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水面舰船研制达
世界前列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
舰总设计师朱英富院士长期从事
我国大型水面舰船设计，他在学
术报告中提到，我国水面舰船研
制水平和研制能力已进入世界
先进行列，为我们国家海军执行
远海防卫作战提供有力保障。近
年来，吨位不断增长，远洋航行
环境进一步优化，舰船的信息感
知能力、火力武备精准度、隐身
技术等显著提高，在技术和能力
体系上与世界海军强国站在同一
梯队。

朱院士认为，我国水面舰船
技术发展将在智能化技术、绿色
技术、综合电力技术、远程综合保
障技术、以人为本的舱室环境与
设施设计技术、海上无人系统技
术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中国的
新型舰船将以创新精神引领，融
合军民智慧，抢占舰船装备新技
术的制高点，实现弯道超车。”

船舶制造智能化
分三步走

人工智能时代，车间将不再
看见汗流浃背的操作工人，上海
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忠钦院士
在报告中描述“船舶智能制造”的
场景———几台机器臂能轻松将钢
板切成需要的形状，每一块钢板
还有“身份标识”，能够准确定位
在船体上焊接，技术人员只要在
后台轻点鼠标，发出各项执行指
令，就可以控制机器人来造船。

林院士基于我国船厂现状，
提出智能制造“三步走”的设想，
即：建立智能车间，建立智能船厂
及建立船舶智能制造联盟。“发展
智能造船技术是赶超日韩，建设
造船强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
制造强国的国家战略。”他说。

建立全深海科学
取样能力

我国将开发 !"## 米深海多
金属结核采矿试验系统作为国家

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上海交大
杨建民教授团队正在研发“海底
矿产开采技术”，并随着深海矿产
资源开发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的
不断突破，高效、环保的商业化海
底采矿图景逐步显现。其研发的
深海采矿船在深海海流作用下的
长距离输送管道环境载荷、强噪
声和沉积物扰动环境下的深海采
矿车导航和定位、采矿系统对深
海海洋环境的影响等，都是深海
矿产资源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深海水下工
程装备”团队负责人葛彤教授牵
头研制“全海深无人潜水器”项目
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这将
打破我国深海无人潜水器应用的
技术空白，最终将形成我国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覆盖全海深的深海
调查技术体系，建立全海深科学
调查和取样能力。此项目的实施
还将有效支撑我国“蛟龙号”%###
米载人潜水器的海上应用，对实
现国家深海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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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点鼠标 机器人来造船
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争夺

空前激烈，谁抢占了海洋科技的制高
点，谁就率先占领海洋空间并控制未
来战略和民生资源，海洋工程装备和
高技术船舶已被列为我国国家重点发
展领域。

由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装备协同创
新中心主办的首届“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
装备”创新论坛这两天正在上海交通大学
召开，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相关央企的学
者专家齐聚交流“深海·智能·极地”前沿
理论、关键技术与未来发展。

! ! ! !本报讯（记者 施捷）一旦由肝
硬化阶段发展至严重的“慢加急性
肝衰竭”，患者三个月死亡率高达
"#&'%#&。而得以存活者的肝脏功
能是否能够恢复，关键因素是“肝细
胞的毛细胆管化”。这一发现，被认为
对开发有针对性的靶向药物、干细胞
治疗，以及降低终末期肝病患者的换
肝率及死亡率，具有积极意义。
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与德国海德堡大学联合组建
的“中德慢加急性肝衰竭研究合作
团队”，在今天的亚太肝病学会年上
首度公布了他们的合作研究成果。

所谓“慢加急性肝衰竭”，是发
生在慢性肝病基础上的急性失代偿
所导致的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是
所有肝脏疾病中短期死亡率最高的
一类。目前来看，在疾病发生早期进
行肝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
仁济医院消化科李海团队与德

国专家团队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
功地发现了“慢加急性肝衰竭”疾病
的特征性病理表现———亚大块肝坏
死，即肝脏发生面积在 ("&'%#&之
间的大块坏死，直接导致了强烈的

全身炎症反应，并最终形成多脏器
衰竭。这一发现初步阐述了疾病发
生的本质。)#(*年 ((月，中德双方
共同承担“中德慢加急性肝衰竭研
究合作团队”项目，仁济医院提供丰
富的临床病例资源，海德堡大学共
享先进的实验研究技术。

参与项目的中方人员有仁济
医院消化科李海教授团队和肝移
植实验中心的孔晓妮教授团队。李
海教授介绍说，肝脏有很强的代偿
功能，只要有 )#&'!#&的肝功能
恢复，就可让患者存活。他们的研究
发现，在“慢加急性肝衰竭”发生大
块肝坏死后，只有部分患者形成“肝
细胞的毛细胆管化”结构，其再生的
肝细胞才可以发挥合成氨基酸、代
谢有害物质的功能，而且能将胆红
素、胆汁酸等有害物质顺利排泄至
胆道，最终实现起死回生。
中德合作团队针对“有效降低

慢加急性肝衰竭高死亡率”目标，仍
将继续围绕如何促进“肝细胞的毛
细胆管化”形成等一系列难题，让终
末期肝病患者真正拥有“功能性肝
再生”的机会。

发现终末期肝病患者
肝功能恢复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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