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科学大师笔下的艺术世界

“科艺相通———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展”启动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大鹏在科

学家眼中， 如何代表了宇宙初始那一

刻？ 李政道先生云：其翼若垂天之云，
其翼与高空一色， 象征了宇宙的开始

和膨胀。昨天，由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

科技馆共同举办的 “科艺相通———李

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展” 启动仪式在

上海科技馆举行， 在接下来的 2 个月

内，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84 件精美的

科艺佳品。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李政道

先生就与吴作人、 李可染、 黄胄、 华

君武、 袁运甫、 吴冠中等中国顶尖艺

术家共同探讨科学和艺术话题， 创作

了一批艺术精品。 展品中， 吴冠中写

给李政道的信 《奥秘与奥秘间隐有通

途》 以及李政道过年时写给李可染的

书信都是第一次走出李政道图书馆与

观众见面。
牧童抱膝看着天空上一个亮点正

在不断向外吐出“红线”，如果没人介

绍，很难想象这幅名为《晓阳辐射新学

光》其实画的是同步辐射，而画中如同

太阳般的辐射光源， 其实是我国宋朝

人见到的一次超新星爆发。
李政道与李可染是多年好友，他

们 灵 犀 相 通 ， 一 见 如 故 。 1987 年 ，
李政道先生致信李可染先生， 邀请他

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次年举办的

“同步辐射光的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
绘制主题画。 在信中， 李政道向李可

染解释同步辐 射 光 的 应 用 的 科 学 内

涵， 并提出了他的创作建议： 以 “孩
子” 代表中国年轻科学家， 云层与光

象征同步辐射及科学之前途。 李可染

根据李政道讲 述 的 超 新 星 爆 发 的 故

事 ， 创作了水墨 画 《晓 阳 辐 射 新 学

光》。 画中四射的光芒寓意着物理学

的未来， 小牧童则寓意着年轻的中国

科学家， 这幅画也成为当时研讨会的

宣传海报。
在此后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所

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 邀请艺术大师

参与研讨会主题画的创作成为惯例。
如 1988 年， 吴作人为 “二维强关联

电子系统国际会议” 创作主题画 《无
尽 无 极 》 ； 1991 年 5 月 ， 鲁 晓 波 为

“表面物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创作主

题画 《朱雀》； 1997 年 5 月， 常沙娜

为 “物质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 创作

主题画 《创天》； 1998 年 6 月， 刘巨

德为 “宇宙的过去与未来国际学术研

讨会 ” 创作主 题 画 《唯 宇 宙 之 大 膨

胀， 始生鹏》 ……
同步辐射、引力与广义相对论、宇

称不守恒与中微子物理、 二维与三维

……这些复杂的物理概念究竟如何转

变为艺术作品，静待您去发掘。

肺部小结节未必是肿瘤
低剂量 CT 是早期肺癌初筛好手段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本周是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在上海市胸科医

