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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佳佳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生活压力、环境污染、以及作息时

间不规律等因素导致很多人不同

程度地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如果

有一种快捷、方便、有效的调整身

体的方法是大众最欢迎的，平衡针

灸就是一种大众化的调理亚健康

的方法。平衡针灸理论源于部队

紧急治疗和中国传统医学精华的

组合与创新。

所谓平衡针灸的医学原理及

逻辑源于：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自

我平衡的系统，这种自身平衡系

统的实质就是人体大脑高级调控

中枢系统。按照遗传基因程序，

在大脑中枢的调控下，通过周围

神经实施对各系统的科学管理。

通过血管保障系统实施对各系统

的物质管理。若大脑中枢平衡系

统发生失调，就会启动各种疾病

的发生。平衡针灸利用人体的自

我修复调节平衡原理，给病人良

性信息，使机体恢复到新的平衡

状态。这个平衡针灸的针法就是

北京军区总医院、平衡针灸创始

人王文远教授经过半个世纪理论

和临床研究创立的一门现代针灸

学。从治疗方法上看，王文远教

授创立的三脑（即脑技术、脑理论

和脑文化）理论，是一套科学的研

究方法，是经上万次针感体验总

结出来的针灸方法。

三脑方法促进、加速生命的自

我修复程序。在整个疾病修复过

程中，针灸调节病理、生理及心理，

其中调节心理过程最慢。从生命

科学讲，炎症的形成需要3天，其

修复需要7天，慢性炎症修复需3

周～3月。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修

复需要3年以上，像医学上比较棘

手的慢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

修复需要3年，因为主要涵盖了心

理的修复和生理的升级。也正是

因此，有病况严重的患者会坚持很

长时间做针灸治疗，身体心理精

神得到修复与改善，病人最终才

能走向康复。香港著名针灸医师

李进发就是师承王文远教授，在

香港受到疾病患者广泛的欢迎。

平衡针灸重在平衡，不仅指平

衡自己身体及心理状态，通过身心

平衡把握工作生活，从而创造平衡

人生、平衡家庭。香港市民认可称

赞平衡针灸，不仅指平衡针灸疗效

好、方式简易不留痕迹，让工作节

奏忙快的人们便于接受，更因为对

于大众消费的市民而言，接受平衡

针灸治疗的代价廉平，减轻患者经

济压力，更有利于大众保持平衡的

生活状态。

□ 黄大可

热管是一种高效传热器件，

其传热率是紫铜的281倍，热管

利用热传导原理与相变介质的高

效传热性，将热源的热量迅速传

递到热源以外进行冷却，而冷却

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冷凝端的散热

翅片的对流换热。依靠重力完成

液态工质回流的热管称重力热

管，又称两相闭式热虹吸管。

一款设计合理性能良好的热

管散热器，主要包括：受热段也称

蒸发器，由散热基板与热管结合

而成；绝热段，即不吸热也不放热

没有热量交换；以及放热段或冷

凝器，由密集的散热翅片构成散

热器。热管散热器分为风冷型和

自冷型，使用中的结构和功能配

置区别较大，这里重点介绍自冷

型热管散热器。

为配合大功率电力半导体器

件的工作，必须解决其耗散功率

发热的有效散热问题，随着现代

电力工业的发展，大型超大型发

电励磁系统数千安培的强大出

力，导致功率整流器的功率密度

和热流密度也超高，按照传统设

计只有强化风冷散热能力，又受

到风冷系统运行可靠性、可维护

性的制约，无奈只能增加冗余储

备，反而更增加了故障率和维护

工作量，甚至需要特别的环境保

障系统辅助，更增加了系统的复

杂性和运行维护成本，还与绿色

节能环保的要求相悖，拉低了励

磁系统的综合性能及能效比，特

别是安全可靠性。

可以说传统强迫风冷散热方

