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东亚，主任医师，

博士，硕士生导师，清华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

长、心脏中心副主任、麻

醉科主任，清华大学第

四届教授提名委员会委

员，北京医师协会麻醉

专 科 医 师 分 会 常 务 理

事，亚洲心外科学会第

15 届年会大会秘书长，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

科医师分会第七届年会

大会秘书长。曾在核心

期刊上发表第一作者论

文 40 余篇，参编《心血

管麻醉及体外循环》《新

编麻醉学》《心血管手术

麻醉学》和《临床心血管

麻醉实践》等 7 部麻醉

医学专著。

“移动互联网到来的时候，不

同的行业都不可避免要受到大潮

的冲击，但是许多传统的行业仍

有时间进行调整。”12 月 13 日上

午，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出席

在北京召开的“创新驱动发展”联

想控股媒体交流会，就企业如何

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话题，做

出上述表态。他说，不同的行业

都不可避免受到移动互联网大潮

的冲击，每个行业现在都要准备，

但只要不处在这股“龙卷风”的中

心，就有时间进行调整。

柳传志今年已经 70 岁，他一手创立的联想也已经有 30 年的历

史。2013年，联想控股年营收 2440亿元，总资产 2070亿元，员工总数

也超过 6.5万人。

柳传志认为，对于处在移动互联网“龙卷风”中心的媒体、电商、

游戏等行业，是年轻人格外集中的行业，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否则一

年半年就会出大的问题。而对于不处在暴风中心的行业，柳传志则

认为，根据客户和业务性质的不同，不同行业的准备时间也会不同。

“只要不在龙卷风中心的，就可以有时间和步骤去调整。”他说。

对于一些传统行业，柳传志说，应当冷静调整，不要太激进把过

去的管理和经验全部推翻，“如果你让一个规模性很大，几十万人的

行业，几百亿资产的企业，立即转型，进行扁平化管理，这样会给企业

带来混乱”。

“企业在管理上别慌，别乱。无论怎样，互联网的历史还很短，在

短跑中取得局部胜利的，未必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我们要冷静对

待这个浪潮。”柳传志说。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
移动互联来势凶猛 但管

理上别慌别乱

陌陌科技 12 月 11 日晚间登

陆纳斯达克，陌陌 CEO 唐岩在接

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陌陌下一步

将在美国设立公司，尝试向国际

市场扩张。

唐岩表示，一个社交产品如

果要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扩

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陌陌索兴

在旧金山成立了一家公司，打算

一步到位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有

针对性地开发产品，目前这个工

作还在探索中。

谈到上市的心情，唐岩似乎并未受网易狙击的影响，他表示：“感

觉非常好，甚至比预计的还要好。有人说，比在梦想了一千次的感受

还要好，目前我就是这个心态。”

回忆起陌陌能快速发展的原因，唐岩将其总结为三大因素：第一

个因素是产品定位比较正确。因为大多数社交平台倾向于把现实关

系转移到线上，把用户的沟通分享变得更频繁。而陌陌是希望基于

网络让人们重新建立社交关系。

“第二个原因肯定和公司同事辛勤的努力分不开，第三个原因其

实是公司走到今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运气非常好。”唐岩说。

作为一名媒体人创业成功的典型案例，唐岩表示，“过去的媒体

从业经验对创业的帮助非常大。从事媒体行业，每天能够接触大量

的信息。媒体人哪怕换了一个岗位，无论是创业或者是其他的工作，

对于资讯的获取要保持在媒体从业时候的状态，每天保持对整个世

界的好奇心。”

不过，他强调，每个人获取大量资讯信息后，需要经过自己的判

断进行分类储藏，或者与之前的信息进行关联。希望媒体朋友在工

作的时候，不光能够获取信息，顺便也能够把这些信息点串一串，然

后形成自己更加准确的逻辑判断。

陌陌 CEO唐岩：
下一步将向国际市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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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张东亚，是受某著名心外科专家的推

