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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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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依然最爱造船的他已是中国船舶集

团首席专家、江南造船集团科技委主任、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而且是船舶工业界少有的未读

过硕博研究生的总工程师。初心的力量给他带
来了满满收获：不仅带领研发团队创造了中国

船舶工业史上的数个第一，也见证了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船舶工业的飞速发展。近日，他又获

评为 2021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

工作中“学” 不断突破
1982年，胡可一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

洋工程专业毕业进入江南造船。从进厂工作至

今，他见证了一艘艘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船
舶驶出国门。

一开始，国内船厂连标准的合同文本都没
有，出去都是一口“哑巴英语”，而请的翻译不懂

技术，交流效率大打折扣。为了赶上时代发展需

求，没去过国外留学、没念过硕博、刚进厂不敢
开口说英语的胡可一，自己出钱上夜校恶补英

语。“下班后我就骑自行车去市中心，上夜校到
八九点钟，在旁边吃个盒饭。”

“夜大学”的同学大多是为了考托福出国留
学，只有胡可一为了工作拼命“补课”，又在工作

中不断创造学习机会。“我看老外怎么写传真，
句子怎么用，下次也尝试着用，慢慢用几遍就记

牢了。在接待船东、监造代表和船级社的验船师
时，我都尽力用英语和他们沟通。”

核心技术 牢牢在握
胡可一坚持在工作中深造。他坚信，通过不

断深入学习，坚持自主创新，将更多的核心技术

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才能赢得更大的市场。
1997年，胡可一开始领导小组进行创新技

术攻关，并把目光投向了超大型全冷式液化气
船（VLGC）。“当时国外对中国采取技术封锁，

我们只能自己攻关。”2003年，江南造船启动整

体搬迁至长兴岛的方案时，他坚持把该船型作

为主攻方向。

2007年，胡可一重启该项目研发，他和团
队紧跟最新趋势，开发了新一代船型，并在

2012年前后为船厂获得了 8艘 VLGC的订单，
打破了国外垄断。“突破这个船型完全靠自主创

新。现在，就这个船型而言，我们处于世界最先
进水平之列，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胡可一底

气十足地说。

不忘初心 坚持一线
虽然长期从事船舶设计和研发工作，但作

为技术“一把手”的总工程师，胡可一在船舶建

造完工交付前，有时也要参加试航，风险难以预
料。2000年，胡可一接到紧急通知，深夜出海修

理“唱歌的螺旋桨”，某试航船反馈发现航行中
船体内有杂音。

“当时海上风浪很大，拖轮摇摆得非常厉

害。如果不关舱门，海水马上会倒灌进船舱。”到
达目的地后，拖轮向前靠上去，胡可一先跳到落

差将近 2米的舷梯上，再爬上船。
“我们立刻下到机舱后部实地听音，与船级

社的专家多次沟通后，判断出杂音来自螺旋桨，
后来发现是螺旋桨制作过程中出了一个差错。”

胡可一在船上待了两三天，随后将勘验结果带
回船厂分析，并修正了螺旋桨的边缘形状参数，

顺利解决了问题。
2019 年 5 月，57 岁的胡可一卸任总工程

师。改任科技委主任的他更加注重把握技术方
向、培养年轻团队，让这所百年船厂在新时代焕

发新的生命力。2021年，胡可一的肩上又多了
份中国船舶集团首席专家的担子。戴上安全帽，

深入船厂最繁忙的工地，首席科学家时常是一
位普通的造船工人。

看着超大型龙门吊来回摆动，人工引导的
运载车忙碌穿梭，工友们焊接锻造火星四射,

他的眼中依然有光,儿时的造船梦依然在心中
澎湃。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又到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国内高校

迎来了新一届的学生。 这些年，人们发
现，多数国内知名大学的研究生新生人

数，已然超过了本科新生。 在这些大学
中，研究生俨然成了学生的主体，自然，

研究生群体中多数是硕士生。

硕士的数量、质量，往往是一个国

家未来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为何？

因为按照传统的教育规律，一个学生从
本科毕业考取硕士生，意味着迈向研究

型人才的第一步，然后成为博士、博士
后，成为真正的研究人员。 硕士生往往

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科技人才储备。

然而近年来，我国硕士生群体迅速

壮大的同时，他们中绝大部分并没有转
向科研。不少学生“考研”是迫于就业压

力。一张硕士文凭就等同于较高的收入
和职位———如此意识支配下，便很少有

硕士生会选择继续深造从事科研。许多
研究所、高校的导师们忽然发现，招收

硕士时的人不少，可他们在两三年后考
博的，却没剩下几个。

大学里研究生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了， 可真正的科研人才却没有增加甚至是少了，

