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 子 核 物 理

是一门基础性和应

用 性 都 很 强 的 学

科， 又关系到国防

和民生， 研究设备

庞大且复杂， 因此

既要做好自主创新

又要坚持国际大合

作。 核科学的特

点决定了人才结构

的多样性、 人才成

长的长周期性，今
后我将更注重吸引

优秀的青年人才投

身“核”事业，把青

年人才的培养放到

重要位置， 同时要

让更多的民众理解

“核”、支持“核”。

39种“网红”药突破壁垒落地郊区
闵行区医改创新，根据居民需求订制专科医联体

本报讯 (记者陈青 )尿素脂 、抗脂

洁尔、冻疮霜……这些售价几元钱、疗效

堪称“神药”的“网红”药膏，是上海华山

医院的自制廉价药， 经常卖断货、“一药

难求”。 不过从即日起，39 种华山医院皮

肤科自制药在闵行区就能方便配到了。
记者近日获悉， 闵行区突破体制机

制壁垒， 创新性地根据居民需求订制政

策。 随着“华山—闵行皮肤科联盟”的成

立， 华山医院皮肤科这一稀缺医疗资源

顺利“落地”闵行区。
华山医院院内制剂尿素脂药价不到

10 元，无添加还疗效奇好。 在网上，包括

尿素脂、 抗脂洁尔在内的 39 种华山院内

制剂被奉为“神药”，常常是“一药难求”。
但因为属于院内制剂，根据本市药品管理

规定，仅限华山医院使用。 “药不出门”的
政策局限，使偏远居民想用好药不容易。

随着本市行政审批进入“负面清单”
时代，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闵行

区卫计委和药监部门达成一致： 只要政

策无禁止，不妨大胆试。 于是，随着“华

山—五院—闵行医联体”的建成，华山医

院皮肤科在市五医院“复制”落地，通过

调拨的形式， 闵行区居民就近就能配到

39 种“神药”。
和“神药”一起落户闵行区的，还有

华山医院皮肤科的专家和技术。 华山医

院皮肤科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在市五医

院开设专家门诊， 闵行区的皮肤科医生

和社区全科医生被纳入严格的 专 科 培

训， 一条从常见多发皮肤病到疑难复杂

病的分级诊疗和转诊路径由此打通。“我
们不仅要把华山皮肤科引入闵行区，还

要培育一支属于闵行区自己的 专 家 团

队。 ”华山医院院长丁强说，通过分级诊

疗， 将现有华山皮肤科病人中的三分之

一疏导到基层， 专家可由此腾出精力攻

关更多疑难杂症。他透露，华山医院将打

造一个区域皮肤科诊疗中心， 目前全国

已有 500 家医院加入其皮肤科医联体。
根据患者需求订制专科医联体，这种

联盟式合作，居民是最大受益者。 唐慧是

华山皮肤科荨麻疹、湿疹、银屑病方面专

家，病人挂她的号需“秒杀”。 “早上 6 点网

上一放号，几秒钟就被抢光，排一个手术

至少要等几个月。 ”她告诉记者，如今她

“落户” 闵行区担任五院皮肤科学术主任

后，患者在市五医院只需提前一周预约就

能看到她的门诊，手术也只要等一周。
市五医院院长吕飞舟说， 华山医院

落地闵行区的都是稀缺型医疗资源，包

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皮肤科、康复医

学、风湿免疫等 11 个学科。统计显示，自
医联体启动至今， 市五医院微创消化道

肿瘤诊疗量同比增长超 40%，骨关节镜

手术增长 3 倍， 接受脑卒中静脉溶栓例

数增加 7 倍。

2018高中学业水平考实施意见发布
六门等级考科目将在 5 月 5 日至 6 日进行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关于 2018 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学业