荐。彼时，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刚刚在三尖瓣

下移畸形手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见 12月 4日本报

头版），这位专家说：正是麻醉医师的努力，才为

外科手术顺利进行提供了机会。

张东亚，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主

任。从出生仅 2小时、重 1.75公斤的复杂先天性

心脏病患儿，到 80多岁伴多种疾病的高龄患者，

从小儿严重心律失常射频消融到危重、复杂、罕

见多次心脏外科手术……这些心脏病的成功手

术，背后总有张东亚的身影。因此有人说他是：

挑战生命极限的幕后英雄。

张东亚：挑战生命极限的麻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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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思远 梁建强 吴 植

从事麻醉，其实并不是张东亚最初的心愿，

实习的时候，带教老师说他“有成为一名优秀外

科医师的潜质”。

然而，1987 年，毕业分配时，他却成了北京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一名麻醉医师。由于和自

己的心愿有差距，刚开始工作时，张东亚并不是

很热心。

“幸好带我的吴鸣老师点醒了我。”张东亚回

忆，一次手术，吴鸣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应该站起

来多观察手术，不要仅仅作麻醉记录，这样才能

了解手术进程，管理好患者，为手术创造条件。

你是一名麻醉医师，不是麻醉护士。

老师严厉的批评让张东亚如梦惊醒，他开始

反省自己，开始刻苦钻研，并虚心向老师请教“怎

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麻醉医师”。

逐渐地，他的努力赢得了认可，很多复杂的

手术，外科医师都点名让他担任麻醉师。他也逐

渐明白麻醉在手术中的重要性，“如果说外科医师

救命，那麻醉师就是保命。”张东亚说，麻醉医师必

须在术前、术中、术后为病人的生命保驾护航，降

低手术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并促进患者恢复。“麻

醉医师是工作在外科中的内科医师，以监测和用

药为主，在保证患者生命安全前提下，为手术创造

条件，降低或避免麻醉、手术和患者自身疾病等引

起的并发症和死亡率，促进患者恢复。”

因此，尽管工作没几年，他已不满足于仅仅

成为一名合格的麻醉医师。他发现，当时很多合

并肺动脉高压的单纯室间隔缺损患者，因缺少选

择性强的评估手段，手术效果不理想甚至丧失了

生命。他将自己的研究课题瞄准了这一领域，在

国内率先开展了吸入低浓度一氧化氮治疗肺动

脉高压的临床应用，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即

使 20 年后的今天，一氧化氮依然是唯一的选择

性肺血管扩张剂。

除此之外，他与相关科室合作，先后攻克 10

公斤、5 公斤和新生儿先心病管理难关，明显降

低了我国低龄、低体重先心病，特别是复杂先心

病围术期并发症和死亡率。

正是由于在麻醉医师岗位上的优秀表现，

1997 年，他几乎全票通过被破格评为北京阜外

心血管病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成为中国医学科学

院系统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2000 年，他开始

担任该医院小儿外科中心的副主任，成为唯一一

名担任外科中心主任的麻醉医师。

成为为患者保命的医师

2014 年 3 月，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一则消息：

一名出生仅 2小时的患儿，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成功接受心脏大动脉转位矫正手术。

据了解，这是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中年龄最

小的。手术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外科医师精湛的

医术，但外科医师却说：这也离不开麻醉医师的

功劳。而张东亚正是这台手术的麻醉医师。

回忆起手术，张东亚记忆深刻：“孩子如果不

手术就会立即死亡。基本上是刚出生就送到了

手术室开始麻醉。”