式遭遇到性能瓶颈和应用障碍，

解决的思路就是另辟蹊径探索采

用自然冷却散热，彻底摒弃强迫

风冷的既有思路和设计模式，开

创大功率条件下自冷散热的全新

模式。实现励磁系统全自冷散热

的必要条件：热源发热功耗的控

制优化，即器件选型；高效自冷散

热器的选配；整流器自冷散热的

结构功能设计；系统整体的热平

衡设计和成组配套等几个环节。

其中，现代电力电子技术为我们

提供了很大的器件选择范围，选

择低功耗高出力的电力半导体器

件已不成问题。而选择什么样的

自冷型散热器就成为自冷散热方

式成败的关键，传统铜铝材、铝型

材散热器传热率较低并不适于自

冷应用。可喜的是国产某自冷型

重力热管散热器，专为平板型功

率电子器件而开发，具有较高的

传热率、较小的热阻（0.14～

0.04 K/W），自冷条件下已达到

中 低 端 风 冷 散 热 器 的 水 平

（0.12～0.048 K/W），应用中还

配备了“增强风冷”散热功能，为

装置在异常工况下提供加倍的

输出能力，增加了系统的应急后

备容量，创新了系统双工运行模

式，在不增加常态运行负担的同

时全面提升系统应对复杂工况

的可用性。

新型自冷热管散热器符合传

热学原理的功能结构，整体均衡

的消除瓶颈限制的轻量化设计，

实现高效自然对流冷却，以及满

足不同规格半导体器件电热性能

的保障技术，可以在一定的参数

范围内构成强迫风冷散热的升级

替代方案，完全满足发电机励磁

系统规模容量的需要，彻底颠覆

传统强迫风冷散热的落后方式，

取得了工程上可靠性、可监测性

和可维护性等理想的应用效果。

突出的自冷散热能力完全可以覆

盖应用于大部分励磁功率输出，

包括1000A～11000A的额定励

磁电流范围，并同时满足1.1倍

最大连续电流运行，以及N-1或

N-2条件的要求。

以此高效热管散热器为基

础，展开全自冷大功率整流器的

研发设计，整合由器件到应用的

关键技术，不但在元器件环节，也

在装置结构、整体配置、环境协调

和功能完善等方面全面优化。在

国产大型发电机组励磁系统，实

现完全自冷化的应用模式，是提

升励磁系统性能品质，实现智能

化、高可靠、高效率、免维护和绿

色节能的中国方案，代表着新一

代励磁系统的发展方向。更是促

进行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整

体超越，引领中国励磁高端制造

和先进应用的关键核心技术。

另 辟 蹊 径 全 面 优 化
励磁系统大功率整流器创新了系统双工运行

模式，全面提升应对复杂工况的可用性

□ 陈 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

放40年，也是实践科教兴国这一重要

战略的40年。没有科学和教育的大

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

步。展望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图伟业，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科

教兴国的康庄大道。湖南大学物理与

微电子科学学院副院长陈克求教授多

年来一直工作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

在科研中，他笃行慎思，积极创新，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教学中，他厚

积薄发，坚持理论知识和科研实践相

结合，为无数的学子们做出了立志献身

科研事业的榜样，成为行业内杰出的

名师。

专注科研 硕果累累

陈克求于2001年在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

～2003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凝聚态

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3年，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有机

