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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徐立明
何文学张洁琼初平

腼腆温和的笑容，简单大方的风
衣———见面之初，罗丹就让记者感受到
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温文儒雅之风。而在
随后的交谈中，罗丹的严谨认真、不断
求索的科学精神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2006年，年仅 27岁的罗丹取得
中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获得湖南省
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二等奖。罗丹在
博士毕业后留在了中南大学药学院做
老师。她说：“我喜欢与学生们在一起，
他们很可爱，很有活力。”
平时，罗丹非常注重与学生们的

交流。一方面教给他们科学思维的方
法，一方面与他们交换想法，探讨问
题。
“学生的想法给了我很多启发，教

学相长，我在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
同时，教学的过程也升华了我的理论
知识，为我的研究作了铺垫。”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年轻的她
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2008 年 6
月，罗丹回到自己的母校———南昌大
学，继续从事她心爱的研究事业。
回到母校后，在学校的大力支持

下，罗丹成功主持了江西省教育厅科
学技术研究项目和江西省自然科学基
金等多个科研项目的研究，并于 2009
年成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复杂，其

中血管内皮结构及功能障碍被认为
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始动环节，
保护血管内皮是抗动脉粥样硬化治
疗的重要策略。感觉神经的主要递

质 CGRP 参与调节血管内皮的多种
生理功能，具有强大的内皮保护作
用。基于 CGRP 具有多种潜在的抗
动脉粥样硬化内皮损伤效应，可能
成为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抗动脉粥样
硬化因子。
罗丹专注 CGRP 研究多年。她

的研究工作，正是探索在动脉粥样
硬化内皮损伤模型及动物模型全面
而系统地衡量 CGRP 的内皮保护作
用，并探讨其机制是否与调控缝隙
连接细胞间通讯功能（GJIC）有关。
在此基础上，观察促进内源性
CGRP 表达的药物吴茱萸次碱的抗
动脉粥样硬化效应，为开发新作用

靶点的抗动脉粥样硬化药物提供新
的思路。
科研对于罗丹来说，已不仅仅是

一种工作，更是她实现人生理想的
方向。
然而研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

花生四烯酸乙醇胺膜转运体在原发性
高血压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中，罗丹
的科研团队发现试验后的结果与当初
的假设截然相反。“结果出来之后大家
都很沮丧，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研
究失败了呢？”面对心血就要付诸东
流，罗丹与队友们没有放弃。
他们翻阅大量文献，反复做实验，

终于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罗丹说：

“科学研究，失败是常有的事，不失败
反而不正常，面对失败，只有坚持才会
有新的希望。因为很多事情，只有坚持
到最后才会有好的结果。”勇往直前，
不抛弃，不放弃，她是科学路上倔强的
行者。

罗丹，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青年
教师。2001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医学
院（原江西医学院），2006年获中南
大学药理学博士学位，2006 年 7 月
在中南大学药学院药理学系工作，
2008年 6月调入南昌大学医学院生
理学系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CGRP
的心血管效应及表达的调节机制。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江西
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江西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并参加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工
作。科研论文曾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优
秀论文奖二等奖。

人物简介

□郑启心

“误考”清华

1957年上半年是我高中的最后
一个学期，即将面临高考。我最乐意报
考航空专业，选中了北京航空学院飞
机系和西北工业大学的直升飞机专
业。可是，有一天墙上贴了一张清华大
学的招生材料，其中关于工程物理系
的介绍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先进的
专业和学习前景激起了我的兴趣。于
是，改变初衷，将清华填为第一志愿。
高考结束，侥幸如愿。

1957年 9月，一个晴朗的上午，
我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车站上清
华大学新生接待站前的校旗在阳光下
分外醒目，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都是高
班的同学，十分热情。我们登上校车向
学校进发。
校园内喜气洋洋。新建的新生楼