据了解，刚出生的婴儿，血管纤细、器官不成

熟、血容量少，因此对麻醉医师动脉内置管测压、

气管内插管等技术要求很高，而深静脉穿刺更是

困难，哪怕孩子仅仅十几毫升的出血都会有生命

危险。此外，手术过程中的监护、术中各种危机

情况的判断与处理、重要器官的保护等，对麻醉

师来讲，均是一项挑战。但张东亚依然完美配合

了主刀医师吴清玉完成了手术。

其实，在张东亚的麻醉生涯中，这种挑战他

经历不少，如体重仅仅为 1.75 公斤的先心病患

儿、80 多高龄心肺功能衰竭需要大手术的老人、

合并多种疾病的孕妇……

因此，熟悉他的外科医师说：“手术中，特别

是危重、复杂、疑难手术，有东亚麻醉，我们心

里就踏实多了。张东亚是挑战生命极限的幕后

英雄。”一位美国心外科专家在得知张东亚将

去美国进修学习时，曾这样说：“我们应该来向

你学习。”

的确，正是由于在麻醉领域的突出成就，张

东亚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1996 年 1 月、1996 年 10 月和 1997 年 11 月，

他先后三次应印度尼西亚心外科专家邀请，赴印

尼万隆帮助开展复杂先心病手术。

2000 年 5 月，他应美国著名心外科专家乔

治·加西亚邀请，赴埃及开罗帮助开展复杂先心

病手术。

2000 年 11 月，他再次应乔治·加西亚的邀

请，赴菲律宾马尼拉 MaKati Medical Center，帮

助开展复杂先心病手术。

2005 年 4 月，他又应美国心外科专家邀请，

赴 菲 律 宾 马 尼 拉 Asian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帮助开展复杂先心病手术。

在 2007年召开的第 15届亚洲胸心血管外科

年会上，他作为一名麻醉医师担任了大会秘书长。

挑战生命极限的幕后英雄

2004 年，张东亚作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到清

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担任麻醉科主任，帮助发展

麻醉科。

那时的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可以

说是“一穷二白”：医师中没有一位研究生，危重

手术麻醉基本没开展，教学和科研基本为零，动

物试验基本为零，甚至连麻醉科常规的气管插管

和深静脉穿刺都要请其他科室帮忙……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张东亚大刀阔斧地做了

几件事：

举办“清华大学麻醉与镇痛研讨会”，使麻醉

科所有医师从选题、综述、制作 PPT，到在规定时

间内清楚表达等能力得到全面锻炼和提升；

每月开展 2次病例讨论和 1次理论讲课；

建立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分别在协和、北医和

中日等三甲医院完成第一阶段培训的住院医师，经

过一年心血管手术麻醉和一年住院总轮训……

这一系列的制度，张东亚坚持了 10 年。如

今，“清华大学麻醉与镇痛研讨会”已经成为北京

市继续教育项目的一类学分，病例讨论和讲课的

培训让麻醉科的年轻人多次在中华医学会举办

的病例讨论上得到好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也已

让多位年轻医师能独当一面。

麻醉科主治医师杨永涛自信地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要比许多医院麻醉科同级别的医师

高出一个层级。”曾经经过培训的杨永涛曾在某

著名三甲医院攻读在职硕士，尽管当时还是住院

医师，但在那家医院，碰到一些复杂的心脏换瓣

手术，甚至一些资深的麻醉医师都会说：“你经验

比较丰富，手术中还请多指导。”

如今，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拥有多

名高级职称的专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已

超过一半，科室不仅能开展全麻、硬膜外麻醉等

各种常规麻醉方法和创伤性监测与治疗，还能熟

练完成各种复杂、疑难、危重手术的管理和抢救

等。在心脏体外循环手术麻醉方面，特别是低

龄、低体重小儿手术，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

复杂、疑难、危重手术占所有心脏手术 85%情况

下，围术期并发症和死亡率处于国内较低水平，

他们已经成为国际同行眼里的一流团队。

为年轻人搭建平台

投身水电事业 50 余年，主持或参加建设的

水电装机总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担任世界上

最大水利枢纽的“技术总长”近 20载；年逾古稀，

一如既往奔走在工地一线……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三峡集团总

工程师张超然。

1966 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张

超然见证了中国水电发展的一座座里程碑。

按照我国水电开发规划，到 2015 年，我国的

水电总装机容量将达 2.9亿千瓦。张超然主持和

参加建设的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已达 1亿千瓦。

在任电力部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等职务期间，张超然主持或参加我国 20 世纪建