固体重点实验室工作，任副研究员；

2005年至今，在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

子科学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多年科研教学中，陈克求以他

的博学多才赢得了学生的敬佩。虽然

致力科研事业，但是，陈克求自幼就对

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史子集，

他都有所涉猎。丰富的科研知识和经

史知识，使他对教学游刃有余。经典

的科研和经史巧妙的结合，严谨求实

的治学态度，使他和学生度过了一个

又一个快乐而又充满情趣的课堂。作

为物理学博士点凝聚态物理方向学术

带头人，陈克求还是湖南省物理学重

点学科凝聚态物理方向学术带头人、物

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副院长。在众多

的科研领域中，他主要从事物理教学与

科研工作，以纳米结构和器件中的热输

运理论与热纳米器件的计算设计、分子

电子学理论研究与分子器件的计算设

计、微纳器件的光传输机理及新型热

电、光电功能器件的计算设计、各类生

活垃圾与医废热解焚化原理研究与相

关装备理论设计为研究方向。

自从2005年从中国科学院调入

湖南大学应用物理系任教授，陈克求

在科学研究方面总是勇担重任。随着

理论教学与科研实践教学的深入研

究，他在纳米体系的输运理论和纳米

器件的计算设计方面收获颇丰，并在

国际有影响的SCI源刊上发表了260

余篇学术论文。要想有一番作为，在

科研事业上取得非同寻常的成就，就

要拥有一颗清净之心，一颗有为之心，

并能够持之以恒，这样才能做真学问，

成为思想和智慧高尚的名师。

为了在物理教学及研究方面取得

长足的进展，陈克求正是抱着一颗“清

净”之心，踏踏实实地开展自己的科研

工作。陈克求明白，在实际的科研教

学中，还需要长时间积累经验，把自己

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科研实践中

去。为此，他准确把握所研究的科研

领域，以持之以恒的科研精神和高尚

的职业操守，投入到科研事业中。通过

努力，他在半导体纳米器件电子输运和

热输运机理研究和计算设计方面的系

列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倾情教学 为人师表

科教兴国的事业不是一蹴而就

的，必须要发挥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

聪明才智，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为此，

陈克求不仅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兢兢

业业，勤勤恳恳，而且更加重视教育传

承工作。自担任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

子科学学院副院长以来，积极引导学

生找到正确成长方向，加强专业自信、

提升专业认同，把创新教育放在重要

位置，帮助学生全方位成长成才。他

认为，学院应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采用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讨式教学模式，将