散发着油漆的香味，喇叭里播送着《天
鹅湖》中的《西班牙舞曲》，活泼而欢
快。林荫道上挂着横幅标语：“欢迎你，
未来的红色工程师！”
大学生活开始啦。

“混入”话剧队

历史悠久的清华大学为中国培养
了许多优秀人才，这是与它的战略眼
光分不开的。它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
学生的课堂教学上，而是把德智体全
面发展作为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新
生开学的第一堂课就是在大礼堂听
著名的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讲演。
深秋的北京已是非常寒冷，70多岁
的小老头，白发红颜，身穿白色的短
衣短裤，面对台下一千多人，不用麦
克风，手舞足蹈地大喊：“你们要动！
你们要动！”不需说教，大家都知道
了锻炼身体的重要。
蓬勃的学生课外组织为学生提

供了发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清华的
学生社团基本上有三大系列：体育
代表队、文工团和校刊《新清华》记
者团。每逢新学期开始，学生会所在
的明斋门前布告栏上就贴满了各色
各样的招募广告。我自然一眼就看
中了“话剧队”。
参加入队面试时，表演小品砸

了锅，诗歌朗诵毫无表现力，结果
榜上无名。失望之余，给话剧队写

了一封信，题目为《请勿嗤之以
鼻》，大意是本人虽然水平不高可
雄心仍有，今后还会努力等等。话
剧队予以接纳。

进清华时，我还未满 17周岁，个
子瘦小，以后的改进也不大。而话剧
里的主角大都是生猛的形象，没有
适合我扮演的角色。于是，我在话剧
队里长期从事后台工作，如服装、道
具、化妆、布景和效果等，还做过舞台
监督。虽然如此，心情仍十分愉快。

自我锻炼

1960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
时期”。学校也受到影响。虽然大学生
的粮食定量仍有每月 34斤之高，还有
点心票和饼干票各二两，可是，油水太
少，几乎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肉。因此，
吃完饭后不一会儿肚子就饿了，经常
处于饥饿状态。面对这样的形势，我感
到惶惑，终日郁郁寡欢。反复自省，决
心自我强化。
从 1960年底，我开始记日记，对

每一天的经历进行评价与反思。我对
自己提出了要求：“日有所事，月有所

思，年有所进。”这一信条从此融化在
我的生活中，指导我的一切行动。接下
来又找了一件很难的事情：练朗诵。寓
言小品朗诵是清华话剧队的一绝。文
工团每次演出都少不了。我暗下决心
提出挑战，选了一篇寓言练将起来。每
天晚饭后，躲在宿舍里分析文章，找重
点，找节奏，找停顿，找段落。反复练习
百余遍，达一月之久。于是，有一天晚
上突然公开，话剧队的同学们无不惊
讶万分。不久，话剧队组织朗诵《不怕
鬼的故事》，我与胡泊联袂演出，并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录音。通过这一年
的努力，自己的性格有了改善，对以后
的人生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音乐与数学

我对数学的爱好萌自初中，盛在
高中而续于大学。1958年，我们班一分
为二，一半同学被调整到动力系的热物
理专业，另一半则分配到新成立的工程
力学数学系流体力学专业。这个专业的
培养目标是为航空航天业提供空气动
力学专业人才。我“歪打正着”，又回到
了原来喜欢的专业。这个专业要求学生
有较强的数学基础。因此，开了十几门
数学课，我们一共学了五年半。我的数
学课每门的考试成绩都是优秀。通过数
学学习，不仅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也
培养了抽象分析能力。
清华之大，藏龙卧虎。清华没有

体育系，而有著名体育家马约翰先
生在。清华没有音乐系，但音乐室的
陆以循教授也是艺术界知名人士。
所以然者何？皆因这些“老清华”不
愿离开清华也。
一日，我无意中踱到位于学校西

北角的“音乐室”，那里是文工团军乐
队和管弦乐队训练的地方。门口贴着
一张告示：“暑期音乐欣赏讲座”。走进
教室，陆教授正在向听众讲解音乐基
本常识：什么是“音阶”，什么是“调
性”，什么是“调式”，什么是“乐句”、
“乐章”……一边讲解一边放唱片让大
家听。讲座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当场买
了一本教材。以后每天去听讲，连续约
有十天左右。从此，音乐走进了我的生
活。这些相伴一生的爱好不仅丰富了
我的生活，提高了我的修养，在我痛苦
的时候也给我以慰藉。

