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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里 的 塑 料 太 多 了 ，都 插 不 进 秧 苗

了！”时隔多年，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

学院王正祥教授还记得在西部地区调研

时，残留在地里的农用薄膜成了棉农的心

病。为此，他用近 13 年研发出第四代乳酸

单体制造技术，将填补国内可降解材料产

业链条空缺，解除我国聚乳酸加工产业对

国外的依赖。

从事工业微生物育种和工业酶制剂研

究 20 余年，王正祥在重大淀粉酶品、功能糖

关键酶制剂、功能糖规模化制造技术创新

与应用、乳酸单体绿色制造等方面做出了

杰出贡献，前不久被评为“2020 年全国先进

工作者”。王正祥说：“我的研究只认定一

个方向，必须有利于国家发展、人才培养和

人民健康。”

在未知道路上摸索，
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

广泛使用的日用包装材料和农用地膜

以石油基为原料，填埋难以降解，焚烧污染

大气，想要根治白色污染，用可降解材料替

代是一大方向。而以聚乳酸为原料生产可

降解塑料的技术被西方国家垄断，成本居

高不下，难以推广。

2007 年，王正祥开始立项，想要以聚合

级乳酸单体高产新菌种和发酵生产新工艺

为突破点，生产出代替不可降解塑料的新

型材料。王正祥认为，白色污染是必须解

决的问题，中国要建立生物可降解全产业

链，解决乳酸单体原料的规模化高效制造

难题，才不会受制于人。

在未知的道路上摸索，王正祥几乎投

入了全部精力。实验要从微生物资源选择

与积累开始，每一步都充满艰辛。2011 年，

他的团队终于找到可以满足全系列聚乳酸

材料加工要求的第四代乳酸单体制造技

术，“利用这一技术生产的薄膜，使用后 6 月

会自动降解为肥料。”2012 年，这项技术被

授予发明专利，2015 年，进一步提升后的相

关技术被授予中国发明专利和国际发明

专利。

技术问世后，王正祥没有急于推向市

场，他继续坐着冷板凳，一步步解决原料供

给、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生产工程的自动化

与智能化等问题。2019 年 12 月，国内化工

企业万华化学集团在调研后，选择了王正

祥的技术。目前，项目正在有序实施中。

选定方向，然后脚踏
实地研究下去

1981 年，17 岁的王正祥成为他所在高

中班级唯一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时，他

又以年级第二名的成绩在毕业典礼上发

言 。 即 使 这 样 ，王 正 祥 并 不 觉 得 自 己 是

“学霸”，他认为考得好全靠下“笨功夫”。

“先把书背下来，慢慢地不懂的会懂，会

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架构。”1986 年，

王正祥考取研究生，从此与工业发酵结缘，

以微生物为研究对象，至今未变。“我的方法

就是选定方向然后脚踏实地。”王正祥说。

他坚持慢工出细活。看文献时，他会

站在作者角度重新推演一遍；用 6 年多时

间，和导师合作编写出后来成为经典实验

用书的《工业微生物实验技术手册》；做博

士后期间，导师发现他常能将别人已经失

败的实验做成功，这靠的也是王正祥的“笨

功夫”。为了增加做实验时手的稳定性和

灵巧性，用手指夹砖块、平举拎水等成了他

常做的练习。

2002 年，王正祥放弃了国外的工作机

会，将目光锁定在工业菌种与工业酶制剂

领域。

工业酶制剂被喻为生物制造工业发动

机，决定了相关工业的发展水平。而我国功

能性低聚糖生物制造酶制剂及其高效制备

技术缺乏，制约了功能性低聚糖产业健康发

展。经过 12 年的努力，通过基因筛选与定

向进化，王正祥获得了应用性能优越的关键

酶分子，创建了功能性低聚糖高效制造的新

技术。

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向
往和热情

除了带硕士和博士，王正祥还承担了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等 3 门本科生课程和

3 门研究生课程。“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有

太多因素分散学生的精力，我要把他们的

注意力找回来。”从“四大发明”到分子进

化，从克隆技术到工业发展，王正祥将深奥

与 通 俗 结 合 ，激 发 学 生 对 科 学 的 向 往 和

热情。

平时，王正祥亲切和蔼，和学生们打成

一片，但每当涉及学术问题，王正祥的较真

劲儿常让学生害怕。有一次研究生论文审

核会议上，王正祥直接指出一篇论文的不

足 ，并 坚 持 论 文 应 继 续 补 充 修 改 ，推 迟

答辩。

每天阅读学生提交的课题进展报告、

为研究生量身定制培养方案、跟每名新学

生单独谈话两小时……不管多忙，王正祥

从不忘关心学生。

2020 级硕博连读研究生王彩喆对和导

师的一次谈话印象深刻。“当时我只想着硕

士毕业后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其实也不知

道自己想干什么。”但王正祥说的“志存高

