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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脑上完成产品的设计蓝图，按下“打

印”键，激光就能选择性地将原材料烧结成各
种物品。于是，从复杂的工业零件到日常生活
中的锅碗瓢盆，只要有三维数据就能被“打印”
出来。
或许你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但华中科技

大学快速制造中心已将其变为现实。
在快速制造中心，《中国科学报》记者看到

了外观看起来像柜子，里面却分布着各种精密
仪器的“立体打印机”。该中心主任史玉升告诉
记者，只要把零件的三维数据输入电脑，该装
备就会使用金属、陶瓷、塑料、砂等不同的粉末
材料，自动化进行生产。
“只要你想得到，我们就有可能做出来。”

史玉升说。

抢滩“快速制造”

只要在电脑上设计出物体的三维图形，无
需模具即可整体成形。这也是该装备被称为
“立体打印机”的由来。

史玉升告诉记者，过去制作复杂结构的大
型制件一般采用分段成形、拼接成整体的方
法，不但生产周期长，成本也高，制件连接处的
强度也较差。而大型“立体打印机”可以解决上
述问题，使生产过程变得简单。
据介绍，上世纪 90年代初，“快速制造”概

念由美国科学家率先提出。时任华中理工大学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机械制造专家黄树
槐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最新动态，很快在该校
成立快速制造中心，研发基于纸材料的“立体
打印机”。

1994 年，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立体打印机”诞生于该中心。

2000年，该中心研发出 0.4米×0.4米工作
面的基于粉末床的快速制造装备；2003年，该
装备扩大到 0.5米×0.5米，超过了当时代表国
际先进水平的美国 3D系统公司；2005年以后，
工作面达到 1米×1米以上，远远超过国外同
类装备水平。
史玉升介绍说，快速制造技术作为新型的数

字化添加材料成形技术，可以使零件的设计采用
最优的结构，无需顾虑后续加工问题。“该技术的
出现，为航空航天、武器装备、汽车等高端领域结
构复杂零件的快速研制带来了福音。”

从制作鼠标外壳开始

尽管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攻克快速制
造技术的难度可想而知。1998年，36岁的史玉
升来到该中心工作，负责研发基于固态粉末材
料的快速制造技术与装备。原材料研发成了亟
待解决的“拦路虎”。

想到以前在中国石油大学认识的博士后
朋友们来自不同学科，史玉升琢磨着，或许他
们中有人知道哪种材料比较容易制成粉末，并

可能用于激光成形。
于是，他一个个地给朋友打电话，希望得

到线索。几经周折，原材料研究终于有了进展。
“我们找到了第一种材料———聚苯乙烯，

后来用它做出了一个鼠标外壳。”史玉升回忆
说。当那个只有拳头大小的鼠标制作完成后，
他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

虽然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但中心学科背景
单一成为研究的最大掣肘。为破解该难题，在
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中心开始引进机械、信息、
光学、计算机、自动控制、力学、新型材料等领
域的人才，开展交叉学科研究。
目前，快速制造中心已从最初的不到 10

人发展到 100多人，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最大的
研发团队之一。

在史玉升看来，“足球不能仅靠个别球星
去踢，集体合作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到工厂“写论文”

2007年，一手建起快速制造中心的黄树槐
不幸辞世。77岁高龄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
依然惦记着中心的发展，并把中心托付给了史
玉升。

搞科研，史玉升并不陌生。可作为学术带
头人，他还得肩负起带领整个团队发展和将研
究成果推向市场的重担。
“研发新型工艺与装备需要较大的经费支

持，周期也长。光靠国家的经费支持是远远不

够的。”说起曾经的困难，史玉升感慨道。
他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在山东济南宣传

“立体打印机”技术时，被认为是在忽悠。尽管
他卖力“吆喝”，声称“不需要模具即能直接制
作出蜡模”，可别人就是不买账。
正是这件事让史玉升下定决心，“要走自

己的创业之路，走与企业合作之路，走国际合
作之路”。
这三条路都是为了尽快提高学术水平、搞

好学科建设、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他
看来，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研发
团队的良性发展。生产一代、研发一代、预研一
代、探索一代，是他们要坚持的产学研合作之
路。
于是，“到工厂去写论文”成了史玉升的口

