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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届校友、 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孙优贤院士

领衔的“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的设计开发平台研究与应用”项

目，

1966

届校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李兰娟院士

领衔的“重症肝病诊治的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 项目双双获得

2013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特此表示祝贺！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为李兰娟院士颁奖，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李兰娟院士亲切握

手问候，习主席对李院士说：“兰娟，你来啦！ ”

下面我们就援引钱江晚报的报道向大家介绍两位校友的成果。

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孙优贤团队

项目名称：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的设计开发平台研究与应用

我国的重大装备制造业起步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电、

冶炼、化工等等这样的大型生产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机械装备

越来越复杂。 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生产线上，与各种

设备相配套的高端控制装备，几乎完全被国外垄断。特别是平台

性核心技术的缺失，成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受制于人的关键之

“痛”，这也对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带来重大威胁。浙江大学孙优

贤院士带领的团队，通过十年的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给中国的

装备工业配上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神经中枢系统”。

孙优贤 学生一份报告，修改了 101次

72

岁的孙院士真是亲和！ 他是工业自动化专家，

1959

年

杭高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化学工程学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4

年获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 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进修；

199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团队里， 跟着孙院士做了

20

多年研究的王文海教授那

里，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孙院士的有趣的故事。

在王教授读本科四年级的时候， 孙优贤院士就是他的“老

板”（研究生导师）了。

王教授眼里，孙院士做事特别认真。 认真到什么程

度？ 比如修改一份重要的报告，孙院士有时要改五、六十

稿。 王教授印象中，最多的一次：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孙

院士对王教授参与的一份报告改了

101

次（文档有修改

版本次数记录的哟）！

“平均每天改

2

个版本？！ ”记者吓坏了。

“对，孙老师脑子非常快，想到一些思路，就立刻要

修改。 ”

孙院士其实是很体贴人的， 他有时候自己有新的修

改思路，看看已经深夜

12

点多了，就不给学生打电话了。

不过老先生最多憋到第二天清早，

7

点多钟，学生的

电话就会响起来……

老师这么勤力，学生也不放松。团队基本每个人还都

有这样的习惯：拿到任务，定个完成计划，接着就一屁股

坐下干，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事实证明，睡觉也是个可

以省略的环节），干到结束。

孙院士自己就一直有“闭关”的习惯。 到做项目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关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助手把饭送进去，别的时间都

见不着他。

进实验室的学生们，也都要这么“闭关”。王教授读博士的时

候，多次被老师要求闭关专攻。每到这个时候，送饭的角色呢，由

“老板”亲自担任———顺便看看学生有没有偷懒。

当然，也不要以为科学家团队永远是这么高度紧张的，这个

队伍是有名的张弛有度。

“一般大家出差一趟回来，都要聚一聚，聊一聊科研进展和

收获。 ”王教授说，这样的聚会就是团队里的午餐会、晚餐会。 一

般大家一边喝点小酒，一边讨论科学问题。

孙院士是圈子里，蝉联多年的“酒仙”。

酒仙可不是只会喝酒，厉害就在，他喝了一斤白酒，照样思

路清爽跟你谈科研！据说那些酒圣、酒鬼，喝酒后

能作诗啥的，但是酒后还搞学术，那是拼不过孙

院士的境界的。

浙大一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团队

项目名称：重症肝病诊治的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

中国被称为“肝炎大国”。我国有病毒性肝炎

及脂肪性、酒精性、药物性、免疫性肝病等患者逾

1

亿，部分进展为肝衰竭、肝硬化、肝癌等重症肝

病，病情凶险，病死率高，严重威胁患者生命。 李

兰娟院士带领的团队，创建独特有效、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李氏人工肝系统，显著降低肝衰竭患

者病死率。 率先建立一系列肝衰竭预警预测模

型，引领我国人工肝的发展；推广李氏人工肝至

全国

31

个省市

300

余家单位， 治疗肝衰竭

10

余万例次。此奖项也是浙江医学领域产生的第一

个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兰娟 一生一世做科研，我愿意

“握到习书记的手了，他还说，兰娟你来啦！ ”昨

天， 李兰娟院士手捧大红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证

书，配红色上装，有特别的喜气。

怎么庆祝？面对一起到北京领奖的

14

位团队

成员，李院士翻手看看手表：“

2

：

55

的飞机，趁这个

时间，我们就在这里合影吧！ ”