考分为合格考和等级考，其中，备受考生

关注的六门等级考科目，即思想政治、历
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科目的等

级考，将在 2018 年 5 月 5 日（周六）和 5
月 6 日（周日）进行。

根据《实施意见》，语文、数学合格性

考试采用书面笔试方式，时间均为 90 分

钟。 外语合格性考试分为书面笔试和听

说测试,笔试不含听力,考试时间为 90 分

钟, 听说测试含听力 （采用人机对话方

式），时间为 30 分钟。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命科学六门科目分合格性和等级性考

试，均以书面笔试形式进行，考试时间均

为 60 分钟。 信息科技为合格性考试，以
上机考试形式进行， 考试时间为 60 分

钟。 另外，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三门科

目合格性考试另设技能操作测试， 测试

时间均为 15 分钟。
各科目考试满分为 100 分。 其中外

语书面笔试满分为 80 分，听说测试满分

为 20 分。
合格性考试成绩分合格、 不合格两

类。 根据市统一组织的语文、 数学、 外

语、 思想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

学、 生命科学九门科目笔试合格分数线

以卷面成绩的标准分值划定。 信息科技

合格性考试和物理、 化学、 生命科学三

门技能操作测试按测评标准评定成绩是

否合格。
等级性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 按获

得该次考试有效成绩的考生 （即缺考或

未得分的考生除外） 总数的相应比例划

分等级， 位次由高到低分为 A+、A、B+、
B、B-、C+、C、C-、D+、D、E 共五等 11 级，
分 别 约 占 5% 、10% 、10% 、10% 、10% 、
10%、10%、1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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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卫 广告

探秘原子核，一刻也不懈怠
从金原子核相撞的50亿碎片中，马余刚追寻反物质粒子的蛛丝马迹

今年年初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年尾又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9
岁这一年，可算是马余刚的收获之年。