科学前沿进展引入课堂；大力增加本

科实验项目，提高学生参与度，进一步

推进本科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科研的乐趣在于奉献。在教学时，

陈克求主讲本科生核心课“量子力学”、

研究生学位课“高等量子力学”、博士研

究生课“介观物理与纳米电子学”等多

门课程。他为人师表，因材施教。将思

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融入课程教学

中，新颖的研究型教学，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对学生学业的热情指导和对他

们生活上的关心，也使学生深受感

动。他的优秀的言行对学生起到了潜

移默化的影响，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陈克求有着极强的事业心、责任

心和踏实、勤奋的工作作风。为了教

好学生，他从自身做起，认真专研教学

理论知识，循序渐进，不断提高教学水

平，为每一次科研教学积极备战。多年

来，陈克求坚守在科研第一线。在从事

科研教学的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培养学

生的兴趣和品德。他认为，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勤奋是最好的桥梁。每当发

现了学生中的可造之材，他就像发现

了奇珍异宝一样，兴奋不已。

在匆匆流逝的岁月中，陈克求撷

取到了美好的果实。他指导的已毕业

的多位博士生中有10余人获湖南大

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突出的教学、

科研业绩，彰显着他不懈的努力。他

先后获湖南大学优秀教师、湖南大学科

研标兵、“湖南大学师德标兵”、湖南省

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等荣誉称号。

科研领域内，陈克求踏踏实实做

学问，认认真真育骄子。笃行慎思，是

他遵循的科研态度；满腹才华，是他奉

献社会的无穷动力；宽严相济，刚柔并

用，是他育人的科研方法。肩负起科

研工作者的责任，带领年轻的学子们

勇攀科学高峰，是陈克求为人师表的

终极目标。

科研无止境，教学有传承。展望未

来，陈克求自当继往开来，不断求索，力

争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科研和教学事业

上赢得双丰收，进而为实现科教兴国的

伟大“中国梦”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 林忠平

地球演变过程中出现人类。人

类智能的提升，使我们能够理解世

界变化的过程。人口剧增、气候变

化和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生物多样

性危机越来越严重。据联合国环境

计划署估计，在未来的20年～30年

之中，地球总生物多样性的 25%将

处于灭绝的危险之中。在1990年～

2020年，因砍伐森林而损失的物种，

可能要占世界物种总数的 5%～

25%，即每年将损失15,000个物种~

50,000个物种，或每天损失40个物

种～140个物种。物种受到栖息地的

丧失和退化，污染水排放和疾病的传

播的现象趋于严重，不禁使人想起

Rachel Carson早在1962写的专著：

《寂静的春天》已经引用许多例子，

讲述环境荷尔蒙的污染造成的动

物和人的畸变。

地球上的生命是碳素生命，其中

碳元素的新陈代谢是生命活力的由

来。在有水的存在下，绿色生命通过

光合作用去捕获太阳的光能，促进地

球碳、氮、磷等多元素的循环。绿叶、

花朵、果实的形成是地球有机成分形

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绿色植物释

放出的氧气是人和动物的生存必不可

缺的。地球资源的研发须要人类的智

慧。但是所有这些物质循环的基础就

是绿水青山。

所以保护绿色的自然生态是非

常重要的。有时候见到环卫人员在

清除路边的小草，笔者多次劝他们不

要拔掉路边的绿草。这些卑微的生

命在艰辛的条件下把根部扎下土地

的深处，去降解人类活动产生的污

物，静悄悄地去捕获光能和释放氧

气。笔者在北大的课题组讲解大力

深入研究植物适应不良环境的功能；

去探寻植物抵抗逆境的内在因素；去

克隆植物抗旱、抗寒、抗盐碱的基因；

去沙漠、盐碱滩，从稀有的抗逆性很

强的野生物种中获得珍稀的基因资

源。后来深入研究与这些抗逆植物

伴生的微生物有很好抗逆功效，研究

植物的内生菌成为我们研究的重

点。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深入

理解了任何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保持物种的多

样性，有了绿水青山就有了物种的多

样性，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生物资源就

有了保护的条件。

近期，我们为农服务方面在企业

的合作下有两个目标：一是做农作物

菌肥的研发，依据不同植物及其生长

发育过程的需求，做出专用的菌肥。

利用特色微生物去生产某类作物所需

要的营养成分。二是从引进的特色，

作适当改良和选育。经过田间试验，

而后由生产部门扩大繁育。如果发生

品种的退化，我们也会探寻其衰退的

原因，加以改进。

在上述过程的深入探索中，我们

发现生物种群内部有着信息的沟通，

在物种之间也会有信息的传递。物

种间既有竞争的关系，也有互利互

惠，乃至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使我们

逐渐进入生物信息学的研究。生命

运动包含种群内外的信息沟通，人和

生物个体内部还有不同基因之间相

互作用，基因的功能研究中，认识到

基因内部有其功能的调控，不同基因

之间也有精细的协调，于是深入到基

因组学的研究……所以要有宏观的

研究，也要有微观的洞察，了解了这

些情节之后，逐渐形成了做事要有

“多思”的情感。

老一辈告诉我们：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如今，我们是瓜和豆都要得

到。今天种的一类植物，过些年必须

更新轮换。青山绿水之间也会是多变

的、多态化的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必然是多态性的。以前有这样的理

念，上帝是造物主。天变，人也要跟

着变。如今，我们要理解天体和地球

之间的变化，科学地了解多样化的自

然变化的规律。种庄稼不仅是卖苦

力，除了理解春夏秋冬的季节变换之

外，还要有品种更新、基因改良等科

学的路子要一步一步朝前走。只有

不畏艰辛的人才会攀上科学的高峰，

因为人类的需求也是在不断变化和

提升的。

我们工作的目标不仅是在于发

表一些论文，更多的精力是同一些企

业沟通与合作。许多研究项目是研

究生们在努力进行的，此外还得想到

如何把其中的科学内含传承给更年

轻的一代。因为我们的期望是更加

幸福美好的明天，也正因为这样，我

们乐意去做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

部给的任务，做青少年科技辅导，希

望青少年们有更多的才华走向美好

的明天。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

在工作一线实现科研教学双丰收
——记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副院长陈克求教授

以科学精神维护绿色生态

平衡针灸理论 平衡您的健康

上海上海：：助推助推““夜经济夜经济””
绽放新活绽放新活力力

从6月初开始，随着上海首届夜生

活节启动，上海市的多处地标性夜生活

集聚区从主题、氛围、业态、艺术文化、社

群活动和社交互动等层面进行了升级，

助推上海“夜经济”绽放新活力。图为游

客在上海市静安寺附近的安义夜巷享受

夜晚休闲时光。

新华社记者 陈 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