于是，前一天风尘仆仆从杭州赶来的

15

位医学专家，乐呵

呵地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合影，北京三九天的冷风，一点都没吹散

他们脸上的笑容。拍照之后，心细如发的李院士，还要验过照片，

确认大会堂上的国徽，有没有在取景框内。

用合影纪念这珍贵的瞬间，几乎是她最简单、最有效率

的庆祝方式了。 而后呢，赶上最近一班飞机，赶回实验室。

就在

10

天前，

2013

年的最后一天，网友们赋予“一生

一世”约定的跨年，李兰娟院士依然是与团队和学生在实验

室度过，合影一张，学生们都感叹，我们是“一生一世”做科

研呀！ 这个时候，她总是会露出笑容：我愿意“一生一世”。

实际上，在年轻时与她允诺“一生一世”的郑树森院士，

彼时在跨年做一场肝脏移植手术， 对于郑树森教授来说，

“一生一世”做手术，也成了生活的写照。

大家对李兰娟院士的称谓特别多 ：李院士 、李教授、

李老师、李厅长 、李医师 ，在这些称谓中，她最喜欢的，是

李医师。

这位从医

40

年的医生， 从早时的赤脚医生扎针灸开

始，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感染科医生，卫生厅厅长 ，工程

院院士。 如今，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依然是“李医师”。

生活的词典里，李医师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就连每日

的正餐， 也多数用

15

元的盒饭解决。 当人们向她讨教，为

什么身材保持这么好，她会直接回答说：“饭少吃一点。 ”

