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4 日下午，我国著名锅炉水处理专家、原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魏刚挥手作别，享年 72岁。

虽然一生获奖无数，光国家发明奖就获过四

次，这位老人却自谦只是“节能环保战线上的一名

老兵”。

村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施亮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导师魏刚的情景。

“手里拎着一个蓝色碎花布袋，是他留给我的记

忆。”家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魏刚一生极为简

朴，病危之际并不在意身后之事，只希望有人能够

将自己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这可能跟魏刚小时候的经历有关。1944 年，

魏刚出生在陕西省一个贫苦农民之家。母亲去世

早，兄妹五人与父亲相依为命。为了让魏刚上学，

姐姐辍学回家挑起了生活重担。读书时，每到星

期天，魏刚都步行十几里山路回家，从家里背上一

周吃的干粮，白开水就干粮度过了高小和中学。

艰苦的生活磨练出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也使他分

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从小学到中学，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62 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全村最穷的一家

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写得了文章，拧得了螺丝

学生赵曦回忆说，魏刚虽说是个学者，但拧螺

丝又快又好，绝不逊色于工人。有一次建设中试

生产车间，为了车间早日建成投入使用，他与工厂

师傅并肩工作，从剪垫片、拧螺丝到电焊、切割全

都亲自上阵，从拉电走线到安装上下水全都一人

搞定。

原来，大学毕业后，魏刚最初被分配到大连国

防科委七院九所工作，从事海军舰艇材料的研

究。当时课题组组长非常注重年轻人的培养，课

题论证、方案制定、实验室试验、舰船实验、数据总

结、实验台架和试验装置制作、仪器设备修理等都

放手让魏刚去做。这让魏刚各方面都得到极大的

锻炼，动手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为以后的科研工作

打下了良好基础。

做学问不能只待在象牙塔里

“魏老师从不认为一个人做学问就要钻进象

牙塔里，而是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非常注意科

研成果向生产的转化。因此魏老师的工作才能不

仅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一系列文章被 SCI收录，

同时也能够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并向全

国推广。”赵曦说。

1976 年，魏刚调到原化工部化工机械研究院

工作，从此与节能环保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四次

荣获国家发明奖。

化工装置试车是一件大事，工厂集中所有技

术尖子，也不能保证一次试车成功。一旦失败，将

导致上万吨废水排放，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当

时，系统清洗成为试车前的最大障碍。

魏刚发现并提出了“环境协同效应”及其作用

机理，以此研发出了多用酸洗缓蚀剂 Lan-826。

这种缓蚀剂首次在扬子石化应用就获得了成功，

从而结束了我国依赖国外厂商承包大型清洗工程

的历史。

进入 21 世纪，节能减排成为国家战略。已

在北京化工大学工作的魏刚率先将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提出的“绿色化学挑战计划”这一理念引

入我国，开创性地提出将源头消除、工艺改进和

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处理方法，研发了一系列废

水零排放技术。

尤 其 是 2007 年 获 得 国 家 技 术 发 明 二 等 奖

的锅炉废水近零排放技术，开创了锅炉运行的

新理论和新工艺，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在多家

企业进行了示范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

挑 战 世
界难题得有
足够魄力

魏 刚 曾 坦 言 ，搞 科

研、做学问，“吃苦是次要

的，更重要的是，要敢于

冒风险”。

在 开 发 Lan257C 清

洗技术时，由于原材料

不合格，第一次试验失

败 了 。 这 次 失 败 让 课

题组损失了 12 万元，小

组 成 员 承 受 了 来 自 多

方的压力。面对压力，

魏刚说，要挑战世界性难题，必须得有足够的

勇气和魄力，因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其成功

率 仅 为 3%。 经 过 持 续 努 力 ，第 二 年 终 于 试 验

成功。

在长期科研实践中，他总结出一条规律：技术

路线不通→质疑现有的理论→寻找突破口，提出

新理论→以此为指导设计新方案。这个思路指引

他探索规律性的东西，在求同之外分外重视求异，

打破传统。

“大脑从早到晚都被实验和数据占据着，几乎

没有休息的时间。灵感突现时，即便是深夜，也会

高兴地从床上爬起来直奔实验室。”魏刚曾说，这

正是搞科研、做学问的魅力所在。

节能环保战线上的一名老兵
——追忆我国著名锅炉水处理专家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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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83 岁 的 闻 玉 梅 院 士 对

话，她的智慧、随和、雅致，不时

流淌出来。

目 前 ，闻 玉 梅 20 多 年 来 主

攻的治疗性乙肝疫苗研究正在

进行三期临床试验，有望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用于乙肝的治疗性

疫苗。

“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

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闻玉梅

在上世纪 90 年代说过的话，至今印在实验室的墙上。“我做科研，

不是为了发表论文，也不在乎论文分值，而看重实实在在为老百姓

解决问题。”