头禅。
为了快速制造团队的可持续发展，他号召

大家主动与相关企业联系合作，并把工作人员
派到企业的生产现场，与企业的技术人员、工
人一起攻关。这样一来，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渐
被企业认可。
史玉升告诉记者，汽车发动机企业应用该

中心的快速制造技术，将发动机的缸盖砂芯研
制周期由传统方法下的 5个月左右缩短至一
周左右，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欧洲空客公
司和我国的航空材料研究院等单位选中该技
术，联合承担欧盟框架七项目，辅助航空航天
大型钛合金整体结构件的快速制造……现在，
使用该研究成果的企业已多达 200多家。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上海生
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 国家基因
研究中心韩斌研究组发现了新的水稻
落粒调控基因，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
于国际期刊《植物细胞》，同期杂志还配
发编辑部评论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据介绍，野生稻的种子成熟时便自
动脱落，这有利于种子的传播和存活，
但“易落粒性”对以收获成熟稻谷为目
标的栽培稻品种会带来收获时的产量
减少等负面影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从
选择落粒性降低的角度开始了对水稻
的驯化过程。事实上，现代栽培稻种子
落粒性差别很大，这说明落粒是一项多
基因控制的复杂性状。因此，全面深入
地了解水稻落粒调控机制，减少因落粒
带来的产量损失，具有重要的农业意
义。

韩斌小组的周艳、吕丹凤等研究生
和其他研究人员，在将野生稻 W1943
的第四号染色体导入到栽培稻广陆矮 4
号背景下，构建了一个包含已知落粒基
因 SH4和 qSH1并表现出极易落粒的
材料 SL4。他们通过对 SL4进行γ-ray
诱变，筛选到两个完全不落粒的突变体
shat1和 shat2。这两个突变体都不能形
成离层，因此种子成熟后需要很大的拉
力才能将种子从小枝梗上分离。

通过图位克隆和遗传转化验证，
SHAT1基因被确定是一个 AP2转录因
子，与拟南芥的 APETALA2基因具有
很高的同源性，并且在离层高表达。
shat2被确定为 SH4基因的一个新的等
位突变。与之前报道的栽培稻中 sh4的
单氨基酸替换突变类型不同，shat2是一
个移码突变，因此被命名为 sh4-2。

研究人员进一步通过精细的原位
杂交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阐述了
SHAT1、SH4和 qSH1这三个基因的遗
传关系：SH4促进 SHAT1在离层的表
达，反过来 SHAT1也起到维持 SH4在

离层表达的作用，二者在离层的共同持续表达对于离
层的正确形成是必需的。qSH1作用于 SH4和 SHAT1
下游，通过维持 SHAT1和 SH4在离层的持续表达，从
而促进离层的形成。

该研究使用了一种巧妙的寻找落粒抑制突变体的
方法来发现新的水稻落粒调控基因，并同时与已知的落
粒调控基因联系起来，为水稻落粒研究开启了新视野。

本报讯（记者张好成通讯员衣晓峰）近日，哈尔滨医
科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越橘提取物中的黄酮醇、原花青
素、萜类、酚类等有效成分，能显著抑制大肠癌细胞的增
殖，降低其侵袭和转移能力。

越橘为一种多年生灌木，原产于北欧、北美等地，我
国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对越橘进行引种驯化栽培。世界
范围内，越橘曾被用于糖尿病和眼部疾病治疗。随着对越
橘研究的不断增多，其广泛的抗肿瘤作用逐渐引起关注。
一般认为这与原花青素及其他酚类、非酚类成分有关。

哈医大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外科教授刘明将越橘提
取物制备成大肠可利用的植物化学物质，在体外模拟人
体消化道理化环境，研究越橘在胃肠道消化后的化学预
防效果。实验结果显示，越橘提取物能显著抑制大肠癌细
胞的增殖，有力地抵御了大肠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并且
对过氧化氢诱导的大肠癌细胞的 DNA损伤具有明显的
保护功效。在一定浓度范围内，这些正面作用具有时间依
赖性和浓度依赖性。实验还发现，越橘提取物能将大肠癌
细胞的增殖周期阻滞于 G0～G1期，且能显著降低肿瘤
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