奔向大西北

大学毕业来临，我一心一意想到
国防科委，穿军装，搞航空。不料，命运
却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的理想落
空。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所的渗流力
学室，作为科学院系统唯一的油田开
发理论研究单位，派人到清华招收毕
业生。我的情况被招收人员看中，于是
被分配到大西北的兰州。
（作者系清华大学 1963届学生）

日前，由北京大基康明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研制的质
子、重离子联合肿瘤治疗系
统首次亮相第十四届科博
会。质子、重离子联合肿瘤治
疗系统将含氢氦锂碳的物质
或质子注入离子源，经过电
离后，它们的原子核外电子
被剥离并经初步加速，再经
加速器加速后成为具有
230～430mev 能量的氢氦
锂碳原子核，即重离子，将这
种具有较高能量的重离子束
直接照射到人体肿瘤部位，
即可达到治疗癌症缓解症状
的目的。该系统的研制成功，
使我国肿瘤治疗技术，特别
是脑部疾病的放射治疗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潘希 杨斌）

阴本报记者 廖洋
实习生 丁晓丹

近日，记者从青岛市科技局获
悉，由青岛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海
尔集团超前技术研究中心 200 多位
专家经过半年多时间绘出了一幅
“无线电力传输产业技术路线图”。
心脏起搏器不用再切开皮肤换电池，
手机充电摆脱导线……这些不可思
议的技术未来将会通过“无线电力
传输”变成现实。
无线电力传输也称无线能量传输

或无线功率传输。就理论而言，无线
电力传输通过电磁感应和能量转换来
实现，即电力可通过电磁感应、共
振、射频及微波等方式达到无线传
输。这项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距今
已有 100 多年历史，但其技术发展比
较缓慢。

根据在空间实现无线电力传输供
电距离的不同，可以把无线电力传输技
术分为短程、中程和远程三大类。
短程传输可通过电磁感应来实现，

距离上限仅有 10厘米，一般只适用于
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供电。中程传输是
基于电磁耦合共振原理实现的，它利用
非辐射磁场实现电能高效的传输。此技
术有望为手机、MP3、汽车配件、体温表、
助听器及人体植入仪器等提供无线电
力传输。
远程传输可利用微波或激光形式

来实现电能的远程传输，这对于新能源
的开发和利用、解决未来能源短缺等问
题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目前，除了
铺设输电线路困难的地区和太空领域
外，微波输电尚未应用到其他生产和生
活领域。
“无线电力传输就是不用导线也能

传输电能，这种技术用途广泛。”青岛市
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党总支书记于升
峰介绍，小到手机无线充电，大到给矿
井电车安全供电都能用到无线电力传
输技术。
从这张路线图上能看出，心脏起搏

器使用者将成为受益人群之一。青岛市
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朱为勇表示，目
前心脏起搏器的电池一般植入胸前皮
下，几年就需要更换一次。朱为勇说，
更换心脏起搏器电池需要在皮肤上切
开一个 3～4 厘米的口子。有了这项技
术，心脏起搏器将不需要再切开皮肤
更换电池。
在上海世博会上，山东馆就曾展出

了一台使用无线电力传输技术的“青岛
制造”无尾电视。
于升峰表示，根据 200 多位专家的

共识，未来 5 至 10 年时间里，无线电
力传输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达到近
千亿元的产业规模，并可培育成青岛
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这份技术路线
图上看到，2020 年有望突破恶劣环境
下的供电技术，实现电力无线远距离
传输，产业规模预测也将达到 500亿～
1000亿元。

在这份路线图上，能看到行业需求
包罗万象，手机无线充电就是其中一
项。手机无线充电技术研制成功后，只
需将手机往设备上一放，就能实现充
电，不再需要导线。除此之外，吸尘器、
冰箱、微波炉等大功率电器无线供电装
置也有望研发出来，将告别插线板上杂
乱的电线。
据了解，无线电力传输技术攻关和