李医师与肝病打了

40

年交道。

肝病的可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肝细胞在短期内

大量坏死，迅速造成肝功能衰竭，如果是爆发性肝衰竭，这

一切可能发生在几天之间。 有调查显示，重型肝炎病死率

高达

80%

。

为此，还是年轻医生的李兰娟，于

1986

年申请了青年科研

基金，开始对重型肝炎肝衰竭的临床救治研究。 经过

20

余年的

艰苦攻关， 终于创建了一套独特有效的人工肝治疗新方法———

人工肝支持系统。

用这个体外的“化工厂”加工，进行血浆置换、血浆吸附、血

液滤过等，清除各种有害物质补充蛋白质和凝血因子，暂时替代

肝脏功能。

她用了

20

多年时间证明，不仅行得通，几乎有立竿见影的效

果。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

88.1%

显著降至

21.1%

，慢性

重型肝炎病死率由

84.6%

显著降至

56.6%

。

（文章作者：钱江晚报记者 王蕊 章佳咪）

【编者按】收到老校友这厚厚一叠《回忆杭高》的文章非常激

动， 这就是爱杭高是历届杭高人一辈子最难割舍情怀的最佳例

证。《杭高人》这本承载杭高人情感的报纸一定会留出充足的版面

刊登、连载这些文章，让校友们的热情和爱一直流传下去。我们也

期待更多的杭高人拿起笔来，让曾经的、现在的精彩的杭高雅事、

杭高俊才展示出来。让我们共同坦然面对历史、守候将来。本期报

纸就把校友们《回忆杭高》的前言，以及《永记母校恩情永远跟着

党走》

写在前面的话

1951

届校友《回忆杭高》编者

尊敬的尚可校长、尊敬的李军良主任、尊敬的各位老师，历届任

的老师和校友、在校的师弟师妹们：

你们好！ 我们是母校

1951

届的校友，我们都己是年过八十

的耄耋老人了。 人越老，越容易回忆往事，年越老，越想念母校。

2011

年为了纪念毕业六十周年，我们从各地回到母校欢聚，我

们观赏了母校的新校园和舒适的教学环境，我们拜访了校长和多名老师，我们

相互畅谈了当年在母校求学时的情景。 我们相聚得非常愉快。 但是再欢快的

相聚也是短暂的，何况还有一些老同学因身体的原因，没能来相聚，因此有同

学提出把我们的回忆写下来，供大家共享。 现在己征集了十篇有关《回忆杭

高》

>

的文稿，其中有陈美容同学在纪念毕业六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她概要的

总结了我们在校的表现和走上社会以后，做出的成就和贡献；叶世英同学的

《走向黎明》和《天亮之初》讲了解放前后母校开展的进步学生运动和成立地下

党支部等事；郭友中同学的《难忘杭高》，他用翔实的事例讲述了杭高学子在社

会上、在科技领域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 其他的文章也都是用亲身的经历回

忆在母校进步思想熏陶和地下党的指引下积极要求进步，要求参加共产党、要

求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参加工读农垦等活动；以及走向社会、参加土地改

革运动等生动事例。《回忆杭高》是本届同学给母校的汇报，希望大家喜欢，希

望这些回忆能给大家一些启迪，能引起了广大校友甜蜜的回忆。 能编辑出这

本《回忆杭高》，首先要感谢几位作者的努力，也还要感谢在组稿等方面给予支

持的校友。 谢谢！

五一届校友《回忆杭高》编者致意

2013

年

10

月

尊敬的尚可校长、尊敬的李军良老师、姚晓琳老师，亲爱

的同学们：

很高兴，在我们党建党

90

华诞之际，我们

62

位年

届

80

左右的老人从北京、广东、武汉、南京、上海、宁波、

嘉兴、萧山、余杭和杭州市区的四面八方乘飞机、坐火车、

挤公交回到母校， 参加庆贺我们高中毕业

60

周年的聚

会，真是非常难得。 这次聚会是外地同学提议发起的，由

杭州同学承办，得到母校的热情接待。母校为我们制作横

幅、提供会场、供应茶水和午餐，更为珍贵的是赠送给我

们每人一本《百年名校――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史资料和

两枚纪念章。 尚可校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聚

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借此机会，我代表

51

届校

友向母校和在座的尚校长以及为我们这次聚会多次奔波

操劳的李军良老师、 姚晓琳老师对我们这些年迈力衰的

老校友的关怀和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届校友是

1948

年秋入学，

1951

年夏毕业。

其间正值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辽沈、平津、淮海三大

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百万大军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杭

州等大中城市，欢庆新中国成立等关键时刻。中共杭高地

下党支部于

1948

年

5

月成立， 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新民主青年社，简称

Y

·

F

也在

1948

年下半年建立。杭高

一直站在国统区爱国学生运动的前列，与浙大齐名，素有

“小解放区”之称，民主空气浓厚。杭高又是当时全国四大

名中之一，校舍宽敞，设施齐全，拥有一流名师，教育质量

高，人称“考进杭高就是一只脚跨进大学校门”。我们这批

学子就是奔这目标来投考杭高的。当时，我们这届招生三

个班

150

人，解放后从建国中学并进来一个班，一共有

200

人。 我们在校接受名师施教，自己又发奋学习，成绩

优良，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 我们又是革命承上启

下的一代，一进校就受到地下党支部的关注。他们用各种

方式吸收我们参加革命活动，培养教育我们，指引我们走

上革命道路。解放后，由于百废待兴，急需干部，高年级的

地下党员和

Y

·

F

奉命到市委参加接管工作。 于是，我们

这一届在校务委员会和军代表的领导下，成了学校的“顶

梁柱”。我们在校期间，有一名同学参加了空军，有八名同

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多人参加了

Y

·

F

和杭州市第一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其中有二人被推选为学校团总支委

员，二人为学生会正副主席，二人为省市学联执委，一人

为市妇联执委， 一人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

省市抗美援朝分会委员。

1950

年夏，我们这一届有几十

名同学响应党的号召，脱产参加土改工作队，奔赴全省各

地农村，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而献身。有三名被公安局吸

收参加工作，成为光荣的公安战士。 抗美援朝开始，我们

这一届又有数十名同学再次响应号召，于

1950

年

12

月

和

1951

年

7

月，参加军干校，当了海军和装甲兵。

1951

年夏，我们高中毕业，留在学校坚持到毕业的三名党员奉

命到市委报到参加工作； 团干部有的到团市委报到参加

工作， 有的和其他同学到刚建立的浙江师范学院读书并

搞团的工作。 其余同学则参加高考，被清华、北大、交大、

复旦、浙大等重点大学录取，有的还被送到苏联留学，进

一步深造。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从

17

、

18

岁的青年变

成为

80

左右高龄的老人。 回眸过去

60

多年的经历，我

们可以无愧地面对母校的校长和老师，向你们报告，我们

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教育，没有虚度年华。 在这

60

多年

中，我们这一届同学里，涌现了一位烈士，是在下乡剿匪

反霸斗争中牺牲的，他牺牲得很英勇，至今仍深受人民的

敬仰和爱戴。 我们当中有人数众多的教授级高工和高级

工程师；教授和副教授，其中在本专业方面还是全国有名

的博导； 有高级编审和高级记者； 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

师；有高级农艺师，著名演员和画家，也有坚定的马列主

义理论工作者。 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省市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还有的担任济南军区空军作战部部长、 杭州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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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蓉

———在杭高

1951

届（秋）校友纪念高中毕业

60

周年聚会上的发言

《回忆杭高》目录：

一、永记母校恩情 永远跟着党走 陈美蓉

（在杭高

1951

届（秋）校友纪念高中毕业

60

周年聚会上的发言）

二、走向黎明

(

二稿

)

叶世英

三、入党记 杨雄健

四、曙光初照 楼翰燕

五、天亮之初

------

兼以纪念胡根荣学长牺牲

64

周年 叶世英

六、我的入党之路 周荣颐

七、难忘杭高 郭友中（口授）郭紫（执笔）

八、校友之情 李 全

九、说说世英兄的三首诗 楼翰燕

十、村口工读农垦散记 寿绍焕

孙优贤校友（右

1

）

李兰娟校友（右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