越橘提取物
可抑制大肠癌细胞

3月 10日，在南京市科学会堂，小朋友们在观看立体恐龙科普展。此次展览展出了 3D恐龙图片和 20多只仿真活体恐龙，让参观者
了解到恐龙进化史和三维科学技术。 新华社记者胡剑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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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王辉
2012年年初，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内镜诊

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内镜中心（以下简称“内镜中心”）正式组建。喜讯
传来，内镜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欢欣鼓舞。

内镜中心的传奇

1972年，中山医院成为全国最早开展肠镜
技术的单位之一，一切都靠摸着石头过河。当医
院肠镜等技术刚有起色，准备专门培养一名内镜
医师时，竟没人愿担当这一苦差事。因为当时内
镜技术主要局限在肠镜，整日要和病人肛门打交
道，工作既累又臭。而且内镜技术在我国才刚起
步，前途未卜。此时，曾为知青、以高分考入原上
海第一医科大学的姚礼庆爽快接下这份苦差。
一个小小的房间、一台并不高级的机器，姚礼

庆开始了他的“内镜生涯”。1992年，中山医院开设
专门的内镜室，随之病人接踵而至。日积月累的大
量临床经验，为姚礼庆的成功铺就了扎实的台阶。
现在，内镜中心已成为国内最大、设施最先

进的内镜中心之一。在主任姚礼庆以身作则的影
响下，内镜中心的全体医护人员每天坚持提前半
小时上班、每周六为病人开诊服务。目前在上海市
仅中山医院一家这样做。为了方便患者就医，展示
“以患者为中心，体现人文关怀”，姚礼庆积极推行
一系列措施：内镜诊疗时间提前 15分钟迎接病
人；内镜报告单上醒目提示取病理报告的时间；为
外地和不方便来医院的病人邮寄病理报告单；外
地病人尽量安排在当日完成诊疗等。
在姚礼庆的带领下，内镜中心先后 11次获

得“上海市卫生系统文明班组”、“上海市卫生系
统工人先锋号”、“全国医药系统先进集体”等荣
誉称号。多年来，内镜中心一直保持全国乃至世
界设施领先、年内镜诊疗人数领先、肠镜诊疗人
数领先、无痛内镜诊疗人数领先、开展诊疗项目
领先的纪录。仅 2011年，完成内镜诊疗超过 7.2
万例，总数位居世界第一，至今未出现较大的医
疗纠纷，病人满意率达到 99％。

医者父母心

从医 30多年里，姚礼庆从未有一次患者投

诉。他坦率地说：“再成功的医生，也会遭遇医疗
失误。如何化解医患可能出现的纠纷，自主权其
实就在医生手里。”

从当外科医生开始，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
雨，只要当天有自己开刀的患者，姚礼庆总会赶
到床前问候，观察术后病情变化。一次大雪夜，姚
礼庆骑着自行车从位于漕河泾的家里赶到医院，
患者和家属顿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姚礼庆说：
“上午开刀，晚上 10时 30分最易出现病情变化。
这时主刀医生要是能到患者身边探望，不仅可及
时发现病情，还能给予患者恢复的信心。”
“医者父母心，做医生的如果真心地对病人

负责，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为病人提供
简洁、快速、优质、高效的服务，病人都会看在眼
里，医患纠纷自然就闹不起来了。”

平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工作或放假，姚
礼庆都是随叫随到。在他心里，病人永远是第一
位的，病人的事无小事。每天，他最早上班，最晚
下班。他告诉年轻医生：“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
300天就能多工作 600小时，一年就能多干三四
个月。假设每个小时多做 4个内镜诊疗，每年就
能多诊疗 2400余例病人。”

曾经有一天，姚礼庆连续工作超过 14小时，
一个人完成了 80例胃、肠镜诊疗，创下医院纪
录。姚礼庆就是这样一个人，以感动生命的力量，
几十年如一日，奋战在临床第一线。他个人也先
后获得了中国内镜杰出领袖奖、上海市医学科技
奖一等奖、上海市职工技术创新能手、复旦大学
校长奖以及上海市世博先进个人奖等多个奖项。