远”打动了她，也让她记住了要把解决国家

重大需求作为首要任务，真正实现技术创

新，解决技术难题。

志存高远，这是王正祥对学生的教诲，

也是他多年不变的坚持。

上图为王正祥（坐者）在指导研究生做

实验。 资料图片

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正祥——

做学问，要下“笨功夫”
本报记者 朱 虹

从事工业微生物育
种和工业酶制剂研究 20
余年，天津科技大学化工
与材料学院教授王正祥
做学问愿下“笨功夫”、肯
较真，坚持慢工出细活。
王正祥说，他做研究只认
定一个方向，那就是“必
须有利于国家发展、人才
培养和人民健康”。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吴月辉）14 日，国家天文台北京—

亚利桑那巡天（BASS）团队和暗能量光谱巡天（DESI）国际合作项目

团队联合发布最新巨幅宇宙二维天图，为即将开始的新一代宇宙学

红移巡天铺平了道路。

驱动宇宙膨胀的力量被天文学家称为暗能量。通过对宇宙中大

量星系的光谱观测，人们能够准确获得星系的退行速度，也就是红

移，从而获得天体的距离。大规模星系的红移测量能够准确刻画出

宇宙物质的三维分布，精确勾勒出暗能量对宇宙膨胀的影响。

DESI 项目成员、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赵公博介绍：“DESI 被称为

继斯隆光谱巡天之后的第四代宇宙学巡天项目，计划利用 5 年的时

间，获取数千万星系的红移，构建当前最大的三维宇宙，有望揭露暗

能量的神秘面纱。”BASS 巡天项目实际负责人、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

邹虎说：“在开展 DESI 光谱红移巡天之前，研究人员需要获得比以往

面积更大、更深的宇宙二维图像来满足大规模光谱观测的需求。”经

过国家天文台和 DESI 国际合作团队近 200 名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历时 6 年进行联合观测和数据分析，对观测的图像拼接，打造了巨幅

宇宙二维地图。该宇宙二维地图覆盖了两万平方度的天空，约为全

天球面积的一半，容纳了 10 万亿数码像素，包含了 20 亿天体。在构

建的巨幅宇宙二维地图中，国家天文台联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开展

的北京—亚利桑那巡天贡献了北半球的星空。

巨幅宇宙二维天图发布

本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施芳）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

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首次

发现金中都外城护城河、城墙、马面、顺城街道路等外城城墙体系，实

证了金中都城的建制沿革。

2019 年—2020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首

次对金中都外城城墙开展考古发掘。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外城城墙

的保存状况、形制结构，首次确认了护城河、城墙的宽度及营建方

式。首次完整揭露了 1 处金中都外城墙的马面遗迹。

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成果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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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月 14日电 （记者鲜敢）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获

悉：截至 2020 年底，西藏自治区已建成行政村文艺演出队 5492 支，实

现了全区所有行政村文艺演出队全覆盖，加上先后批准成立的 76 个

县（区）艺术团，培养基层文艺演职人员近 10 万人。此举有效解决了

西藏专业文艺队伍数量有限、下乡演出辐射面不广、群众看戏需求不

能得到有效满足的问题。

据了解，县（区）艺术团创作人员以脱贫攻坚、勤劳致富等为主

题，创作、改编文艺节目，并通过轮训将表演技巧传授给各村级文艺

演出队。2020 年起，西藏自治区对每个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每年补助

5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演职人员补贴，购置演出服装、演出道具以及

节目创作等。同时，将每年每团演出场次补贴从原来的 20—30 万元

统一提高到 150 万元，有力地改善了县（区）艺术团演员的工作和生

活条件。据统计，2020 年全区 76 个县（区）艺术团和全区 5492 个行

政村文艺演出队开展各类惠民演出 2 万余场。

西藏培养基层文艺演职人员近 10万

■治学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