成的最大水电站二滩水电站及金沙江溪洛渡、

四川官地、桐子林、沙牌、冷竹关等大中型水电

站的勘测设计工作，在高混凝土拱坝设计计算

方法与准则、高拱坝泄洪消能等关键技术研究

和成果应用上取得重大成果。

1996年，张超然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

司（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前身）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是工程的“质量把关人”，张超然对这个岗位敬畏

有加，在他心里“责任比天大”。对于工程技术和

质量管理，他严格执行标准，从不看别人的脸色，

不怕得罪人，为三峡工程“费尽心血”。

大江截流、导流明渠截流、大坝混凝土快速

浇筑、二期围堰施工、永久船闸开挖……这些摆

在世纪工程面前的世界级技术难题，张超然领

衔的科研人员通过不懈努力，最终一一攻克。

作为攻克一系列世界难题的技术权威，张

超然却乐得坚守平凡。

2003 年，张超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对

此，他剖白：“能评上院士，是祖国水电大发展和

三峡这个大背景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当选院

士并不是高人一筹，还是得发挥好大家的整体

力量，齐心协力把三峡工程干好。”

此后，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张超然还是原来

那个谦逊的、甚至有些羞涩的小个子老头。

2003 年，三峡工程成功实现初期运行的喜

悦尚未退却，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工程开始了

筹备建设，张超然又开始奔波于三峡工程和金

沙江之间。

从溪洛渡筹建一直到工程实现下闸蓄水、

再到正式投产发电的近十年间，他几乎每个月

都要在湖北、四川、云南、北京三省一市之间往

返奔波。施工前期，进场道路崎岖狭窄、坑洼不

平，每次下飞机后还要经受十几个小时的汽车

颠簸。

多年积劳成疾，张超然患有脑血管硬化症，

还患有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和骨质疏松症。

但每每有人询问起他的身体，他总是淡然一笑：

“只要精神不垮，有病也没啥了不起的。”

2014 年 7 月，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全面投

产，相当于“再造一个三峡”。现在，金沙江下游

的白鹤滩和乌东德水电站等待核准开工，张超

然决意再次将人生交给金沙江水电建设，奉献

“金色”晚年。 （据新华社）

张超然：与水电工程结缘半个世纪

淡泊名利的石乐明非常重视自己国家“千

人计划”入选者的身份，他说，这与他参与的大

型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密切相关，在 10 多个国家

100 多个单位的近 200 名科学家参与的 MAQC/

SEQC 大型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中，作为领衔者，

“千人计划”的身份是自己重要的“名片”，更是

自己身为中国学者的骄傲。

石乐明的研究成果也一直在为他的“骄傲”