院上周末举办的 “不惧小结———胸部肿

瘤学科免费门诊日”现场，专家就社会上

许多人关心的肺部小结节现象谈到，肺

小结节检出率日益增高， 无形中造成社

会上谈“结节”色变的恐慌心态，需明确

的是肺小结节未必是肿瘤， 定期筛查是

关键， 其中低剂量螺旋 CT 是早期肺癌

初筛好手段。
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韩宝惠

谈到， 过去大多数肺癌患者是 “因症就

诊”，即出现了咳嗽、胸痛等症状，才想到

去医院就诊。此时，肿瘤大多已侵犯了气

管、大血管，2/3 患者已发展到晚期，失去

了手术机会，5 年生存率很差。 近年来，
随着人们保健意识提高和健康体检的普

及，早期肺癌检查率提高，很多没症状的

早期肺癌患者被及时发现， 并接受了手

术治疗，术后生存率大幅提高。
在肺癌早期筛查领域， 胸科医院多

年前就承接了上海市的肺癌社区筛查研

究项目 ， 目前已在徐汇区完成了 6000
多例的入组研究。 项目牵头人韩宝惠介

绍， 该项目重大突破之一是确定了低剂

量 CT 在 肺 癌 早 期 筛 查 方 面 的 重 要 作

用。 该项目研究人员发现， 在入组的高

危人群 （年龄在 45 至 75 岁、 有肿瘤家

族史、 吸烟或有烟草接触史） 中， 第一

次做低剂量 CT， 25%的人被筛出有小

结节， 经过进一步排查， 真正怀疑的有

69 例， 23 例经过胸科医院多学科专家

讨论， 其中 22 例经手术切除后病理显

示为早期肺癌。 相比之下， 对照组即常

规因病就诊人群中， 发现了 10 例肺癌，
其中 5 例已为晚期。

“这就强烈提示我们，低剂量 CT 在

发现早期肺癌方面的作用。 ” 韩宝惠同

时强调， 低剂量螺旋 CT 仅仅是初筛手

段， 即因此发现了小结节， 不要过度恐

慌，因为它有良恶性之分，合适的做法是

密切随访。
一旦看到小结节，专家不主张“拉进

手术室一切了之”，很多时候需多学科专

家联合讨论。在“不惧小结———胸部肿瘤

学科免费门诊日”，韩宝惠和胸外科主任

赵珩、放疗科主任傅小龙、放射科主任叶

剑定还就疑难病例联合出诊。 记者从胸

科医院获悉， 早在十多年前该院就率先

引入了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模式， 为患

者提供个性化综合治疗。也因此，该医院

年胸外科手术超过 10000 例、 机器人胸

部手术数年均突破 600 例， 常年保持国

内双料“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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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药新用”抑制癌细胞生长

仁济医院发现胰腺癌“帮凶”，为治疗提供新策略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胰腺癌

是恶性程度颇高的一种癌症。昨天，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肿

瘤研究所发布消息称， 由该院外科医生

团队和基础研究科学家合作完成最新研

究，发现了胰腺癌的重要“帮凶”，并为胰

腺癌治疗提供了“老药新用”的新策略，
有望缩短研究成果进入临床的时间。

该研究由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癌基

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员

张志刚和仁济医院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孙

勇伟带领团队完成， 相关论文近日刊登

在国际著名医学期刊《胃肠病学》上。该论

文阐明了胰腺癌肿瘤微环境中，神经递质

5-羟色胺（5-HT）系统的存在及其失调现

象， 证明了 5-羟色胺会促进胰腺癌细胞

的生长，进而促进胰腺癌的恶性进展。
常年在手术室与胰腺癌“过招”的外

科医生孙勇伟发现， 与其他恶性肿瘤不

同，胰腺肿瘤“外壳硬”，致密的间质成分

可达肿瘤组分的 90%。 换言之，胰腺肿

瘤的周围细胞血供很少，营养缺乏。
“癌细胞的快速分裂和生长要大量

能量， 胰腺癌细胞是如何在极端的生存

条件下利用有限的能量保持生长， 从而

完成自己的恶性生物学功能的？”孙勇伟

带着这个临床发现找到张志刚， 开始了

从手术室到实验室的合作研究攻关。
历经 4 年努力， 张志刚带领团队找

到了影响这一环节的重要因素： 肿瘤微

环境中紊乱的 5-羟色胺系统。 大名鼎鼎

的 5-羟色胺在胰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

了“坏作用”，它会作用于 HTR2B 受体，
进而活化下游信号通路， 以此增加肿瘤

细胞在代谢应激条件下的有氧糖酵解，
这为“坏细胞”的生长提供了大量原料。

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 科研人员同

时 发 现 ，HTR2B 受 体 的 抑 制 剂

SB204741 能显著抑制一些胰腺癌细胞

的生长。“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胰腺癌

能量利用的法宝， 并阐明了它的作用机

理。当我们剥夺了胰腺癌的这一法宝时，
它的生长被显著抑制了。 针对这一法宝

的药物已开始用于肺动脉高压治疗领域

的临床实验。 ”张志刚说，因为 SB204741
的安全性较好， 它也很有可能作为胰腺

癌治疗的候选药物， 为胰腺癌治疗提供

“老药新用”的新策略。

注入现代科技“复活”古老学科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独辟蹊径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本周日是世界读书日。这两天，复旦

