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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人物名片

除多：2003 年 3 月毕业于中

国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获 理 学 博

士 学 位 ，为 回 藏 工 作 的 西 藏 自

治区气象局第一位博士。目前

在西藏自治区气象局高原大气

环境科学研究所工作。除多先

后 主 持 了 国 家 自 然 基 金 项 目 、

西藏自治区重点项目，出版 4 部

专著，发表 80 多篇论文。获西

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

从遥感数据到估算方法，从草地生物量

到检测雪灾，除多的科研不仅关乎“求真”，更

关乎“致用”。作为西藏本土成长的科学家，

除多对科研的热爱，因服务家乡的发展而意

义深远。

求真，是致用的基础。庞大的根系，才能

支撑参天大树。正是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数据

积累基础上，除多才能优化出一套适合西藏

的遥感观测方法，为保护青藏高原提供科学

支持。求真致用，让科研行稳致远。除多研

究之路的几次转折，都和西藏发展的实际需

求有关，都是区域发展亟待破解的课题。锚

定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推动科研探索的步

伐持续前进。

探索真理和服务高原，在除多身上是融

为一体的。在两种动力的交织作用下，他在观

测高原气象道路上走了 20多年，乐在其中、坚持

不懈……

求真致用，让科研行稳致远

上图：除多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右图：除多在野外科考。 资料照片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见到除多，他脸上还带着疲惫。作为西

藏自治区气象局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他刚经历了一趟漫长的旅行：历时

12 天，行程 5800 多公里，一路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

通过地面观测，对照卫星遥感采集的信

息，他可以判断积雪、草地变化等情况。窗

外阳光灿烂，几簇云朵浮在湛蓝的天空之

上。这片天空，除多望了数十年。人们视为

风景的天空，在除多眼里，关系着高原无数

人的生活。

“想做科研，但是底子
太薄了”

除 多 出 生 在 西 藏 自 治 区 日 喀 则 白 朗

县。17 岁那年，他从江孜中学考上了当时的

南京气象学院，主修大气探测专业，是当年

县里唯一上大学的学生。南京求学期间，除

多只回了一次家，就为节省路费。

毕业后，除多回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气

象台工作。那时，每天的工作就是接收卫星

云图，处理图像，提供给预报部门。“当时觉

得学以致用，还挺满足。”除多回忆说。

上世纪 90 年代初，西藏开展一江两河

（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年楚河、拉萨河）流域

综合开发建设，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和中国科

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共同合作项目，利用卫

星遥感技术，分析开发建设成效。

除 多 整 日 和 中 科 院 的 老 师 们 待 在 一

起。他与遥感所的专家对中部流域 18 个县

市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生活和交通条件

非常艰苦，跟着专家们，除多走进山谷丛林，

完成了 6 万多平方公里的调查。

夏天的高原，天气不算炎热，阳光却炽

烈，晒伤是常事。在老师们身上，他感受到

自身知识的不足。自己看不懂的遥感图片，

老师一眼就能认清；自己不明白的技术原

理，老师三五句话就能讲明白……除多想要

继续深造，“想做科研，但是底子太薄了”。

1997 年，时任西藏自治区农科院院长尼

玛扎西的一个电话，让除多梦想成真：“除

多，咱们现在想送一批西藏的同志去北京参

加培训，你有兴趣吗？”

“当然！”除多立马应下来。1998 年，除

多成功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5 年多的时间，硕博连读，最终获得

博士学位。

“科研是一个长期积累
的过程，15年其实不算长”

2003 年，毕业后回到拉萨，除多成为西

藏 自 治 区 气 象 局 学 成 回 藏 工 作 的 首 位 博

士。回到拉萨，他延续从博士阶段就开始的

研究——利用遥感手段分析拉萨及周边的

土地利用情况。

与这个问题结缘，也是由于 90 年代初开

始的研究项目。在那次考察中，除多积累了

科研数据和野外考察经验。每年考察，他都

要将一江两河地区年度新增的土地利用类

型描绘到航空照片上。结束考察后回到室

内，他还需要把照片上的新增类型逐一录入

电脑。“累得腰酸腿痛。”除多说。

读 博 和 工 作 期 间 ，他 不 断 对 数 据 进 行

更新、补充、完善。待到成果正式出版，距

离开始时已经过去足足 15 年。“科研是一个

长期积累的过程，15 年其实不算长。”他说。

海拔 4200 米，拉萨当雄，放眼望去，广

袤 的 草 原 和 远 处 的 雪 山 相 接 。 因 为 海 拔

高，这里的草长得并不茂密，长短多在一指

左右。

草地是西藏最常见的土地类型和生态

系统。“它们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保护的主

体。”除多说，“草地退化已成为青藏高原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对于草地退化的

情况，不同研究之间分歧较大。”

