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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上午，有同学看到李鹏
“上了导师张建雨的车”。当天下午，上
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发生爆炸，李鹏和
另外两个人在事故中身亡。

至于李鹏经历了什么，尚待警方调
查。但其家属怀疑，李鹏可能被导师要
求进行了一次中试放大实验。

他们的信源来自李鹏的同学——
这位同学接受警方调查时，听警方说起
了事发经过。当时在事发现场，除了李
鹏之外，还有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的
三位工人，其中一个工人中途因嫌气味
太大，出门透口气而躲过一劫。

这位同学转述工人的说法：现场有
3个装有化学试剂的桶，每个桶重20公
斤，每个人负责一个桶，下面加热，上面
搅拌，在搅拌的过程中，爆炸发生。

但此说法尚未得到上海警方证实。
据公开资料，所谓中试放大是指在

实验室小规模生产工艺路线打通后，采
用该工艺在模拟工业化生产的条件下
所进行的工艺研究，以验证放大生产后
原工艺的可行性，保证研发和生产时工
艺的一致性。

李鹏的上述同学介绍，在实验室进
行的实验都是几克级，如果20公斤一说
属实的话，那就放大了成百上千倍，危
险系数也就相应地增加。

“研究生没有做这种实验的必要”，
上述同学说，除非导师要求，研究生一
般是不会去做中试的，因为实验室的数
据足够发表论文。

李鹏的姐夫认为导师对此次事故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到了事发现
场，发现事发工厂和一般作坊相差无
几，设施非常简陋，而且没有看见有安
全保护装置。

“导师对这种实验的危险性肯定是
清楚的，他为什么没有在现场指导？工
厂的安全措施在哪里？”李鹏的姐夫说。

5月27日晚，华东理工大学通过其
官方微博通报称：对李鹏的不幸遇难，
学校深感痛心，并已成立工作组，做好
学生家属的慰问、接待和服务工作，积
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

5月28日下午，华东理工大学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称，2007年，学校曾下发
《教师校外兼职活动的暂行规定》的通
知，不允许教师在校外企业进行实质性
兼职，个人也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

上述负责人表示，学校和学院并不
知道张建雨在校外开办或者参股企业，
他的工厂和学校没有关系。“张建雨责
任的认定要等待工作组最后的调查结
果，如果他确实有违法违纪的情况，学
校绝对不包庇。”

事发当晚10时许，李鹏的姐夫跟张
建雨有过一次对话。此前，听闻妻弟出
事的消息后，他和老婆轮流拨打李鹏导
师张建雨的手机。

“出事了”，张建雨告诉李鹏的家
人。

“到底出什么事了？”李鹏的姐夫急
切地问。“这个事纯属意外”，张建雨回
答。随后，张建雨表示他在派出所不方
便，然后挂断了电话。

5月24日 9时许，李鹏亲友陆续赶
往上海。5月26日下午5时，李鹏亲友
一行14人在上海青浦区殡仪馆看到李
鹏尸体时，14人均表示不是李鹏，看起
来是位老年人。有人曾拿出三人照片
给李鹏家属辨认，但家属称，看起来都
不像。“所长之前说尸体是残缺的，但为
什么现在看到是完整的呢？”李鹏家人
怀疑尸体被美容处理过。

据知情人透露，李鹏家属要求必须
有市级的司法机关认证机构做尸检，并
公布尸检报告，要求做DNA鉴定；必须
出具市级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张建雨家
人代表道歉，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
责任；要求校方领导出席李鹏追悼会，
并追认李鹏优秀学生等荣誉；要求校方
赔偿各类损失共853.92万元。 （综合）

危险的“实验”

华东理工研究生命丧导师参股工厂
这起爆炸事故共造成3人遇难；家属质疑导师违规开厂并安排“违规实验”；涉事教师已被刑拘

李鹏是华东理工大学研二
的学生，几天前，他在上海一家
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
此次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

据上海媒体报道：5月23日
下午，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
发生爆炸，事故共造成近200平
方米的彩钢板坍塌，事故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调查发现，李鹏的导
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的股
份。李鹏家人及同学介绍，张
建雨在上海、浙江等地投资有
多家工厂，之前，他曾多次安排
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
或实习。

李鹏的家人及同学质疑，
张建雨涉嫌安排李鹏进行中试
放大实验，这或是导致事发的
原因。

李鹏的同学介绍，中试放
大实验是实验室成果走向工业
化生产的一个必需步骤，但其
危险程度远高于在实验室中操
作的实验，一般而言，如果没有
老师指导，研究生不能独立承
担此项实验。

5月28日下午，华东理工大
学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称，张建
雨已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学
校正在配合政府部门开展调
查。