从儿时仰头望着泥球在空中相撞

散裂开， 到值守在美国重离子对撞机

前， 盯着金原子核撞裂后的 50 亿碎片

被仪器捕获留下的条条闪亮的径迹，他
感谢原子核物理，让心中那个好奇而顽

皮的自己，有了一个长久安稳的家园。
从 1991 年 10 月跟随导师、中国科

学院院士沈文庆从兰州来到上海，马余

刚一直沉浸在核物理的基础研究中，做
学问，带学生，探索宇宙诞生时的那一

声“初啼”。

17 岁考上大学，26 岁评
上研究员

位于嘉罗公路上的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偏僻而安静，几十

年的香樟树在宽阔的草坪上舒展身姿。
走在这里， 似乎特别容易放空杂念，让
大 脑 专 注 思 考 一 些 玄 而 又 玄 的 事

情———比如，马余刚所从事的核物理基

础前沿问题。
笑起来酷似邻家大男孩的马余刚，

其实在高中之前，都是一个调皮的“孩

子王”， 父亲在他 6 岁时就早早把他送

进学校“收骨头”。 学习不算拔尖的他，
身上却有股韧劲儿。他的高中班主任程

健鸣回忆，马余刚遇上难题，就会沉下

心来进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直
到探出个究竟才肯罢休。

17 岁考入杭州大学物理系， 毕业

时获得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免

推研究生资格，想去大西北看看，于是

马余刚就跑去了兰州。 在那里，他遇到

了这辈子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沈文庆。 1990 年，沈文庆调任中国科学

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马余刚也

接受导师建议，来到了上海。
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所区，马余刚

把心思都放在了科研上。 攻读博士的三

年， 他一共在 《物理评论》《物理评论快

报》等国际权威刊物发表了七八篇论文。
那个年代，国内学者很少在国际学

术刊物发表论文，更何况还是领域内的

顶尖刊物。没有电子邮件，审稿意见、稿
件录用通知都是通过航空信件传递，论
文发表周期相当长，可见作为一名博士

生，马余刚有多么“高产”。
因为学术成就突出，马余刚博士毕

业留所工作不到一年，就破格晋升为研

究员。 这年，他只有 26 岁。

RHIC-STAR 四篇顶级
论文他占三篇

年少成名，给了马余刚更气定神闲

的心态，去拓展自己的科研生涯。
他的研究领域叫原子核相变，也就

是原子核在被加热时，会产生从液体到

气体的变化，就如同水受热汽化。 可要

加热原子核， 却不像烧开水那么简单，
而是要通过大型原子核加速器，让两个

重的原子核，比如金原子核碰撞，在产

生碎片的过程中，就可能观测到原子核

液、气相变的过程。
“我们对水的各种状态已经非常了

解，可对原子核却不那么了解。”马余刚

说，知道原子核的软硬程度，在不同密

度、温度下会有怎样的状态，一直是物

理学界很想弄明白的问题。
从兰州的重离子加速器，到美国布

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

对撞机 （RHIC），他同时从理论和实验

入手，在原子碎片的世界中，探求着宇

宙初创时的蛛丝马迹。
2000 年 RHIC 运行后，中国科学家

组成团队很快就加入了围绕 RHIC 开展

科学研究的大型国际合作组织 STAR，
马余刚成为主要负责人。当时，为了更好

地分辨各种粒子， 中国团队提出了研制

精度更高的飞行时间探测器。 2001 那年

圣诞节，欧美同行都忙着回家，马余刚却

主动提出去 RHIC 值班。 在这难得的两

个星期里，他将这台令人震撼的大装置，
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又一遍。

RHIC 设 计 的 初 衷 是 为 了 研 究 夸

克—胶子等离子体态，可马余刚却另辟

蹊径，从中寻找反物质粒子。 从反超氚

粒子、反阿尔法粒子、反物质相互作用，
到 夸 克—胶 子 等 离 子 体 的 整 体 极 化 ，
RHIC-STAR 合作组总共在 《自然》《科
学》上发表了四篇论文，其中前三篇主

要出自马余刚课题组。

吸引更多优秀年轻人投
身“核”事业

从读博士起，马余刚就养成了泡图

书馆看资料的习惯，把专业相近的杂志

中的每篇论文都翻了个遍。 有一次，他
看到语言学中的 Zipf 率以及信息论的

“信息熵”，突然灵光一闪，将这个概念

转化用来描述原子核对撞之后产生的

碎片的行为，最后形成了国际同行称道

的原子核 Zipf 理论。 1999 年，他以独立

作者的身份，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

了这篇论文。
他说， 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有耐力、

有毅力。 “在做实验时， 原子核对撞之

后， 各种粒子的数据源源不断涌来，同
时又要检测探测器的实时运行情况，根
本没有休息的时候。”马余刚回忆，自己

曾经连续近 30 小 时 守 在 屏 幕 前 盯 数

据、看探测器等运行情况，中间只用一

两个小时打盹。
“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吸收知识

能力也很强，如果多一点耐心、毅力，还
有自控力，获得成功是大概率事件。”他
说，其实 RHIC-STAR 另一篇近期发在

《自然》上的论文，他早就想到了方向，
并交代学生去做， 只是学生一时松懈，
没及时分析数据，就让合作组里的其他

科学家抢发了。
“在合作组内，都是来自全球的优

秀科学家，数据又都是共享的，在只有

第一、没有第二的基础科研领域，竞争

自然十分激烈。 ”他说，做到一定程度，
公布了自己的想法，别人也会认可并避

开你的研究方向，所以在起跑线上站住

脚，是年轻人必须要有的意识。
与核电站、核医疗设备等应用领域

相比，马余刚的课题组属于基础研究，并
不那么引人注目。 可他组里的人专业基

础扎实、视野宽广，所以他培养的人才一

直很受欢迎。这几年，随着民用核技术的

发展，他的学生去公司、医院的不少，不
过他还是希望有更多优秀年轻人能在基

础领域，推进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新晋院士的创新之路

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多
中国学术才能更加繁荣

呕心沥血 31 年，洋洋洒洒 500 万字，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所著

《中国财政制度史》承载着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一个人，呕心沥血 31 年；一本书，洋
洋洒洒 500 万字！ 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所著 《中国