闻玉梅为控制乙肝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源于最朴素的想法，

“过去中国的肝病患者太多了，严重威胁人民健康。一定要摘掉

‘肝病大国’的帽子!”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闻玉梅从未退缩过。上世纪 80 年代

先后在英国、美国学习，她靠着节衣缩食购买研究需要的低温冰

箱和幻灯机，取得卓然成绩；非典时期，她不顾安危南下广州深入

一线……长期执著于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她在研究乙肝

病毒的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领域中作出了系统、创新性的贡献，成

为国际公认的研制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

“我们走过非常艰辛的道路，曙光在前，但还有一段路要走。”

闻玉梅说。

在学业上，她对学生极为严格。一名研究生曾因学业问题不

能按期毕业，找闻玉梅大吵，闻玉梅平静而认真地对这位学生说：

“你这样毕业，对自己一生不利，我必须教出优秀的学生。”后来，这

位延期毕业的学生工作非常出色，成为一名教授。他写信给闻玉

梅：“我真懊悔，当年应该在您身边多待几年。”

闻玉梅年轻时曾经参加医疗小分队在贵州等地区工作，对

当 地 缺 医 少 药 的 现 象 忧 虑 不 已 。 她 特 别 乐 意 培 养 边 远 地 区 的

教师，她的学生遍布青海、西藏、黑龙江、云南等地，至今与闻玉

梅保持着密切联系。

“一名好老师，要广泛了解自己领域的最新进展，否则永远是

一本老教谱”“不要觉得学生水平不高，要坚持教学相长、相辅相

成”……耄耋之年的闻玉梅，仍然带着年轻的心走在路上。

（据新华社）

闻玉梅：
带着年轻的心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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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来源于网络）

《自然·细胞生物学》曾刊登

一篇论文，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多

能干细胞诱导因子。中国科学

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研究员陈捷凯就是这篇论文的

通讯作者之一。

学界认为，陈捷凯所在团队

新发现的诱导因子，具有非常广

阔的科学前景。

这篇论文的背后，是陈捷凯和团队长达七年半的努力。

常人看来，“七年磨一剑”乏味而枯燥。对陈捷凯而言，做科研

就是一个坚守的过程。“我之所以探索某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了一

种可能性，无论结果证明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于我来讲都很重

要。我不会在意为此付出的时间长短。”陈捷凯说。

在研究“诱导干细胞重编程障碍”课题时，团队很早就确定了一

个障碍因素，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始终找不到该因素影响

干细胞进程的一个“靶标”，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但陈捷凯没

有放弃，并特意从广州跑到上海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的

实验结果证明了设想的正确。由于工作做得很扎实，科研成果很快

就发表在《自然·遗传学》上。

研究课题经常需要连轴转，挑战身体极限。在一次实验中，陈

捷凯感觉浑身乏力，他还是坚持把实验完成。回到宿舍量了体温，

发现已经高烧到 40摄氏度了。

“锐气不被时间磨平，热情不被挫折浇灭。”这是陈捷凯在科研

道路上的信念。他选择学生时坚持一个重要标准——必须有毅力，

“做科研会遇到很多挫折，没有毅力的人是无法坚持到底的。”

“我通常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想着去实验室，这已经成为习惯

了。”陈捷凯说，“研究做到一定层次之后，确实会觉得很辛苦很累，

但如果真的不让我做，我会有种‘生无可恋’的感觉。”

他认为，能够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我的生活需要不确定性，科研恰恰是最具不确定性，需要全

身心投入进去，把思维发挥到极致，这种感觉令人享受，就像有些

人玩极限运动，是在挑战身体的极限一样，做研究就是在挑战脑力

的极限。”

2014年春节期间，一位国外学者刊发了两篇干细胞学界的重磅

论文，涉及的内容可能颠覆整个干细胞领域，陈捷凯无心继续休假，

年没过完就赶回研究所做实验，对论文内容进行论证。“当时我认为

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必须赶回来。”

在陈捷凯看来，能够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努力，是幸运

的。“科学的疆域无边无际，我们要去发现新大陆。我只是科学丛林

里的一个探路者。”陈捷凯说。 （据新华社）

陈捷凯：
科学丛林“探路者”

