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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包括 0 和正整数在内的哪些

数字之和？”一见面，崔素平就给记者出

了道数学题。

“4+0、3+1、2+2、2+1+1、1+1+1+
1，情况有 5 种。”记者掰着指头算。“这

就是分拆。”崔素平笑着说。

今年 35 岁的崔素平是青海师范大

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在

研究组合数学的分拆同余和仿 theta 函

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证明

领域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论证方法。

2021 年 10 月，崔素平获得了中国数学

会三大奖之一、第十五届钟家庆数学

奖，同时也是唯一一名来自西部高校的

获奖者。

对崔素平来说，获奖既是荣誉也是

鞭策。在颁奖典礼的直播中，她见到了

许多同辈的佼佼者和仰慕的老前辈。

“他们让我认识到，攀登数学高峰永无

止境，我希望这只是起点。”崔素平说。

数字里蕴藏着无穷奥秘

谈起与数学结缘，崔素平坦言，这

是顺其自然的过程，“数字让我感到亲

切，解决了一个难题，心里就会有种豁

然开朗的轻松感”。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她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数学专业，研究生又考入南开

大学组合数学中心。

崔素平的导师师从组合数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永川。“导师给我讲了

许多陈院士矢志报国、勤奋研究的故

事，告诫我要踏踏实实做研究，为我打

开 了 组 合 数 学 研 究 的 大 门 。”崔 素 平

回忆。

师生俩年龄相仿、亦师亦友，平日

里常一边散步一边探讨研究思路，“遇

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干脆就停在路边讨

论”。崔素平说，导师的教导也影响了

自己对待学生的态度，“要合理适度引

导，让学生自由发展”。

分拆同余式是一项组合数学问题，

其研究主要包括提出猜想和证明两个

方面，是数学界的研究热点。“这就像是

一种数学游戏，只要有猜想，就会有证

明。”崔素平回忆，有一次，导师给她传

来一篇关于分拆同余式的论文，“我一

看就入了迷。”

崔素平发觉，数字里蕴藏着无穷的

奥秘，“从 1 到 9，这几个数字中总结出

来的规律可能适用于全部数字”，猜想、

证明、推翻、二次猜想、发现规律……这

个过程令她着迷。

研究生期间，崔素平用函数的方法

证明了一个分拆同余式，第一次公开发

表论文，文章登上了国际数学期刊《应

用数学进展》。

“数学鼓励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崔

素平认为，研究数学就像走迷宫，也许

到达出口的路径有很多，关键在于找到

最巧妙的那一条，数学的魅力和吸引力

就在于此。

做科研需要一张
“安静的书桌”

走在校园里，如果不认识崔素平，

很容易误认为她是一名学生——背着

双肩包，留着过肩发，走路蹦蹦跳跳，不

时有同学亲切地喊她“崔”。

2019 年博士毕业后，崔素平得到

了来青海师范大学工作的机会。起初，

她有点犹豫：放心不下在家乡的丈夫和

1 岁多的孩子，担心自己能否适应青海

的高原气候……最终，崔素平被青海的

学术氛围打动，选择到这里工作。

刚来时，她发觉东西部地区在科研

基础设施上有一定差距，一些先进的计

算设备难以配备。这些年来，她越来越

感受到，西部地区的科研环境正在逐渐

优化，“在西部高校做研究的优势之一

便是人才政策，在职称评定、科研资金、

奖金待遇等方面会有相应扶持。”

此外，良好的科研氛围也吸引着

她。“对数学研究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一

张安静的书桌更重要。”崔素平希望，将

来有更多学者来到西部、建设西部，在

这里领略科研之美。

如今，崔素平与导师保持着良好的

联系，每年仍共同合作完成多个课题。

“回头来看，能找到自己擅长又感兴趣

的事业是种幸福。”崔素平说。

有勇气走别人没
走过的路

崔素平认为，自己所做的每项研究

都是在“探索思维能力的极限”。“陈景

润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不在于当下

或者未来有无用处，这种纯粹的思维活

动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崔素

平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不断加固数学

这座“科学大楼”的基座，使其成为其他

学科发展的基础。

做科研需要灵感。“虽然很难，但我

从没想过放弃，我享受‘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惊喜感。”每当研究“卡壳”，崔素

平就会找朋友聊天，“一个人埋头做研

究，可能形成思维定式，这时候需要倾

听新的想法，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近，崔素平计划申请成为硕士生

导师，“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思维碰撞可

以形成化学反应，帮助双方共同提高学

术水平。”平日里，她常和学生开玩笑

说：“这儿海拔高，我们的思维水平也要

高。”她认为，认识数字愈深，认识自己

也就愈深，做科研不仅能增长知识，还

可以锻炼思维、增加阅历。

如今，崔素平还在不断拓展自己

的 研 究 方 向 ：研 究 仿 theta 函 数 ，使 之

成为计算分拆同余一个有力的工具。

“要 始 终 对 不同的科研方法保持敏感

和好奇，有勇气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崔

素平说：“在探寻思维极限的路上，愿

做一名长跑者。”