相关产业发展已列入青岛“十二五”期
间重点目标任务。
“这项技术甚至可以避免矿难的发

生。”于升峰说，无线电力传输更广阔的
用途在工业和特殊行业。目前矿井电车
使用的是裸露的导线供电，很容易产生
电火花，导致瓦斯爆炸。如果使用无线
电力传输技术，导线就可以包裹起来，
触头不直接跟电线接触，就不容易产生
电火花，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2020年预测产业规模 500亿至 1000亿元

无线电力传输技术或入寻常百姓家
17项新基准测试打造高性能网站

本报讯近日，康普科纬迅公司推出 17
项新的基准测试，为互联网企业提供将用
户体验指标化、可视化的服务，从而有助于
网站提高响应时间等性能，改善用户的网
络体验。
基准测试是通过设计测试方法、工具和

测试系统，对一类测试对象的某项性能指标
进行定量、可对比的测试。
据悉，该公司的标准化测试及定期发布

的“中国网站性能用户体验排行榜”，已成为
中国主流网站最为关注的第三方评测数据之
一。目前，该公司在欧洲为英、法、德等国的
1700家公司提供测试，基准测试的数量已超
过 61个。 （杨扬）

中科院北方粳稻中心在研项目进展顺利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北方粳稻分子育
种联合研究中心“十二五”发展战略研讨会
日前在哈尔滨召开，中科院副院长李家洋
院士、黑龙江省副省长徐广国出席会议并
作主题发言。
为提高寒地水稻的生产水平，2008年 9

月中科院与黑龙江联合成立了北方粳稻分子
育种联合研究中心。两年来，粳稻中心在中科
院和黑龙江省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取得良好
的合作效果。粳稻中心设立的水稻种质资源
改良与创制、主栽品种改良、抗瘟基因挖掘及
抗瘟性改良、耐冷基因挖掘及分子育种、转基
因资源创制等五大专题都圆满完成年度目
标，整理与评价资源材料 400多份，创造出优
质米材料 47份，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
选育出抗病和耐冷材料 24份，利用农杆菌介
导和回交转育技术创造转基因各世代材料
5000余份。 （好诚）

河南省成立甲状腺肿瘤诊疗中心

本报讯近日，河南省甲状腺肿瘤诊疗中
心揭牌仪式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举行。
近年来，甲状腺癌已占女性恶性肿瘤的

第七位。
据河南省甲状腺肿瘤诊疗中心主任齐

金星介绍，河南省肿瘤医院门诊每年接诊
甲状腺肿瘤患者 4000 余例，手术治疗 1000
余人次，其中甲状腺癌患者近 500 人，甲状
腺乳头状癌 10 年生存率在 90%以上，有大
量生存 20 年以上的患者，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河南省甲状腺肿瘤诊疗中心的成
立将加快河南省甲状腺肿瘤诊疗的技术研
究，在全省推广甲状腺肿瘤规范化诊疗模
式。 （谭永江王文龙）

长春应化所院地合作产品实现出口

本报讯在日前召开的威海市科学技术
大会上，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研究员殷敬华荣
获威海市科学技术最高奖，这是该所院地合
作的又一硕果。

1999年，长春应化所与山东威高集团建
立了合作关系，并于 2000年与威高共同成立
了长春威高医用高分子研发中心。2001年，
殷敬华作为长春应化所选派到威高的科研人
员，兼任威高集团总工程师。
殷敬华协助威高集团建立研发平台，他

带领科研团队开展了“聚烯烃材料的化学
与生物改性及其大规模应用”等项目，实
现了材料及其相关器械的产业化，已累计
生产各类医用输注器械 42 亿多支 （套），
产品在国内正逐步取代传统的聚氯乙烯同
类产品，并销往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
等国。同时，取得的系列成果先后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于洋石明山）

“网上海洋科普馆”正式上线

本报讯 5 月 12 日是全国“防灾减灾
日”，我国首个以海洋灾害为主题的数字虚
拟科普馆“网上海洋科普馆”在广州正式上
线。公众可登录（http://kepu.hyyb.gov.cn）了
解海啸、风暴潮、赤潮等海洋灾害的发生过
程和防御知识，以及海洋观测和预报工作是
如何开展的。
据了解，“网上海洋科普馆”由国家海洋

