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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历时 !"#天，航程 $!%%&海里，
由中国海军“益阳”号、“常州”号导弹
护卫舰和“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组
成的海军第 $!批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护航编队，日前圆满完成护航任
务。本次护航期间，上海海事大学商
船学院副教授、高级船长顾维国在指
挥舰“益阳”舰上担任交通运输部派
驻护航编队联络员。昨天，他向记者
回顾神秘又惊险的“护航历险记”。

护航日志
%'岁的顾维国 $&&"年毕业于上

海海事大学，同年进入海事大学下属
的育海公司，从实习生一步步成长为
船长。在 !""(年返回母校执教船舶管
理专业之前，他已经有 )年船长资历，
并先后参加过 !"$"年第 %次北极科
考活动以及世博会开幕式旗船表演。
!"$!年，顾维国成为海事大学依据国
家交通运输部有关要求，遴选的航海
经历丰富、英语好、且持有海船甲类一
等船长适任证书的高级船长。

海军第 $!批护航编队续写了海
军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新辉煌，
共完成了 %)批 !"%艘中外船舶护航
任务，查证、驱离可疑船只 (*批 )!艘

次，继续保持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被护
船舶和自身两个 $+",安全纪录。

顾维国介绍说，申请护航的船舶，
大多为航速较慢、运输时限较长的运
油船、杂货船和装载特种设备的船舶，
航速快且大型的集装箱船舶较少申
请，而舰队护航的商船数量，从 #艘至
#+余艘不等，单程护航时间为 (天。

从 !+#! 年 ) 月 !* 日在舟山某
军港登上军舰，到 !+#(年 #月 #&日
返回，顾维国一直保持着每天写航海
日志的习惯。

危急时刻
亚丁湾海域现有两种护航模式，

一是美英等国家舰艇巡逻的“国际通
道”海域；二是中国、日本、印度、马来
西亚和韩国等五国的独立护航，也称
为伴随护航。在随舰队护航的过程
中，顾维国也曾目睹不少危急时刻。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 -月 !-日，

上午 &时编队出发”，顾维国回忆，“#!

时 (*分，船队附近海域出现 #(艘疑
似海盗小船，野狼似地冲进编队”。护航
舰队立即启动反海盗部署，海盗小船一
度离军舰只有 #++多米，呈对峙状态。
“海盗如果利用梯子和带钩的绳子爬上
商船的话，后果就严重了，劫持了就没
办法了”，顾维国则时刻与商船保持联
系，防止编队出现商船落单等意外。最
终在中国舰队的驱逐下，疑似海盗小
船观望了一会后，无可奈何离开了。

有时当舰队附近海域的船舶遭
遇危险求助时，中国海军也会责无旁
贷地伸出援手，并创下首次在红海曼
德海峡解救一艘遭海盗武力追击的
香港商船、首次在索马里霍比奥岸滩
接护被劫船员等纪录。

护航感受
去过 %+多个国家、有着多年商船

航海经验的顾维国，在担任驻军联络

员期间，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和专业知
识，为海军官兵们讲授了“新加坡海峡
通航特点和航行注意事项”“商船特点
和防海盗措施”“船舶结构及分类”等
知识，受到了全舰官兵的一致好评。

尽管护航期间需长时间生活在舰
上，大多一个月才能下一次舰艇，显得
有些枯燥。但中国海军的日渐强大，亦让
他印象深刻，顾维国特别提到：“海军有
自己的通信卫星，可以在舰上随时随地
打电话回家，家人也可以打过来。”

#月 #)日，东海舰队政治部向上
海海事大学致信，对顾维国全力配合
做好护航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报实习生 裴佳琦 记者 马亚宁

海事大学高级船长顾维国参加海军索马里护航归来

!"#天航海日志记录护航历程

曾被称为“中国学术个体户”
著名社科学家邓正来今晨去世 他长期以苏格拉底方式育人

类似家用中央空调 但制热效果出色
上海交大自主研发新型节能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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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董
纯蕾）细胞有生长、分裂
和凋亡，凋亡过多或过
少都会造成疾病。调控
细胞的一生，是细胞的
信号转导网络。其中有
一位“关键先生”，名叫蛋
白激酶 .//。上海科学家
新近发现，在抑制细胞凋
亡方面，这位“关键先生”
还是双手弹奏的“钢琴
家”，不仅有一手扬
善———激活细胞存活因
子（012!3），而且另一手
抑恶———抑制促凋亡因
子（345）。这意味着，研
究人员今后可从两条通
路研发肿瘤等重大疾病
的治疗手段，为将来开
发特异性药物靶点、减
少副作用提供了线索。