财政制度史》 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作为研究中国财政起源、发展和演变

规律的财政史著作， 这部巨著的出版不

仅填补了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的空白，也

承载着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担当，兑现了黄天华立下的“中国人的财

政史必须由中国人来写”的承诺。
昨天，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主

办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出版座谈会”在
上海市社联举办。 不少学界人士感慨地

说， 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 我们需要为更多像黄天华这样甘

于“坐学术冷板凳”的学者提供更多制度

保障，学术评价机制要进一步优化，向这

类学者做出倾斜。

学者初心 ：“谨以此书献
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

在《中国财政制度史》第一卷的扉页

上， 写着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正

在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 ”
三十年磨一剑，黄天华所著的《中国

财政制度史》以财政史发展为经线、财政

制度的演变为纬线，以土地制度和人口及

户籍制度为切入点，突出从夏商周一直到

民国各个时期财政制度发展的特征及其

承上启下的历史端点，揭示了财政发展的

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给予中国财政制度

发展的历史以简洁的概括和精练的归纳。
座谈会上，自称“不善言辞”的黄天

华， 这样讲述自己从事中国财政制度史

研究的渊源：1982 年，刚开始在中央财经

大学读研的黄天华，从导师吴大英教授那

里听说，在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上，西方

发达国家走在了我们前面； 很多研究史

料，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法国、美国。
“听了这个严峻的事实，任何中国人

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中国学术的话语权

怎可旁落他国？ ”就这样，当年这个身强

力壮、意气风发的小伙黄天华，走上了一

条后来被证明不仅相当冷门，而且研究难

度远超出他个人预期的学术道路。

今天，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黄天华是

一个体型消瘦、疾病缠身的老人。和很多

学术界同道相比， 虽然他的学术研究成

果出产周期显得偏长，但《中国财政制度

史》用它的丰厚内涵，回报了这位苦苦践

行“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的知识分子的常年付出和辛劳。

学界评价， 黄天华的这部巨著运用

了大量史料，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等多方面， 揭示了财政发展的内在规律

和外部条件， 努力勾勒出了中国财政发

展的基本轮廓， 展示了中国五千年财政

制度演变、发展和改革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财政制度史》

的出版， 也留下了一段上海学术界和出

版界等多方联合“攻坚”的佳话。 在黄天

华完成这部 500 万字巨著之时， 摆在他

面前的是一笔高额的出版费。 为了保证

这部著作的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特别立

项给予资助资金， 上海市委宣传部学术

著作出版基金也对此大力支持，同时，上
海人民出版社这一出版项目也 获 得 了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学界发问：涌现更多黄天
华，需要更科学的评价体系

“除了学习黄天华教授的精神以外，

对今天的学术界来说， 我们更应该思考

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确
保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中， 能够涌现更多

像黄天华教授这样的学者。 ”座谈会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陈

志勇的话，引发了很多学术界、理论界同

道的共鸣。
有学者昨天在发言中披露， 国内一

所高校过去一度是中国财政史研究的重

镇，有一支比较稳定的骨干队伍，如今却

只剩一位 55 岁的学者还在坚守这一冷

门方向。 “学院也尝试引进年轻人，但年

轻学者进来后不久就转行做别 的 研 究

了。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高

校对哲学社会科学这类基础学科的评价

指挥棒。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直言，

史学研究讲求慢工细活， 往往与 “短平

快”的职称评价体系格格不入。 为此，学
校采用了多元化学术评价体系， 综合考

虑黄天华在学术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助

他实现了从讲师到副教授、 从副教授到

教授的两次不循学校常规的职称晋升。
事实上，如何让更多高校尝试“不循

常规”的职称晋升做法，引导更多学者安

于并敢于“坐学术冷板凳”，探索更科学的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已时不我待。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黄天华兑现了 “中国人的财政史必须由中国人来写” 的承诺。 李京烁摄

■创新感言

马余刚在日本实验室。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