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曹刚）昨天下午，以
“邂逅·地铁”为主题的西班牙文化交流活动
在人民广场站的地铁音乐角拉开序幕，“马德
里地铁探索无限城市”图片展也正在南京东路
站“地铁之窗”长廊展览。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建交 !"周年。同为世界地
铁协会成员的上海地铁与马德里地铁合作，

同时以长廊图片展的形式，分别展示两地的
人文风貌和地铁文化。
近年来，在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指导下，

上海地铁加强与世界同行的文化交流———
“中外诗歌进地铁”系列活动不仅在上海展
示叶芝、帕斯等诺贝尔奖诗人佳作，也将《元
日》等 #$首唐诗宋词带到都柏林城际铁路。

! ! ! !本报讯（通讯员 严莹莹 首席记者
曹刚）你知道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哪一年
吗？你知道中国古代航海木帆船有哪四种
船型吗？为迎接 #$%& 年“中国航海日”，轨
交%# 号线从昨天起开设“航海号”专列，将
运行一个月。

专列车身编号为 %#$$%，车身内的航海
日宣传海报上，海水碧波荡漾，让人心旷神
怡。车厢拉手、壁贴、门贴上都印有航海小

知识，还设置了趣味问答，方便乘客学习航
海知识。

今年 ' 月 %% 日是第 %! 个“中国航海
日”，也是航海日活动时隔 %#年再次在上海
举办。为了营造浓厚的航海氛围，东方明珠、
上海中心、白玉兰大厦等建筑将于近日亮灯，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航海日活动也将陆续在申
城展开。“航海”这一看似远离生活的主题，其
实距离每个人都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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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奋斗者

杰出药理学家王逸平一生所愿!做出全球医生首选处方药

他的每一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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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交南京东路站“邂逅”马德里风情

轨交12号线开设“航海号”专列

! ! ! !这个毕业季，对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研究员、杰出药理学家王逸平的女儿和
学生而言，是残忍的。学生们身边，不再有亲
爱的导师；而留学四年没见到父母的王禹辰，
本应在父母的共同陪伴下参加毕业典礼，然
而，那一天爸爸却缺席了。她怎么也没有想
到，常说自己身体“躺一躺就好”的爸爸，在 !

月 %%日那天，永远倒在了办公室的沙发上，
倒在了自己燃烧了一生的药物研发路上。

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这个如今应用于
全国 "$$$多家医院，让 %"$$万患者受益的
良药，领衔的开拓者便是王逸平。然而，大多
数人不知道，王逸平也是一个患者，与不治之
症“赛跑”了 #"年。“再有十年时间，我还想再
做出两个新药！”从 ($岁查出患有克罗恩病
起，#"年来，他的每一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上海药物所近日召开追思会，学习王逸
平“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精神。

无悔选择科研长跑
在药物所博士研究生李惠惠的记忆里，

患者是让原本学医的王逸平走上新药研发路
的关键。“一次医院查房，一个病危的老大爷
紧紧抓着他的手，让王老师救救他。”但当时
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望着老大爷渴求的眼
神，王逸平感到心酸和无力。“王老师就想，只
要能研制出好药，就能救全世界患这个疾病
的病人。”

新药研发充满险阻，从数万个化合物中
筛选出候选，再优化过程中又要合成成百上
千的化合物，能够推向临床的，不足一成。“如
果一个药，全球的医生在处方时，都会首先想
到它，那才是我理想中成功的药。希望此生可
以做成这样一个药。”王逸平曾这样告诉同事
沈建华研究员。

新药研究最痛苦的，是无数次地面对失
败，可这却是王逸平“喜欢”做的事。“为了验
证新药的药效特征，他会不断重复实验，直到确
认无误了才走下一步。得到阳性结果时，他也不

会欣喜，直到获得了支持这个结果的完整证据链
才会下结论。”

#$$"年，!#岁的王逸平拿到了丹参多酚
酸盐的新药证书。如今，这款“中药现代化”的
典范累计销售额突破 #$$亿元。

王逸平新药研发的征途，只有更好，没有
最好。他主持抗心律失常一类新药“硫酸舒欣
啶”的药理学研究，一做就是 #$年。目前，该
药物获得多国发明专利授权，已完成!期临
床试验。他领导团队构建的心血管药物研发
平台体系，为全国药物研发企业完成了 "$多
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药效学评价……