大学文科图书馆， 有一场特别的版画作

品展。 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的古籍藏书

票、木版画……很难想象，这些都不是出

自美术学院学生之手，而是从“零起点”
学起、 来自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

院 2016 级专业硕士的作品。
在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上， 复旦大

学独辟蹊径。两年多前，有感于国内古籍

保护高层次人才的匮乏， 复旦成立了中

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这个新兴的研究院，
师资构成让人耳目一新：除了来自历史、
文博等文科专业的学者， 还有一大批来

自物理、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领域的

专家以及多名长期从事古籍修复、 在耄

耋之年受聘到大学“带徒弟”的老先生。
多学科交叉， 运用高科技手段修复

古籍，最近，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传

出了好消息。在一批科学家的努力下，已
经失传良久的传统开化纸的制作工艺，
迎来了“复活”的可能。

开化纸制作工艺恢复，取
得重要进展

“古籍修复是个比较冷门的行当，大
科学家一般都在科学领域的前沿， 不愿

意钻进老古董堆里。 而年轻的科学家若

是来了，从功名的角度来看，今后要成为

大师、大家的可能性不大。 ”出任复旦大

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两年多，中

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到古籍保护， 很是感

慨。 他认为，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古籍

保护工作之所以进展缓慢， 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缺乏高科技的运用， 古籍修复保

护的手段和理念都比较保守、落后。
按照研究院的学科建设规划， 一大

核心课题就是恢复传统的开化纸的制作

工艺。目前，复旦这一研究团队的牵头人

正是杨玉良。 他介绍说， 在中国的传统

手工纸中，开化纸地位十分尊贵，纸张细

腻洁白、薄中见韧、寿命长久，过去宫廷

的诸多文书和刻本， 如清代的 《康熙字

典》《全唐诗》《四库全书》 等典籍都由开

化纸制作。 “用中国传统手工制成的纸

张，可以保存四千多年。但 1900 年后，西
方造纸术引进来了，虽然造纸效率高，但

纸张保存的寿命却很短。”更让人遗憾的

是，在西方造纸术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

造纸技艺迅速衰退， 开化纸的制作工艺

也因为各种原因失传了。
中华古籍的修复， 必须要用中国的

纸张。 2015 年起，复旦的这支研究团队

相继与开化县 “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中

心”、广州市《广州大典》中心合作，启动

开化纸传统工艺恢复项目研究。
杨玉良透露，经过多学科合作攻关，

目前在开化纸的纸张制作原料、 影响纸

张寿命的原因等关键环节上， 团队已经

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进展。“我们通过

检测发现了制作开化纸的一种原料，是

一种叫荛花的植物。 现在我们一些从事

生物学研究的专家正在设法培植这种植

物，为今后造开化纸准备原料。 ”