最新一期国际权威
学术期刊 6788 9《细胞》:，
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林安宁研究团队
的这项最新成果。
林安宁上午在发布

会上介绍，自 $&&'年蛋白激酶 .//

被克隆以来，细胞信号转导领域的一
个经典理论是：.//通过激活细胞存
活因子（01;!3）来抑制细胞凋亡< 从
而调控许多重要的生理病理过程。根
据这一理论，国外许多重要的制药公
司都在积极研制调控 .// 和 01;!3

的药物，以期治疗肿瘤和其它一些重
大疾病。然而，.//和 01;!3均具有
极其重要的生理功能，这些药物可能
有较大的副作用。所以，研究人员一直
试图发现，.//能以一种不依赖 01;

!3的方式来抑制细胞凋亡。
林安宁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证

明，除激活细胞存活因子（01;!3）之
外，.//还需抑制促凋亡因子（345），
以抑制细胞凋亡。研究人员在小鼠实
验中证实：.//通过两条截然不同但
又相互协作的细胞信号通路，即激活
存活因子 01;!3和抑制促凋亡因子
345，来阻止肿瘤坏死因子 =01诱导的
细胞凋亡和小鼠死亡。相较而言，激活
存活因子的经典通路较慢，涉及面较
广；抑制促凋亡因子的非经典通路较
快，涉及面较窄。针对后者研发的药物
靶点，副作用可能相对较小。国外已有
医生对此研究成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蛋白激酶 .//的发现人之一、美
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分子细胞生物学
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迈克
尔愠靓（>?@AB78 /BC?D）高度评价了这
项研究成果，称其非常重要且令人激
动，修改了 $*年来蛋白激酶 .//抑
制肿瘤坏死因子（=01）诱导的细胞凋
亡的经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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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王蔚）享誉中外的
法学家、政治学家，杰出的社会科学学
术组织者、翻译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
高等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邓正来因病
医治无效，今天早晨 )时 *"分在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去世，享年 *)岁。

很长时间“不在编”
邓正来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主

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
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
研究。$&*) 年 ! 月生于上海的邓先
生，$&-!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他
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邓先生不是任
何一所大学的在编教师，却每年有众

多北大、清华的青年学者到他的书斋
学习。他给每人制定了学习方案，经常
在家里举办学术沙龙，以苏格拉底式
的方法教书育人。直到 !""(年，他才
进入大学体制内任教，第一天便当上
教授和博导，此前却从没有过副教授
和讲师的头衔。

对中国浪漫描述
用著作等身来形容邓正来，一点

不为过。据复旦大学高研院罗列的信
息，他的主要论著多达 !$部，主要译
校作品有 $$部，参与主编的书刊达
$-种，主要学术论文有 -$篇。
近年来，邓先生将研究的目光主

要聚焦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上，发表了诸如《国家与社会：中国市
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
科学自主性的思考》等在学界产生重
要影响的论著。
对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他曾有

过一段浪漫的描述：“我很欣赏一句
话：遥远的田埂上毛毛细雨当中有一
头牛，你用一个具像手法画出来，那头
牛就是模模糊糊的，它就是复杂的，看
不清的，那才是真的。这头牛就像今天
的中国，问题要远比西方人所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只有深入研究中国转型
期整体性和共时性两大特点，我们才
能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更为真切，把自
己的事情做得更好，然后为世界未来
的新秩序作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

病床上笑容灿烂
今天上午，随着邓正来去世的消

息传开，复旦官方微博上出现了数百
条悼念短语。“特别敬佩的一位学者”、
“走得太快了，可惜没机会亲自聆听邓
老师的课”、“几周前的微博您还是那
么乐观，一路走好！您永远是我们尊敬
的邓老师”、“可惜，我们少了一位精神
导师”……言语间，大家对邓先生的英
年早逝扼腕长叹。
“从查出病情住院到离开，一个