如何准确观测草地变化？除多将目光

瞄准到天空——他希望通过卫星遥感，观测

青藏高原草地的变化情况。但仅仅依靠遥

感“俯瞰”，很难对地表草地进行准确估算。

“西藏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类型多样，此前的

估算方法无法直接用，需要‘从零开始’。”除

多说。

除多在多地建立起地面观测站，结合实

地观测和遥感观测，重新修正已有的估算方

式。再通过点位实验，估算各项参数指标，

最终建立了一个符合高原实际的有关草地

情况的计算公式。这个公式精确度强，在国

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除多还借助联动遥感和地面观测，拓展

遥感技术范围。“比如植被的覆盖度、地表温

度、土壤湿度等，还建立了遥感监测模型。”

除多说。

“我们需要开展更多、
更深入的研究，提出防灾
减灾对策”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我

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全球气候变暖

影响下，青藏高原的冰冻圈正经历变化——

除多对此充满兴趣：如何深入研究冰冻圈变

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其的影响。

2012 年 ，西 藏 自 治 区 气 象 局 就 制 定 规

划，希望建立长时间的青藏高原积雪数据

集，用于气候变化预测，为第三次青藏高原

大气科学试验提供数据支撑。“我们在相关

领域的研究开展得太少，但这是气象部门的

本职工作之一，我们责无旁贷。”除多说。

个人学术兴趣的变化和工作单位的需

求，共同促使除多开始转变研究兴趣。眼光

聚焦草地之外的冰川积雪，他开始发力青藏

高原冰冻圈研究。

遥感能看到降雪的阴云，但是雪落下是

什么样、积雪有多深，都需要去现场才能了

解。为了更好地研究，他在西藏多地架设了

观测设备，收集雪深等信息。通过天地观测

对比，除多完善现有研究方法，期望对气象

科研做出更多贡献。

跳下车，打开门，走进观测地，积雪足足

有 60 厘米，一脚踩下去，雪几乎到了除多的

膝盖。走到仪器旁，他熟练地打开装置，记

录，把样品保存好。

这里是日喀则市聂拉木县的气象观测

站，也是除多的观测点之一。“我们在这里和

其他全区重点强降雪地区，建了地面自动积

雪观测站。卫星再厉害，也只能反映积雪的

面上情况，雪深等很多关键要素，还得依靠

地面观测。”除多说。

这是除多今年 2 月外出考察时的一幕。

这趟 5800 公里的考察之旅，就是为了观测和

了解今年普降暴雪给当地带来的影响。

在开展冰雪研究的时候，除多脑海里总

是联想起当年的灾害场景，他感到冰雪灾害

研究的担子又重了几分。

除多说，“精密监测是防灾减灾和应对

措施的第一步，是精细服务的前提。我们用

科学的手段来获取灾害发生地的第一手信

息，再来制定决策，采取措施，才能达到防灾

减灾和挽救生命财产的目的。”

从卫星遥感到地面观测，从山地、草地

到积雪，除多既关注天上的风云，也一步一

个脚印地踩在青藏高原的大地上。几十年

的科研工作，他在天地之间，也观察出了一

些气象变迁——

“全球气候变暖，人类在高山冰雪带的

活动日益增多，冰冻圈灾害带来的问题也在

增多。”除多说，“我们需要开展更多、更深入

的研究，提出防灾减灾对策，尤其是针对冰

冻圈灾害的。”

除多：立高山之巅 观高原气象
本报记者 徐驭尧

4 月 14 日上午，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举行记者会，通

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拟审议的法律

草案主要情况，以及近期法律

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情

况。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

绍，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

审议的法律案有 5 件，包括期

货和衍生品法草案、职业教育

法 修 订 草 案 、体 育 法 修 订 草

案、黑土地保护法草案、妇女

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臧 铁 伟 介 绍 ，2021 年 12
月，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二

次审议稿。会后，在中国人大

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共

有 194 名网民提出了 403 条意

见，另收到群众来信 9 封。社

会公众对完善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相关制度，对职业教育给

予必要的扶持和补助，进一步

提 升 职 业 教 育 的 地 位 和 社 会

认可度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优 化 公 司 设 立 和 登 记 程

序、完善公司资本制度和公司

组织机构设置、完善董事责任

…… 在 公 司 法 修 订 草 案 公 开

征求意见期间，社会公众提出

相关意见建议。据了解，2021
年 12 月，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 审 议 了 公 司 法 修 订 草 案 。

会后，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

社会公众意见期间，共有 705
名网民提出了 4943 条意见，另

收到来信 18 封。

“2021 年 12 月，常委会第

三 十 二 次 会 议 审 议 了 常 委 会

议 事 规 则 修 正 草 案 。 会 后 ，

在 中 国 人 大 网 公 开 征 求 社 会

公 众 意 见 期 间 ，共 有 69 名 网

民 提 出 了 111 条 意 见 。”臧 铁

伟 介 绍 了 关 于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议 事 规 则 修 正 草 案 公 开 征

求 意 见 的 情 况 。 据 了 解 ，社

会 公 众 对 会 议 的 召 开 ，议 案

的提出和审议、询问和质询、发言和表决、公布等提出了意

见建议。

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一种宝贵的土地资

源。社会公众十分关注对黑土地的保护，建议完善黑土地保

护法草案的调整范围、加强政府统筹协调、完善黑土地保护措

施、强化监督管理措施、完善法律责任。“2021 年 12 月，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对黑土地保护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后，在