高层次古籍保护人才要
有一双巧手

在师资方面， 除了吸引一批年富力

强的科学家参与， 复旦也在人事聘任上

“开绿灯”， 聘请了一批具有丰富古籍保

护从业经历的专家前来执教。
今年 74 岁的赵嘉福， 从 17 岁开始

就在古籍行业学习技艺，精通篆刻，此外

他还擅长书画与碑帖的装裱修复。 到复

旦当教授、带学生一年多来，赵嘉福觉得

这份经历已经开始改变他对于古籍保护

的一些看法。 “传统的古籍修复，都是师

徒制。但在大学里，我时常觉得自己和学

生相处，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 ”
就在昨天， 研究院迎来了一家企业

捐赠的“礼物”：一台 3D 打印机。 在了解

这台 3D 打印机的功能后， 赵嘉福一下

子萌发出了“带徒弟”的新点子。原来，他
一直想教学生做拓片， 但是苦于找不到

合适的教具。 “有了 3D 打印，我就可以

原样打印出一些重要的碑刻、拓片，这就

是最好的教具啊。 ”
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从 2015

年招收专业硕士开始， 保护与修复专业

的学生目前共有 25 位左右。
专注于古籍修复的童芷珍， 也是研

究院的特聘专家。 从 1973 年开始，她就

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 曾修复过

《左传》、宋刻《资治通鉴》、《永乐大典》等
重要的典籍。

谈及古籍保护人才培养， 童芷珍认

为， 比起讲授具体的修复技艺， 向年轻

学子传达正确的古籍修复理念 更 为 重

要。 她举例说， 过去的一些古书修复，
工匠们的工作重点是把古籍中的文字保

存下来 。 有的书年头久了 ， 纸 张 不 平

了 ， 修的时候就一刀下去 ， 把纸 先 裁

平。 而从现在的观念来看， 我们应该尽

可能把古籍的原始信息都保存下来， 不

要破坏原样。
任教复旦后， 童芷珍开设了古籍修

复的基础课程。 在她看来， 古籍保护与

修复， 这个古老的学科要注入活力， 必

须加强基础理论层面的建设。 高层次的

古籍保护人才应该有一双巧手， 既会修

复古籍， 也会写高质量的论文； 不仅要

传承技艺， 还要有能力开创全新的研究

方向。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屡禁不止的孔雀石绿有了替代药
我国水产养殖领域迎首个化学类新兽药“美婷”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通讯员胡
鲲）作为一种禁用药，孔雀石绿在我国被

禁 15 年， 却在水产品市场上屡禁不止，
原因就在于找不到一款能完全替代其功

能的新渔药。所幸，这种尴尬局面要彻底

终止了。记者近日从上海海洋大学获悉，
由该校杨先乐教授团队耗时 10 多年研

制的孔雀石绿替代药“美婷”已经于今年

3 月获批。 这是我国水产养殖领域第一

个化学类新兽药， 它填补了世界各国在

孔雀石绿禁用后长期无水霉病有效治疗

药物的空白。

孔雀石绿曾是在水产养殖业中被广

泛使用的抗水霉特效药物， 它对水霉病

等鱼类疾病有明显疗效， 但由于孔雀石

绿也同时具有致畸、 致癌、 致突变等毒

性， 所以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
一些世界发达国家相继禁止其用于水产

养殖。 2002 年，我国农业部门将其列入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化合物清单》，
禁止在食用动物中使用。

尽管如此， 在食药监部门平常对水

产品的抽检中， 时而会发现鱼类产品中

仍含有孔雀石绿。在杨先乐教授看来，之

所以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 关键就是市

场上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替代孔雀石绿药

效的新兽药。
水霉可在我国南北主要水产养殖区

感染 100 多种水产动物， 会给渔民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而在防治水霉病方面，虽
然市面上也有许多宣称是 “孔雀石绿替

代药物”的产品，但其虚假成分居多，要

么药效差， 完全无法和孔雀石绿的 “特
效”相提并论；要么毒性高，引入了新的

安全隐患；要么是用药成本太高，基本不

能在养殖生产上使用。

理想的孔雀石绿替代药物制剂，须

具备孔雀石绿高效和廉价的特点， 同时

又没有任何安全隐患。在上海海洋大学，
杨先乐团队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 付出

了多年的努力。 团队成员从万余种物质

中， 挑选了 1000 多种潜在有效物质，构
建药物备选库， 进而利用先进的高通量

筛选模型进行层层筛选， 最终获得了在

安全、药效、价格等方面完全可以替代孔

雀石绿的抗水霉活性物质———甲霜灵。
上海海洋大学和有关企业合作，在

历经 16 项药理学实验、7 项临床试验、8
年生产性验证与应用 、3 年多轮新药评

审后， 最终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用

于水霉病治疗的孔雀石绿替代药物制剂

“美婷”。 这份新兽药证书， 也是国务院

2004 年发布《新兽药管理条例 》后我国

第一个关于水产用的有关化学的新兽药

证书。

弘扬中医传统 不忘岐黄初心
———追忆国医大师颜德馨先生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悬壶济世近