加分。近期，石乐明领导的旨在建立 RNA-Seq

技术规范和数据分析标准的 MAQC/SEQC研究

计划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计划系统评价了各

种新一代测序平台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策略的技

术性能、优势和局限性。

石乐明介绍说，以新一代测序技术为基础

的 高 通 量 转 录 组 测 序（RNA-seq）是 一 种 以

RNA 为测序对象的研究方法。RNA-seq 产生

的数据可定性和定量地解析特定生物学状态下

的转录组结构及功能。很多科研工作者利用

RNA-seq 技术对一些基本分子生物学现象（包

括基因表达、基因调控、基因变异等）、癌症的发

生发展机制、癌症的预防和治疗、药物靶点的预

测、新药的研发等进行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

果。RNA-seq技术可望大力推进基因组学数据

的临床应用和个体化医疗的实现，“但 RNA-seq

数据的质量控制和数据分析方法的可靠性一直

困扰着科研工作者，成为限制 RNA-seq 的研究

结果实现临床转化应用的瓶颈问题。”石乐明皱

着眉说。

在这条研究路上，石乐明深知突破的艰难

和探索的辛劳。身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药

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药物基因组学研究中心主

任、复旦—张江临床基因组学联合研究中心主

任的石乐明，业内都知道他着重于药物安全性

和有效性的基因组学研究，但很多人却不知道，

石乐明并不是学医学药出身，他读硕士和博士

时的研究方向是“计算化学”。石乐明说，他的

学术工作、研究生涯的路线从化学信息学、生物

信息学起步，然后进入了药物基因组学、个体化

用药及医学大数据等领域，而进入医药研究给

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并深深热爱上了这个行

业。如今，石乐明已经发表学术论文 180 多篇，

获 4项创新药物化合物美国专利授权。

2003 年石乐明作为资深研究员加入美国

FDA，为阿肯色医科大学兼职研究教授，发起并

领导关于基因芯片和新一代测序质量控制标准

的 MAQC/SEQC 大型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其研

究成果由 Nature出版集团发行 3个专辑，并建立

了专门的网站予以重点推荐，为 FDA 制定药物

基因组学的指南文件提供了科学依据；2011 年，

石乐明加入复旦大学，创建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中心。

石乐明为近期在 MAQC/SEQC研究计划取

得的重要进展兴奋，他表示，研究发现，不同测

序技术手段中均存在一定的基因依赖的表达偏

好，测量结果的优劣与测序技术平台和数据分

析 流 程 的 选 择 关 系 很 大 。 该 研 究 结 果 对

RNA-seq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基于该研究结果而

制定的质量控制方法和数据分析流程规范将加

速推进基因组学数据的临床应用和个体化医疗

的实现。

研究成果 5 篇文章发表在英国自然出版

集团出版的世界顶尖学术刊物《自然—生物

技 术》，2 篇 文 章 发 表 在 世 界 知 名 杂 志《自 然

—通讯》，3 篇文章发表在英国自然出版集团

新创刊的《科学数据》。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则

为此于 2014 年 10 月出版了包括 10 篇研究论

文在内的关于 RNA-seq 质量控制的专辑，而

这已经是英国自然出版集团为石乐明教授领

衔的 MAQC 组学质量控制联盟出版的第 3 个

专辑。

石乐明说，他和众多科学家还在研究路上

继续爬坡，MAQC 联盟新的一期大型国际合作

研究计划于 2014 年 11 月在复旦大学启动，参会

代表包括来自美国 FDA、哈佛大学等单位的团

队核心成员 70 多人。会议确定了 MAQC IV 期

的研究重点，将开展面向临床应用的组学数据

质量控制、数据分析与融合等研究，同时通过典

型疾病的应用验证，为实现个性化医疗提供成

功的范例。

石乐明：快乐行走在药物基因组学研究路上
文·本报记者 段 佳

■第二看台

韩忠朝当选
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院士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萌)12 月 12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教授韩忠朝接到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院长通知，他已当选法

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院士，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当选该科学院院士的中

国学者。

韩忠朝现任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委会主任、国家干细

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他长

期从事干细胞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研究以及产业化技术体系建

设，此次因其在胎盘脐带等围产期组织干细胞技术的创新，技术产业

化关键技术平台的构建，干细胞技术产业及临床应用转化研究等方

面的卓越成就而当选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院士。

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是一个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领导、由法国

科学研究部管理运行的国家公共管理机构，总部位于巴黎。法国国

家技术科学院定位于思考和解决各种重大技术问题，聚集了在不同

技术领域做出重大原创性技术成果的院士。院士的当选须经严格的

遴选程序，着重考虑个人的卓越才能及其技术工作在欧洲和国际上

的影响力。2014 年 12 月 10 日，技术科学院的院士们从预选后最终

提交票决的 50名候选人中遴选出 14名新院士。

早在 2006年，韩忠朝就因其在干细胞临床治疗方面的卓越研究

成果而当选为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本次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

院士的获选，无疑代表着欧洲顶级学术组织对其在干细胞产业化技

术领域所作贡献的再一次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