刘羽佳 马晓澄

时间回到 2012 年，那时的刘青松结束了

在哈佛大学医学院 6 年的博士后研究生活，34

岁的他准备打点行囊回国。

2012 年 7 月，刘青松与同在哈佛大学医学

院学习的妻子刘静，以及好友王文超、任涛一

起来到安徽合肥，加入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

心，组建了肿瘤药物学研究团队。除他们外，

团队还有 18 名海外留学人员，分别来自美国、

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家。

攻克癌症的梦想，让这群年轻人走到了

一起。

目前公认，癌症是无法完全“根除”的。刘

青松说，癌症之所以难以完全治愈，一方面是

因为癌症的发病机制多种多样。同一癌症，不

同人的发病原因可能不同。另一方面，癌细胞

变异过快，“种子”癌症细胞很难弄清楚。

由于化疗、放疗、手术等传统癌症治疗方

式的副作用较大，近年来，癌症的精准个性化

治疗成为热点。刘青松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许多肿瘤的发生是由某些与生长相关的“激

酶”发生异常活化而引起的。

“ 精 准 靶 向 治 疗 为 战 胜 癌 症 找 到 了 希

望。”刘青松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通过研发针

对突变激酶的“靶向药物”，有效抑制这些激

酶 的 活 性 ，从 而 达 到 抑 制 癌 细 胞 增 长 的 目

的。“靶向药物”可精准抑制致癌靶点，控制癌

细胞的生长，而不会波及正常细胞。因此，相

较放化疗等常规治疗手段，靶向药物治疗不

仅精准，还可减轻患者痛苦，提高带瘤生存的

质量。

抑制“激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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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了目标，刘青松团队从零开始，用四年

多的时间，针对目前临床常见的癌症相关激酶

靶点，构建了仅依赖于目标靶点基因生长的大

型癌症激酶细胞库。由于该技术体系模拟临床

癌症病人在基因层面的发病机制，因而又被称

为“试管里的病人”。

目前，刘青松团队构建的细胞库囊括了与

肿瘤发展相关的近 70 种主要激酶靶点，涵盖

了绝大多数在临床肿瘤病人身上发现的与临

床治疗、耐药性等相关的突变，细胞种类已达

到 150 余种。

“对于药物研发来说，不仅要确定药物的疗

效，还要明确药物的作用机理和副作用。”当问

到这个细胞库的作用时，刘青松说，他们建立的

细胞库，因为仅依赖于单一的激酶基因生长，所

以可以快速、准确地检测出药物对激酶靶点的

打击活性，同时表明药物的作用机制。

“由于我们的细胞库涵盖了 70 多种不同的

激酶，因此可以快速判断药物对除了目标靶点

之外的其他激酶的作用，从而有效评估药物的

靶点选择性，对药物在临床上可能产生的机制

性毒副作用进行预测。”刘青松说。

“试管里的病人”

“‘靶子’已备好，接着就是研发、筛选有效

的‘子弹’。”刘青松说，团队要从成千上万种化

合物中挑选出有研究价值的“苗头药物”，但

人工筛选的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准确

性也比较低。

2013 年 ，刘 青

松 团 队 自 主 开 发

了国内首个将高

通 量 靶 向 基 因 测

序技术与高通量体外

药敏检测技术相结合的肿

瘤 精 准 治 疗 技 术 体 系

（HDGS），利用高通量药物筛选方

法，对肿瘤病人的原代癌症细胞进行体

外培养和高通量药物敏感性检测，为肿瘤

患者最大限度地筛选出可用之药。

他们建成的高通量药物筛选和测试技术

平台，采用自动化操作系统，可实现自动分液、

自动加样和自动检测一整套的药物筛选流水

线作业，能达到每天完成 10000 个药物筛选测

试的水平。

利 用 这 些 条 件 ，团 队 针 对 白 血 病 、淋 巴

癌、肺癌、甲状腺癌等癌症开发了一系列的激

酶抑制剂，申请了 30 多项中国和国际专利，发

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文章。与此同时，该团队

与安徽省本地的药物研发企业进行合作，今年

就有一个针对白血病的创新药物要向国家监

管机构申请临床试验。在未来的三年间，预

期会有数个创新药物提交临床实验申请。

为了尽快实现这些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刘青松团队还在中科院、地方政府以及社会

资本的支持下成立了合肥中科普瑞昇生物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至今，

利用这个技术体系，不间断地为国内近百家

科研院所和制药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药物检

测和筛选服务，获得了广泛的业界认可。

“我们的理想是，像慢性病一样对癌症进行

控制。”刘青松说，团队一直致力于创新靶向药

物研发，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把癌症变成像高

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通过吃药来控制病

情，实现患者高质量的带瘤生存。

筛选有效“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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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
场科学中心建成目前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基于癌
症激酶靶点的高通量细
胞筛选库。这一筛选库
的“缔造者”正是刘青松
团队。中央电视台将这
一成果评价为“该细胞
库的建成，将为抗肿瘤
新 药 研 发 提 供 有 力 支
撑”。该项成果的背后，
是这位项目负责任人、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
研究员刘青松朴实的愿
望——“希望将来有一天
把癌症变成像高血压、糖
尿病一样的慢性病，通过
吃药来控制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