小英无私地将这批宝贵
研究数据共享给了北京大学的
张泽民院士发起的中国新冠单
细胞联盟，共同对新冠病毒进行
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深度解
析。其中多项发现颠覆了既往
认知。这一系列工作成果于
2021年在顶级科学期刊《Cell》上
发表，并入选“2021 年度中国生
物信息学十大进展”。《科技日
报》在报道中对此高度评价，认
为他们的联盟合作通过协同攻
关展示了科学探索的本质——
求知无界、追求真理、互信合作，
堪称抗疫科学家的典范代表。

单细胞测序技术对生命科
学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为
全面精确解析生理病理的细胞
学基础以及精准医疗的实施奠
定了基石。然而，在深入探索
单细胞技术前沿的过程中，范
小英发现，现有技术存在一系列
局限——处理效率低、成本高
昂、仅能检测编码蛋白基因表
达、基因检测灵敏度不足、难以

揭示引发细胞基因表达和表型
变化的复杂调控元件等。因此，

“高质量”的单细胞组学数据成
为准确描绘细胞特征的基础。
为此，她在单细胞组学测序技术
研发方面，带领研究团队攻坚克
难，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突破，显
著提升了单细胞测序灵敏度、精
准度和检测模态。借助这些革
新技术手段，有力揭示了细胞状
态演化的转录调控特性，也筛选
了一系列肿瘤的标志物分子。
相关研究成果累计发表高水平
研究论文42 篇，其中通讯或第一
作者（含共同）论文16篇，包括以
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Nature》

《Cell》发表论文各1篇，受到业内
广泛认可。基于单细胞技术开
发申请发明专利 5 项，其中 2 项
已获授权。

学术研究之余，范小英还积
极参与科普活动，为不同年级的
中小学生科普生命细胞的奥秘，
如担任广州市黄埔区实验小学
科技副校长，为小学生们介绍

“独一无二的细胞”，为华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知识城校区的高
中学子们带去“细胞：生命的基

础单元”科普报告。通过与学生
们的科普互动，增强他们的生物
科学素养，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
解生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

激发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培养
对生命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

本报记者 胡漫雨通讯员 孙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