她告诉记者，2007 年，学校
便明确规定，教师不允许在校
外企业进行实质性兼职，个人
也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张
建雨做这种事情，是瞒着学校
和学院的。张建雨责任的认定
要等待工作组最后的调查结
果，如果他确实有违法违纪的
情况，学校绝对不包庇。”

李鹏的家人及同学

张建雨涉嫌安排
李鹏进行中试放
大实验，或是导
致事发的原因

张建雨曾多次安
排学生在他投资
的工厂进行商业
研究或实习

张建雨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1997年进入华东理工大学任教

在上海至少参股两家企
业，其中包括事发的上
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

还参与了浙
江一家企业
的运营

中试放大实验是实验
室成果走向工业化生产的
一个必需步骤，但其危险程
度远高于在实验室中操作
的实验，一般而言，如果没
有老师指导，研究生不能独
立承担此项实验。

李鹏
华东理工大学研二的学生

在华东理工大学一位学生
看来，张建雨“更像一个商人，
不太关注学生的利益”。他上
过张建雨的课，对其多有了解。

官方资料显示，张建雨现
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现年 55 岁，1997
年进入华东理工大学任教至
今。记者调查显示，张建雨在
上海至少参股两家企业，其中
包括事发的上海焦耳蜡业有限
公司。同时，张建雨还参与了
浙江一家企业的运营。

工商资料显示，2015 年 6

月30日之前，张建雨是这家公
司的法人。上述时间后，这家
企业的法人变更为张建军。多
方信源显示，张建军是张建雨
的哥哥。

多位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
介绍，“他投入很多精力在企业
上”，和学院的其他老师相比，
张建雨发表的论文较少。对自
己带的学生，也不像其他老师
那样上心。

一位同学说，张建雨给学
生开的工资或者补助比较低。

因为要帮助老师做项目或

者完成课题，研究生一般都会
从导师处领取到每月300元到
500元不等的补助，“张建雨一
般给 300 元，比其他导师都少
一些”。

李鹏有一次告诉同学，有
客户到张建雨的企业洽谈业
务，张建雨让李鹏帮忙接待，并
陪同吃午饭。当天的花销是李
鹏自己掏的，张建雨说要报销，
但这笔钱一直没能兑现。

李鹏没有将这些烦恼告诉
父母，在每个星期和母亲的通
话中，李鹏只是说自己太忙，每

天都要做实验，“几乎连洗衣服
的时间都没有”。这位身高将
近一米八的男孩告诉母亲，因
为没有时间，他辞掉了一份家
教——此前为了勤工俭学，他
找了两份家教的工作。

李鹏的姐夫介绍，从前年
来到上海读研究生之后，李鹏
便开始在外面兼职赚钱——家
中因为翻修房子，以及父母身
体不好，至今还欠有外债，从今
年开始，“他便没再从家里要
钱，在上海的所有开销都是他
自己赚的”。

商人和导师

25岁的李鹏出生于河南省
周口市鹿邑县的乡村。一直喜
欢化学的他高考时考入郑州轻
工业学院，后来到华东理工读
研。

从 今 年 初 开 始 ，李 鹏 便
开始为论文而苦恼，他希望
能尽早完成毕业所需的论文
指标——据其同学介绍，按照
华东理工大学的相关规定，硕
士毕业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
表一篇论文。

但据一位与李鹏很要好的
同学介绍，他的导师张建雨不
让他发表论文。

上述同学说，几个月前，李
鹏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他在
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找到
一种新的配方，这种配方能使
某种现有相变材料的储能得到
提升。

相变材料是李鹏研究的主
要对象，它是指一种随温度变
化而改变物质状态并能提供潜
热的物质。

李鹏在学校实验室验证了
自己的发现。据其同学介绍，
李鹏这样的研究发现，已经够
得上核心期刊的发表标准，但
是大家一直没能看见李鹏的成

果。
这之后的一天，几位与李

鹏关系密切的同学发现，李鹏
的情绪非常沮丧。他告诉同
学，导师让他暂时不要发表（论
文）。

“这实在太意外了”，这位
同学说，一般而言，导师都会鼓
励学生多出成果，“阻拦”学生
发表论文的老师并不多见。

上述同学分析，导师张建
雨之所以不让李鹏发表论文，
或许是担心成果公布后，大家
都知道这一配方，他的企业也
就丧失了先发优势，“张建雨不

是不许李鹏发表论文，而是希
望其延后发表——在此之前，
他希望先在自己的企业实现工
业化生产”。

李鹏的父母也听到了儿子
关于论文的“抱怨”。一天，李
鹏给母亲打电话，告知其不能
发表论文的苦恼：“老师让我别
写，但是我如果没有发表论文，
肯定不能毕业。”

“老师怎么说的？”母亲问。
“他让我别担心，保证我能

毕业”。李鹏回答。
“那老师说啥就是啥。”李

鹏的父母让儿子听导师的。

为论文而苦恼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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