局南海预报中心和广州市农业局（海洋与渔
业局）共建，由 8个分馆构成。
南海预报中心还开通了自动语音查询

系统（4006-288-998），供公众免费即时查
询南海三省区沿海城市、各滨海旅游区和
浴场的海况预报。该中心的新浪微博（http:
//t.sina.com.cn/nhybzx）已于 4 月下旬开通，
向公众发布海洋预报信息及海洋科普知
识。 （朱汉斌罗茜）

农业部推广青岛保护性耕作经验

本报讯近日，农业部农机化司在青岛举
办保护性耕作项目培训班，青岛市农机局在
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与会人员到青岛市平度、
莱西参观了保护性耕作现场。
据介绍，青岛的保护性耕作可以归纳为

四个特点：政府重视，投入大；注重科技；组织
健全，各区都成立了专门机构；推广面广，农
民接受程度高。
去年秋冬至今年初春发生的严重旱情，

对保护性耕作的作用正好是一次最好的验
证。在平度兰底镇保护性耕作现场，麦田地表
覆盖着粉碎的玉米秸秆，起到了非常好的抗
旱作用，土壤墒情良好，小麦根茎粗壮，分蘖
多，苗情旺。
据介绍，经青岛农业大学测产，去年保护

性耕作小麦亩均 500.4公斤，比传统耕作方
式增产 14.1%。保护性耕作每亩节水、节肥、
节省作业费和增效合计 100元以上，为农民
增收节支 4100多万元。 （廖洋丁晓丹）

17项新基准测试打造高性能网站

简讯

我与清华

倔强的探路者
———记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青年教师罗丹

学府名师要要要南昌大学青年科研工作者系列报道

本报讯近日，由江西省人民政府
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共同组织开展
的“江西现代林业发展战略研究与规
划”项目，经过近 3年的攻关研究，顺
利通过评审。
《规划》提出了以“一湖清水、生

态家园、绿色崛起”为核心的绿色发
展理念。

评审委员会专家表示，无论从江
西省林业发展的现状水平和地位作用
考量，还是从国家林业发展规划考虑，
绿色都是始终不变的主题。

2009年 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作出了“大力增加森
林碳汇，争取到 2020年森林面积比
2005年增加 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
比 2005年增加 13亿立方米”的“双增”
承诺。江西森林覆盖率达 63.1%，居全国
第二位。2010年，江西省林业产业总产
值达 1050亿元，居全国第六位。

根据《规划》，江西将通过现代林

业建设，构筑起坚实的森林和湿地生
态屏障，切实保护好鄱阳湖“一湖清
水”，维护生态安全。通过现代林业建
设，精心打造“红色摇篮”“银色水乡”
等精品产业，以及“森林城乡”“生态山
水庄园”示范名牌，从根本上改善人与
自然的关系。而在“绿色崛起”规划方
面，江西将通过现代林业建设，使经济
发展方式优化转型，让广大人民享受
更多的实惠。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
院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国家发改
委、国家林业局等单位院士专家组成
的评审委员会认为，《规划》提出的这
一理念明确了江西现代林业发展的战
略定位，突出强调了林业在促进江西
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特殊意
义。这一理念对加快江西现代林业发
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在构建评价与发展指标体

系框架的基础上，筛选了包括生态、产
业、文化、保障 4项内容的 20个核心指
标。《规划》还对指标进行了量化研究，
确定了不同时期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该战略规划的近期规划水平年为
2015年，中期规划水平年为 2020年，
远期规划水平年为 2050年。根据规
划，到 2015年，江西省生态环境整体
将步入良性发展状态，林产品供需矛
盾得到缓解，实现森林资源的快速增
长和林业产业壮大。到 2020年，江西
森林生态环境趋于良好，森林资源增
长，林业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到 2050
年，江西将建成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
发达的林业生产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
化体系。

此外，《规划》还紧密结合江西实
际，提出了生态、产业、文化三大体系
布局，确定了 12项重点林业工程，提
出了 16项集成配套工程建设关键技
术。 （祝魏玮王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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