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学术内容抄袭 

 

杜论文的致谢 



 

2016 年毕业南昌大学第二附院另外一篇硕士论文的致谢。杜云飞连自己是

2011 年入学（学号 T1041120119038）都忘记了，把前面的“三年”两个字删

除了，但顾头不顾腚，却留下后面的“三年“读个硕士七年才勉强毕业，还是通

过造假才获得的。但是毕业后，摇身一变，成了主任医师，成了双高人才，骗取

人才引进费用。 

学术内容抄袭 

 

总体而言，杜云飞学位论文主要涉及抄袭别人论文中的 HE 染色图，实验

根本没做，数据完全编造(编到违反基本常识的程度）。作为医学硕士学术论文，

整篇论文缺失关键实验方法描述，论文中也没有任何能反映做实验的场景图像,

缺少关键的 WB 蛋白免疫印迹条带图，缺少血气分析，缺少免疫组化分析、缺

少 TuNEL 法测定海马神经元凋谢的荧光图等等，该有的内容都没有，这样如此

低劣的硕士论文是怎么通过外审和答辩的？具体关键问题有： 

第一、剽窃抄袭他人的海马组织 HE 染色图。 



 

杜云飞论文的 P14 页的图 3 剽窃抄袭了石磊的硕士论文《重度控制性低血压时

程对大鼠生存率和海马区 HSP70 和 Cox-2 的影响》P28 页的 HE 染色图，中南

大学，时间是 2009 年。各个子图放大单独拿出来对比情况如下： 

 

 

石磊论文 B1 组 50mmhg 0.5H         杜论文的 C 组 



 

石磊论文 B2 组 50mmhg 1H           杜论文 CH1 

 

石磊论文 B2 组 30mmhg 1H         杜论文 CH2 

 

石磊论文 B2 组 25mmhg 0.5H        杜论文 CH3 

因为杜云飞论文中的分组少，所以从石论文中挑了 4 张图像。从上面的

HE 染色图可以肉用眼就可以看出来，存在抄袭剽窃现象，都不需要动用

Pubpeer.com 网站那样的专门的图像查重软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两篇论文

所用的HE染色图片完全相同。杜论文的图像清晰度比较差，感觉上更模糊一些，

图像四周的边缘比原图少了一丁点，这都是人工截图留下来的痕迹。杜论文抄袭

了别人的 HE 染色图像，正是这张图的抄袭，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做过实验。脑组



织的 HE 染色图像非常简单，没什么难度。杜某连这张图像上都要抄袭，这反映

了他根本就没有做过 HE 染色实验，更不要说后面稍微有点复杂的 AB 和 Tau 蛋

白含量测定实验了，因为海马组织采样是同步进行的，没有 HE 染色，自然没有

做后面的实验。所以这张图的抄袭，与众多医学论文一样，直接能反映其硕士学

位论文所有的实验数据不足以为信。因为先有图，后有数据，图都是假的，哪里

来的真实数据。 

 

第二、实验数据结论违反常识。    

 

杜论文在第 P8 页压降 60%的情况下（CH3 分组），居然说没有任何老鼠死亡，

还说各项指标在正常范围内，可是没有在论文中看到任何血气分析的数据。而根

据湖南大学石某论文 P14-P15 页的数据，C2 组在做完降压实验后（与杜论文的

实验条件一样），生存率仅为 38%。死亡率超过了一半。降压时间少点的 C1

组好点，生存率为 67%。对于降压更为严重中 D2 组，则死亡率为 100%，石论

文提供了详细的血气分析。表明严重的深度降压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老鼠较为严重

的死亡。而杜论文什么都没有，一句“各项指标基本维持在正常范围内”。却没

有给出任何血气分析数据。 



 

        石论文报告在类似的压降条件下有大量老鼠死亡，最严重的情况下，压降

保持时间经过与杜论文相同的 1h 保持时间，全部老鼠都死亡了。 

根据上述情况来看，两论文在动物死亡率方面的报告的数据相差甚大，而

实验条件基本相同。根据常识，血压降低到 55mmHg-65mmHg 以下就将对人

体或者 SD 大鼠有较大伤害，而当血压降低到 25mmhg-35mmHg 产生极大损

害，SD 大鼠出现死亡可能性极高，而杜论文 CH3 组压降 60%，换算过来大概

就是 20-30mmHg 的样子，杜论文却报告 SD 大鼠无死亡，违背常理。从另外

一个方面说明其论文数据是杜撰和胡编的。下面列出 4 篇关于控制性降低血压的

其它相关文献，他们的研究工作均表明：大幅度降压后，将导致 SD 大鼠的死亡。

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第一篇陈英发表的论文，陈英是杜云飞导师所带学生，他

论文中研究的内容实是安全的 50mmHg 压降情况下, 时间 6h, 即便在如此高的

安全血压下，都报告了的大鼠死亡情况，更别说是 20-30mmHg 这种极低的血

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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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文质量低劣，实验数据缺乏任何有效的支撑材料。作为一篇

医学论文，实验根本没做，数据完全编造。缺少关键的 WB 蛋白免疫

印迹条带图，缺少血气分析，缺少免疫组化分析、缺少 TuNEL 法测定

海马神经元凋谢的荧光图等等，该有的内容都没有。咋通过外审和答

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