80 载，在传统中医“八法”之外创立“衡

法”； 他坚持以弘扬和传承中医传统为

使命，一生追求“德技双馨”；他运用中

医疗法治疗“非典”患者，有效解决了激

素治疗引发的纤维肺问题； 他领衔的

“颜氏内科流派”，是海派中医流派传承

研究基地之一……他就是首届国医大

师之一、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主

任医师颜德馨先生。 4 月 17 日，颜德馨

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 97 岁。

济世救人开创“衡法”
颜德馨 1920 年 11 月出生于江苏

丹阳颜氏老宅，他的父亲颜亦鲁，深得

江南孟河医派真传，擅长治疗肠胃病和

妇科疾病。 在父亲的熏陶下，颜德馨从

小诵读经典，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 12 岁时，颜德馨开始背诵

《内经》《伤寒》《素问》等古代中医典籍，
每逢父亲临诊， 他就帮着父亲抄方子、
整理。

16 岁时， 颜德馨考进了上海中国

医学院，随各大中医名家学习、抄方、整
理医方医案，汲取各家长处，提高了理

论认识和临床实践水平。毕业后进入诊

所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当时缺医少药

的情况下，他创办“德社”，免费给病人

看病配药。 新中国建立后，他停办私人

诊所，调入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现同

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他数十年如一日，埋首于中医理论

研究与实践，从民族瑰宝中汲取宝贵资

源。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 他率先提出

“雄黄为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药物”，奠定

了中医治疗血液病的总体思路；在长期

中医研究及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久病

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理论，创立了

以调气活血为主的 “衡法 ”治则 ，提出

“气虚血瘀是人体衰老的基本机制”，丰
富和发展了中医养生理论，为众多疑难

杂证指明了新的研究思路……

抗击“非典”显医者本色

他坚 守 “仁 心 仁 术 ”， 能 为 病 人

解除疾苦， 他感到了身为医者最大的

快乐。
危难当头， 方显医者本色。 2003

年，“非典”突如其来，颜德馨以 84 岁高

龄，不惧安危，奔走第一线，一句“没有

中医拿不下的病”掷地有声，鼓舞医务

人员抗击“非典”的信心。
他担任着上海市中医防治专家组

顾问、上海市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及华

东地区防治“非典”首席科学家，奔赴传

染病医院，立足中医特色，应用辨证论

治原理 ，总结出 “非典 ”的病机要点为

“热、湿、瘀、痰、虚”5 字，创制了“扶正

祛邪方”授权厂家生产。
高尚的医德医术， 赢来无数荣誉：

上海市名中医、 全国名老中医、 上海

市医学荣誉奖、 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

成就奖、 中国医师协会首届 “中国医

师奖 ”， 2009 年 5 月 ， 他当选国家首

届 “国医大师”。

毕生嘉惠杏林后学

颜德馨先生毕生以弘扬中医药传

统为己任， 一生都在为中医传承奔走。
他多次指出， 中医要做好原汁原味的

传承， 最大的危机是后继乏人。
他常以先哲墨子 “志不坚， 智不

达” 勉励学生， 经他培养的学生近百

人， 遍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 在行医

60 年之际， 他捐出多年积蓄的稿酬和

学术成果奖金共 20 余万元， 设立 “颜
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 此后又追

加资金， 2005 年扩展为 “上海颜德馨

中医药基金会”， 致力于激励青年中医

药人才脱颖而出 。 2008 年 11 月 ， 他

促成了 “中医大师传承班” 在同济大

学开班，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传道

授业。
在长期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中， 颜

德馨发现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一些问

题， 重 “西” 轻 “中” 的教育模式导

致部分中医学校的毕业生不会望闻问

切， 不懂八纲、 八法， 不懂阴阳五行、
辨证施治。 这让他深感担忧， 于是他

与众多名老中医一起上书列陈合理建

议， 得到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对中医

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医界人士说， 颜老以其一生的

磊落与担当， 诠释了中医人的使命与

责任。

■本报记者 陈青
通讯员 金恒

大师们创作的 84 件科艺精品， 为观众献上一场科学与艺术交融的视觉盛

宴 。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 2009 年 7 月 6 日“近距离”专刊曾对颜德馨作过专访。 (资料照片)

复 旦 大 学 中 华

古 籍 保 护 研 究 院 特

聘 专 家 倪 建 明 在 现

场 展 示 木 版 画 水 印

工艺。
本报记者

樊丽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