专注组合数学研究、获得钟家庆数学奖，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崔素平——

探寻思维极限，愿做长跑者
本报记者 刘雨瑞

猜想、证明、推翻、二
次猜想、发现规律……在
青海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院副教授崔素平眼中，
数字里蕴藏着无穷奥秘。
今年 35岁的她，在研究组
合数学的分拆同余和仿
theta 函数方面取得了重
要成果，获得 2021年中国
数学会钟家庆数学奖。她
说，在探寻思维极限的路
上，愿做长跑者。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1月 20日电 （记者冯华）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作为我国空间

基础设施重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分辨率多模综合成像卫星 20 日正式投

入使用。

高分多模卫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

础 设 施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2015—2025
年）》中高分辨率综合光学遥感科研卫

星。该星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21 年 12 月 17 日

完成在轨测试总结评审，测试结果表明

卫星状态良好，功能性能正常，达到研制

建设总要求规定的各项工程指标，满足

应用系统需求，具备投入使用条件。

作为中型敏捷遥感卫星公用平台首

发星，该星配置了高分辨率相机、大气同

步校正仪等业务载荷以及激光通信终端

试验载荷，使我国民用卫星获得最高分

辨率影像，实现 1 个全色、8 个多光谱谱

段，最高分辨率 0.5 米，标志我国光学遥

感卫星研制总体水平已进入国际先进行

列。该星实现了 4 个“首次”：首次突破

同目标同轨多角度成像、任意向主动推

扫成像等敏捷成像技术；首次具备我国

民用卫星高分辨率图像地面大气同步观

测数据校正处理的业务化应用能力；首

次在轨实现星—星—地全链路中继数据

传输，大幅提升卫星应急响应能力；首次

实现星上特定区域图像的快速提取与处

理技术在轨应用。在轨运行期间，卫星

实现了新一代中型敏捷遥感卫星公用平

台首飞及各项技术在轨验证，提升我国

高 分 辨 率 敏 捷 成 像 卫 星 研 制 与 应 用

水平。

据了解，利用高分多模卫星 0.5 米分

辨率全色、2 米分辨率多光谱数据产品，

可进一步满足大比例尺国土调查与测

绘、重点区域自然资源遥感监测、灾害风

险与应急监测、农业资源调查、生态环境

精细化监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城市精

细化管理、森林和草原动态监测与评估

等领域对高精度遥感数据的需求。

高分辨率多模综合成像卫星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北京 1月 20日电 （记者刘阳）

20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版权局

在北京联合发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版

权保护集中行动”暨“版权守护计划”。

据 悉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是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独家

全媒体持权转播机构。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总经理室有关负责人发布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版权守护计划”。总台将以更快

的响应和处置速度应对盗版，以更好的

方法和措施维护总台及各持权转播机构

的版权权益，以更强的力度通过行政执

法和法律诉讼坚决打击侵权行为，以更

诚挚的合作精神团结广大媒体机构，向

世界人民展现我国切实维护奥运版权的

良好国际形象。

北京冬奥会“版权保护集中行动”暨“版权守护计划”发布

本报北京 1月 20日电 （记者贺勇）

日前，京沪两地青少年分别在位于北京

东城区和上海黄浦区的《新青年》编辑部

旧址参加对话直播活动，双方畅谈现场

感受、共同诵读《青年杂志》（后改名《新

青 年》）第 一 卷 第 一 号 发 刊 词《敬 告 青

年》，并分别与两地党史专家进行隔空对

话，感悟党的百年历史。

《新青年》由陈独秀于 1915 年 9 月在

上海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917 年，《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

京，成为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

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刊物。 1923
年 6 月，它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理论刊

物。两地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都是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

创建的重要场所。北京东城区委宣传部

和上海黄浦区委宣传部共同策划了此次

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活动形成南北两地革命活动旧址、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之间的联动，有助于激

励青少年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

文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打色”。

南北《新青年》旧址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圆圆

■科技自立自强
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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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素平在上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