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共有 147 名网民提出了

229 条意见。”臧铁伟说。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工作中，我们高度重视各方面

就加强妇女权益保障提出的意见建议。”臧铁伟介绍，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22 日，法工委在中国人大网公布

妇 女 权 益 保 障 法 修 订 草 案 ，公 开 征 求 社 会 公 众 意 见 ，共 有

85221 名网民提出了 423719 条意见。此外，还收到近 300 封群

众来信。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主要包括：完善教育、就业等各

领域的男女平等制度，保障女职工在怀孕、生育期间的休息休

假权益等。

据介绍，2021 年 12 月，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突发事

件应对管理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在中国人大网公

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共收到 148 名网民提出的 437 条意见和

3 封群众来信。社会公众围绕该法法律定位，突发事件应对

管理体制，突发事件应对管理过程中的公民权利保护、预警、

信息报送与发布制度等重点方面，对草案相关条文提出了许

多有益的意见建议。

另外，发布会还对期货和衍生品法草案、职业教育法修订

草案、体育法修订草案、黑土地保护法草案、妇女权益保障法

修订草案等 5 部法律草案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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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魁：新疆第一代生产

乙烯的技术人员，先后参与

多项重点乙烯工程建设，发

现并解决生产问题百余项，

组织或参与创新创效项目

20 余项，为乙烯产业发展做

出了贡献。扎根乙烯生产

一 线 31 年 ，薛 魁 先 后 获 得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第十五届中华技能

大奖等荣誉。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一大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的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里，气氛热烈……

“薛师傅，减粘塔塔釜泵入口过滤器要

每三天清焦一次，太频繁了，能不能直接换

个大点的过滤器呢？”“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我们要认真分析焦的来源和近期

焦量增大的原因。”针对徒弟们的疑惑，乙烯

装置高级技师薛魁（见右图）耐心作答。

刚走出工作室，薛魁又快步来到中心

控 制 室 。“ 这 里 是 百 万 吨 乙 烯 装 置 的‘ 大

脑’，操作员可以用电脑操控现场的每个仪

表和阀门。我需要在这里了解乙烯装置各

项工艺参数运行情况是否正常。”一个小时

后，薛魁戴上安全帽，又奔波在塔林管廊，

开始现场巡检……忙碌，是他的常态。

“乙烯产量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石油

化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薛魁一边

检查现场设备一边说，乙烯装置集高温、高

压、深冷等多种严苛条件于一身，并具有裂

解原料构成多样、裂解反应机理复杂、反应

和分离工艺条件变化大等技术难点，“这要

求操作工人具备严谨的职业技能素养

和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

1991 年，新疆年产 14 万吨乙烯工程落

户独山子，刚刚参加工作的薛魁成为新疆

第一代“乙烯人”。为了掌握实际操作技

能，薛魁深深扎在一线，不断跨岗位、跨工

段学习，光学习笔记就记下几十万字。几

年下来，薛魁全面掌握了分离、裂解和压缩

三个工段的技术，成为乙烯装置的全能操

作手。

2001 年，他通过定性和大量的定量分

析，解决困扰乙烯装置生产的多个技术难

题，使独山子石化公司的乙烯燃动能耗、双

烯 收 率 和 加 工 损 失 率 稳 居 中 国 石 油 前 三

名；截至目前，已为企业增效近 4.5 亿元。

2005 年，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

独山子石化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工程获

批开建。在技术资料审查中，薛魁清理出

乙烯装置问题近 400 项，并对裂解气管道取

消 膨 胀 节 等 重 大 方 案 性 问 题 提 出 修 改 意

见，保障了工程的顺利推进。2018 年底，独

山子石化实施乙烯优化调整项目，新建一

台裂解炉。薛魁白天泡在施工现场，晚上

比对技术资料；最终，他检查出汽包升汽线

设计和施工错误等多项重大问题。薛魁感

慨道：“幸亏我们在施工阶段发现了这问

题，否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是学技术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2019 年，经过反复推敲，薛魁

总结摸索出“裂解炉问题炉管风门精准调

节法”，该操作法极大地延长了轻烃裂解炉

的运行周期，在行业中得到广泛推广。“裂

解炉的运行周期会直接影响乙烯装置的效

益，非常关键。”薛魁介绍。

现在的薛魁，在解决生产难题之余，将

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育新人上。他借助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平台，为员工

们提供技术指导。如今，他培养的徒弟们

已在生产一线发挥重要作用。

“ 新 时 代 的 工 匠 ，不 仅 要 有 精 湛 的 技

能、专注负责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

理念，更重要的是要有对职业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这是薛魁时常对徒弟们说的话。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乙烯装置高级技师薛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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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宁海工业园内一家灯饰公司，工人正在组装一批彩色玻璃工艺台灯。近年

来，连云港市加快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引导传统出口型制造企业转向自有品牌跨境直销，打造功能齐全、体系完

善、保障到位的跨境电商产业园，推动平台和产业融合发展。 耿玉和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