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虽然我们的高校硕士生，如今有学术型和专
业之分， 也就是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别，

但无论是哪种，都应有一种研究意识、科研意识。

这应是高校培养硕士生的一个根本，而不是仅仅

为了让他们去“找饭碗”。一个创新型社会需要的

是创新应用型的人才。我们需要我们的硕士生群
体成为创新人才。

在一些世界知名大学，读硕士往往是“很苦”

的，那里，图书馆的灯永远亮着，直至凌晨；那里，

硕士生就要开始做科研人员的。 读研是学习，更
是以科研为工作。硕士生的三年要与科研有密切

的接触，了解科研这份职业。即使将来不做科研，

也是明明白白地离开，做到无怨无悔。

由此，我们呼唤更多的硕士生，能成为科研
人员，不为一时之利所动，愿意攀登科技的高峰。

当然，社会也要帮助他们实现梦想，不能让这些
“准科研人员”有“永远买不起房”的担忧。

有教授提出培养硕士生七种能力，也可以说
是人生的“七种武器”：第一，有不断开拓进取的

精神；第二，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对社会的责任
感；第三，在竞争环境下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创

造能力；第四，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知识框

架，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第五，有
终身学习的能力，以适应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

展趋势；第六，有丰富多彩的个性特点；第
七， 有良好的沟通、 交流和协调能

力。 这样的硕士生人才越多，

我们的科技创新就有坚实

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叶薇）上海石

化与华东理工大学深化企校合作，
双方近日开展新一轮战略合作签

约，宣布成立氢能联合实验室。
此次双方战略合作，选择氢能

作为突破点和发力点，聚焦制氢、
储氢、运氢、用氢等关键技术和基

础科学问题，发挥双方优势，尽快

制定“近、中、远”发展目标和路
线图，致力于绿氢制备技术、燃料

电池材料开发及系统控制、电解
海水制氢材料的设计与氢气分离

提纯、高效氢能装备与新材料、制

氢与储氢技术研究等。

双方表示，将通过强强合作，
搭建起更高层次的创新合作平

台，为以氢能为节点的产业链重
构和高端人才培养，引领产业转

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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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许多多男孩子一样，胡可一儿时特别喜欢各种交通工具，
“趴在黄浦江边看船只来来往往是最开心的事情……”这份童稚的
初心一坚持就是 30年———1982年进入江南造船至今，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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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很有趣 破解“容颜易老”的秘密

上海科学家还发现一款抗癌药可延缓皮肤衰老
    本报讯（记者 郜阳）近日，中国科

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张亮研究
员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李青峰教授团队，在《自
然 ·衰老》杂志在线发表了一项最新研

究成果。该研究通过小鼠模型研究与临
床样本分析，发现了驱动皮肤上皮组织

衰老的关键分子机制，揭示了极具临床

应用潜力的靶向干预途径，并发现一款
抗癌药可延缓皮肤衰老。

研究人员发现衰老皮肤有一个明
显的共性特征：一个叫做 miR-31的小

RNA含量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
无论电离辐射、紫外辐射，还是物理损

伤，都可以迅速激活皮肤上皮干细胞中

的 miR-31表达。而这种 miR-31上调
能够直接驱动皮肤上皮干细胞的衰老。

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发现 miR-

31通过下调生物钟的一个核心基因，

导致生物钟变弱，从而激活经典的
MAPK/ERK信号通路，进而驱动毛囊干

细胞的耗竭。这也暗示了昼夜节律紊乱

促进皮肤衰老的一种潜在新机制。
被 miR-31 所激活的 MAPK/ERK

信号通路恰好是一个经典的致癌通路，
目前已有成熟的抗癌药物可以对抗它。

科研人员发现抗癌药物曲美替尼（一种
MAPK/ERK 抑制剂，2020 年在中国获

批上市）能够显著拮抗电离辐射导致的

小鼠皮肤早衰，且无明显副作用。“在放
疗前，我们只在小鼠的皮肤上涂抹了一

次曲美替尼，有效剂量约相当于人类一
次口服用量的十分之一，就惊讶地发现

它的衰老过程变慢了。”张亮告诉记者。
这一“老药新用”对于防治皮肤衰

老带来了极具临床潜力的新途径。“要

缓解电离辐射导致的皮肤衰老，还需要
通过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来验证。对于自

然衰老和紫外线造成的光老化，可以将
曲美替尼加入护肤品，但究竟加多

少，还需要在后期产品开发中，

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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