就在猝然离世前，他和同事们在丹参多
酚酸盐的口服化这道世界难题的攻坚之路上
看到了曙光。“我们会继续这个方向的研究，
获取更多确切的证据，希望能早日完成逸平
未竟的事业。”和王逸平同学同事、合作时间
最长的宣利江研究员表示。

重病!"年工作不辍
而立之年，王逸平查出患有克罗恩病，手

术切除了 %米多小肠。没有合适的治疗药物，
这是一种尚无法治愈的免疫系统顽疾，腹部
剧痛、便血、肠胃和尿道痉挛，晕倒……同事

领导纷纷建议他工作半天休息半天，悠着点
搞科研。可是，仿佛“听见了时间沙漏倒计时
的声音”，王逸平反而更加努力。“王老师比我
们学生还勤奋，他早上 '点半不到就到药物
所了，晚上往往要 %$点半以后才回家。”李惠
惠回忆。“他说如果准时下班，时间也会被堵
车耗去。”王逸平的妻子方洁说，“他基本上回
来都很晚，周末节假日也经常到单位去。”
“他一直是我们的‘开心果’，直到现在

我都觉得有一天他又会笑嘻嘻地走进来。”
冯林音研究员动情地说。除了少数几位和王
逸平长期共事的老同事知道他的病情，王逸
平从来没有吐露过自己身患重病。“这种病
一般人很难忍受，而他痛苦时最明显的，也
仅仅是沉默寡言。”

有一次王逸平和沈建华一起去德国汉堡
开会，却突然犯病，三天三夜躺在床上无法进
食。实在忍不住，他把自己泡在浴缸里，用热
水缓解。从那以后，每次出差、包括办公室的
冰箱里，都放上了应急止痛针。
“他总是自己给自己看病，连针也自己

打。”妻子方洁最后悔的，莫过于没有坚持阻
止他给自己看病。“女儿 "月份毕业，我们原
本订好了机票，准备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女儿出国读书 !年，我们都没去看过她。原
本说好今年一定会去……”

今年年初，王逸平感觉自己的病情加重，
激素治疗已经失效。劝他赶紧改用生物制剂，
他不肯，因为那是最后的屏障，一旦生物制剂
都无能为力时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王逸平
选择加倍量地服用激素类药物。“他是想再多
争取一些时间，能把手头的两个新药做完。”

留下笑容依旧灿烂
!月 %!日，王逸平本应该出现在武汉研

究所的讲座上，但他迟迟没有现身。电话打到
药物所，大家感觉到不对劲。“我的师妹和保
安拿着钥匙打开了王老师办公室的门，发现
他倒在沙发上，当时还以为他昏迷了，赶紧拨
打了 %#$。急救人员到场后，却带来了谁都不
愿意相信的事实。”李惠惠说。
“他的荣誉不计其数：全国劳动模范、上海

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可他把这些证书都锁进抽屉里。他告诉我们，
荣誉和头衔都是虚的，要把新药工作做实、把课
题组的工作做实、把人做实。”学生们说。
“女儿的毕业典礼，为了这一天，我们已

经期盼了许久，可是你却爽约了。订好的机票
如今只有你的护照相随；庆祝的晚宴没有了
你的身影，少了应有的欢喜；毕业后的家庭旅
游，因为你的缺席也不再成行。你真的已经离
我们而去了吗？今夜的你是否如我们思念你
一样思念我们？”方洁在上海药物所纪念王逸
平的专题网页上，写下了对丈夫无尽的思念。
“逸平，假如有来生，我们还一起做同事，

但希望你没有病痛的折磨；假如有来生，我们
还一起做新药，让更多的病患解除病痛。”上
海药物所所长、中科院院士蒋华良道出了同
仁们的心声。
“那天黄昏，我看到了壮丽的晚霞。我在

心中告慰逝者，你为苍生谋福，历尽艰辛，又
将彩霞般的灿烂笑容留下来陪伴我们，我们
会在有晚霞的时候来看你。我们永远怀念
你。”上海药物所党委副书记厉骏在朋友圈里
如是怀念老友。

本报记者 董纯蕾 见习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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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着数千封名人手札，封封有细节、有温度、有韵味。
图为 !"#$年"民国政府铁道部训令交通大学"称陕西省僻处西北"文化落后"

专门人#缺乏"希望交大招生时予以通融$ 交大老校友%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

邵力子也向交大求情$ 时任交大校长黎照寰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和

邵力子&婉拒招生通融求情&但表示可以帮助开办补习班$ 邵力子回信表示他完

全同意交大的建议 本报记者 易蓉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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