月，才一个月啊……”女儿邓嘟子今天
上午更新了三条微博，追思与慈父的
诀别。而在网友转发的一张邓先生在
病床上与女儿的合影，父女俩当时都
笑得十分灿烂。

同事评价邓先生是个性情中人，
是个做真学问的大家。在病重期间，
医生告诫邓先生少说话，但他却说：
“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追
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
方式。”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上海交通
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王如竹教
授领衔的科研团队今天宣布，其自主
研发新型空调热泵系统，在没有增加
能耗的情况下能效提高 !"E，而且易
安装维护，为普通家庭带来经济舒适
的供暖方案。

王如竹教授认为，传统的集中供
暖是通过烧煤将 '+!;-+!热水输送
到千家万户，这种方式并不节能。将
来在新规划的区域< 可通过将商业区
和工业区的多余热能输送给居民区
供暖。如果房子已经造好了，这种方
式显然不适合。

目前燃气炉采暖、电采暖及燃煤
或燃气的集中采暖，成本较高。而南
方地区相对来说夏热冬暖，有没有一
种新的供暖模式，既能环保节能，又
能为南方家庭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王
如竹教授还是想到了空调。

室内温暖如春
王如竹团队研发的新型空调系

统，由室外空气源冷热水机组和室内
小温差换热末端组成，它的工作原理
和普通家用空调类似，但降低了冷凝
温度，提升了热效率实现节能，同时
改变了传统空调室内机分布形式，能

使得室内温度分布均匀，大大增强舒
适度。系统可实现一机两用，夏季供
冷，冬季供热。

王教授解释说，常规家用空调热
泵由于室内机换热器较小，一般需要
较大的换热温差，冷凝温度往往需要
%+!;%*!，室外温度一低，压缩机就显
得不给力了；室外温度达到零下时，有
时候还需要化霜，室内体验会觉得空
调“打不上去”。而新系统只需要 (+!"

(*!的冷凝温度，因此空调在南方的冬
天都可以正常运作。同时，新系统在室

内采用风机盘管组成的小温差换热设
备，将它安置于墙角，可以创造更加
舒适、受热均匀的室内环境。
在闵行交大的中意能源楼，记者见

到了这个新的空调系统，室内终端吹出
来的风并不感到热，大约 (+!，但整个
房间温暖如春。在室内各处安装监控
设备，测得室内温差仅有 #!"!!。
“其实目前的家用分体空调主要

满足制冷功能，设计时采用从高处送
风的形式以实现更好的制冷效果，实
际上在制热方面是做了一定的牺牲

的”，王教授表示，但随着南方居民对
冬季供暖需求的增加，对舒适度体验
要求的增高，新系统突破了现有的方
式，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

更节能更经济
王如竹展示了一组实验数据：白

天室外平均温度 -F-!，室内平均气
温温度 !#F(!，系统能效比为 (F!)；
夜间室外平均温度 (F'!，室内平均
温度 #-F#!，系统能效比为 !F&#。他
说：“这一过程，只需使用一份电能，
从空气环境中获得至少 !倍的热能，
其热效率是电采暖的 (倍。如果按照
)毛钱一度电来算的话，&+平方米房
的住宅电费 *++元左右，夜间电费更
低，总价也更低。但其他燃气采暖或
电采暖，可能每月需要 #+++元。”

新系统就类似一个家庭型的中
央空调，一个 (G的外机再加上 (个
左右室内终端，就能够满足普通家庭
的需求。王教授算了一笔账，家用中
央空调需要 %万元，安装多个变频空
调大约要 !万多元，而新系统“##%”，
大约需要 -+++元外机加上 %个 )++

元室内设备，安装一套总共需要
!*+++元左右。

新系统便于安装、维护，在多层
高层住宅楼都可以使用，价格便宜于
中央空调，与平时安装的空调价位差
不多，但更节能，效能高出 !+$。王如
竹表示，从技术上来说新系统已经相
当成熟，目前正收集实验数据，距离
普通百姓家庭已不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