勇攀医学高峰

“当医生就要当名医，不当庸医误人生命。”
这是姚礼庆勤奋钻研、不断进取的动力，30多年
来，他一直以此激励、鞭策自己。

内镜中心从开始仅能开展常规的胃肠镜检
查和息肉摘除手术，到现在掌握消化道超声内镜
检查、染色内镜、胃镜下止血和异物取出术、食管
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结扎和硬化剂治疗、胆道镜
取石等 40余项国内国际内镜领先技术，姚礼庆
钻研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2007年，他率先引入
内镜黏膜剥离术，这是一项代表国际消化内镜领
先水平的技术。该项技术引进后，中山医院迄今
累计完成了超过 3000例手术，取得良好的效果，

给早期胃食管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作为学科带头人，姚礼庆培养了硕士研究生

17名，博士研究生 10名，这些青年才俊已活跃在
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一线。内镜中心近年先后举
办了 8次国际性的内镜大会，在国内外引起了极
大反响；举办多届内镜学习班；每年还接收 100
名进修医生前来学习取经，这些都为推动我国的
内镜微创技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姚礼庆看来：“医生和饭店的服务员没有
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服务员是在饭店里服
务，医生是在医院里服务。治病救人，救死扶伤，
更是医生的天职。”

工作中的姚礼庆

用内镜微创造福人类
———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姚礼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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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社会报告
本报讯（记者洪蔚）中国科学院日前发布

“2012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至
此，这个以“面向决策、面向公众、走近科学”为
宗旨的系列报告已连续出版了 15年。

据介绍，中国科学院很早就开始进行中国
面向 21 世纪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并
陆续形成了几个报告，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
高度重视。为给国家、社会提供一个年度科学
发展报告，1997年 9月中国科学院决定发表名
为《科学发展报告》的年度系列报告，不断综述
世界科学进展与发展趋势，评述科学前沿与重
大科学问题，并向国家提出有关中国科学发展
战略和政策的建议，特别是向全国人大和全国
政协会议提供科学发展的背景材料，供高层科
学决策参考。此后，分别在 1999 年和 2000 年
增加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和《高技术
发展报告》，形成了“三大报告”的格局。

15年来，系列报告为提高我国公众的科
技素养提供了科技知识的支撑。同时，两会代
表对这个系列报告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科学发展报告》从 1997 年至今，已连续

发布 15 卷，在系列报告 15 周年之际，中国科
学院院长白春礼亲自为《2012 科学发展报告》
撰写序言———“新科技革命的拂晓”，并撰写了
报告的第六章第一节。
《2012科学发展报告》是一本内容十分丰

富的报告，全书约 42万字，包括 51篇文章。报
告描绘最新科学进展，透析科学前沿问题，评
述诺贝尔科学奖，盘点公众关注热点，众多院
士就科学应对发展难题纷纷建言献策。

自 2000年以来，《高技术发展报告》已经
陆续推出 13卷，每年聚焦一个主题，4 年一个
周期。《2012高技术发展报告》以信息技术为
主题，参与撰写的作者多为国内一流专家学
者，其中有多位院士。

自 1999年以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
告》已连续发布 14卷。《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
续发展”，重点探讨了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阐述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全
球意义，提出了未来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愿景、路径选择和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报讯（记者黄辛）3月 11日至 13日，2012年光电功能分子国际研
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国内外 200多名有机光电功能材料领域的专
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光电功能材料研究领域最前沿、最热门、最普遍的
研究方向以及生产应用技术等进行了研讨。

据悉，当前有机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的研究涉及材料、化学、物理、
微电子、界面工程等多个交叉学科，是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热点，在有
机电致发光、有机光伏电池、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参加此次研讨的有很多著名专家，包括 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
者 Alan J. Heeger、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相田卓三、美
国化学会志主编 Peter. J. Stang、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教授 Klaus
M俟llen、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 Eric V. Anslyn等。

大会组委会主席钱旭红院士和田禾院士表示，研讨会的召开对加速
我国在有机光电先进功能分子及相关功能材料的设计等领域的研究队
伍建设，以及提高我国在光电功能材料化学与化工领域的世界影响力具
有重要意义。

光电功能分子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越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