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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国 河 ：1934 年 生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 学 物 理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1997 年 当 选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主要从事化学激光、激光化学

及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曾参与

设 计 研 制 中 国 第 一 台 化 学 激 波

管、中国第一台化学激光器，首次

实验观察到分子碰撞传能中的量

子干涉效应。曾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

作 者 、全 国 最 美 科 技 工 作 者 等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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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沙国河正在制作科普实验装置。

左图：沙国河正在进行实验操作。

大连化物所供图

本报北京 5 月 19 日电 （记者丁

怡婷）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全部机组

投产发电，第一批沙漠、戈壁、荒漠风

电光伏基地已开工 8500 万千瓦，白鹤

滩—江苏±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加紧建设……高峡筑坝、“蓝板”

成海、高空引线，今年以来，各类能源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提升能源安全保

障能力。

记 者 18 日 从 国 家 能 源 局 获 悉 ：

1—4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

程 完 成 投 资 117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1% 。 其 中 ，太 阳 能 发 电 完 成 投 资

290 亿元，同比增长 204.1%。电网工

程 完 成 投 资 8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今年我国能源项目投资总体预

期向好，能源重点项目计划投资额同

比增长 10.3%。其中，抽水蓄能、核电

等投资持续向好，计划投资额同比分

别增长 31%、20.5%；油气储运设施计

划投资额同比增长 51.5%。

电力生产方面，截至 4 月底，全国

发电装机容量约 24.1 亿千瓦，同比增

长 7.9%。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4 亿

千瓦，同比增长 17.7%；太阳能发电装

机容量约 3.2亿千瓦，同比增长 23.6%。

前 4月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
工程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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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时代来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 学 物 理 研 究 所

（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依山势步行约 10
分钟，一座三层小楼跃入眼帘——这里是“分

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沙国河平

时工作的地方。从事科研工作六十余载，沙

国河在化学激光、激光化学及分子反应动力

学等领域一次次勇攀科学高峰，近些年来，他

又把精力投入到青少年科普事业上，播撒更

多科学的种子。

“技术上的小改进，可
能带来大突破”

“一切为了国家需要”，是沙国河一生从

事科研事业的追求。从“激波管化学动力学”

到“微波吸收材料”，从化学激光、激光化学到

分子反应动力学……沙国河研究领域的每一

次转换，都紧随科研需求的变化；每一次面对

新领域，他都选择迎难而上。“当时许多研究

方向的资料都非常缺乏，工作条件也特别艰

苦。”沙国河回忆过去，多年劳累的工作，让自

己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上世纪 80 年代初，张存浩院士在大连化

物所开创了激光化学研究方向。激光化学主

要研究物质分子在激光作用下呈现激发态时

的精细结构、性质、化学反应、能量传递规律

及其运动变化等微观过程。当时，沙国河所

在小组的课题是研究分子激发态的光谱和碰

撞能量传递。他们以一氧化碳作为样板分

子，选择了当时国际上刚出现不久的共振增

强多光子电离光谱作为探测技术。实验中，

他们却发现这种技术存在易受杂质干扰和光

谱选择不高等缺点，影响数据精确度。为了

减少杂质干扰，他们先尝试了提高真空度，但

要制造一套超高真空设备，需要投入很多资

金。于是，他们又想到干扰杂质主要是一些

大分子，可以用液氮冷冻的办法。一试，效果

好得出乎预料，不单光谱信噪比大为提高，实

验操作也更加容易。

“技术上的小改进，可能带来大突破。这个

小改进也是我们后来一系列实验的基础。”沙国

河说，“尖端技术是一点一滴钻研出来的。”

“不因成就而满足，不
因困难而罢休”

“不懂就学，总会学会的。搞科研就不能

怕吃苦！”沙国河经常这样教导学生。基础

性、创新性的研究往往需要自己制作实验装

置，为了一次实验，前期准备工作可能需要一

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一旦进入正式实验

阶段，则可能需要连续 72 小时以上不间断进

行，对实验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我是 2000 年进入研究室的，当时沙老师

已经 66 岁了，有时还带着学生们通宵工作。”

大连化物所高级工程师、沙国河的学生冷静

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沙国河的学生田

文明回忆：“在沙老师的建议下，我的研究

方向转向单重态氧在生物体系中的动力

学研究。这对于沙老师来说，同样是

一个新领域。为了指导我的论文，

沙 老 师 阅 读 了 大 量 的 文

献和资料，然后才来

跟我讨论课题。”

对 于 科 研 ，沙 国 河 始 终 精 益 求 精 、一 丝

不 苟 ，他 说 ：“ 只 有 获 得 精 确 可 靠 的 实 验 数

据，才能得到科学的论断。”

在一次实验中，沙国河发现有一个光谱

信号很特殊，按照公认的理论公式解释不通，

这让沙国河百思不得其解。是实验误差吗？

进行了多次反复验证后，证明实验没出错。

问题会不会出在公式上？

无数个夜晚，沙国河反复对照实验数据，

演算、推导，终于找到了原因：公式推导中用

了经典力学近似，而根据量子力学，传能过程

应具有波动特性，实验中的异常正是一直在

找的分子碰撞传能中的量子干涉效应。2000

年 ，该 发 现 被 评 为 中 国 十 大 科 技 进 展 新 闻

之一。

回顾这一发现过程，沙国河说：“除了研

究方向选得准、实验技术先进、实验与理论密

切结合等因素，最重要的是要有锲而不舍的

精神。不因成就而满足，不因困难而罢休，

把实验中的异常现象搞清楚，就可能有重要

的新发现。”

“和孩子们在一起，就
忘记了辛苦、忘记了时间”

在沙国河不足 10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两

张老旧的工作台背靠背摆放着。一张用来演

算、备课，桌上的一本本老式笔记本上工整地

绘满了电路设计图；一张用来制作各种科普

实验装置，放着最常用的电烙铁和松香架。

两排贴墙而立的铁皮柜，装满了科普书籍和

教具。

自 2004 年起，沙国河开始参与到科普活

动中。此后的近 20 年间，他设计搭建了几十

种科普实验装置，将千余堂科普课带进中小

学教室。2009 年 7 月，沙国河在大连市沙河口

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设立了面向青少年的院

士科普工作站，每周二、四为中小学生授课，

至今已有超 2.5 万余人次参加。

“从小引导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将来

就会有更多优秀的科技人才涌现出来。”沙国

河说。

“有 人 觉 得 自 然 科 学 枯 燥 ，实 际 上 可 能

是教学方法问题。”为了制作出适合孩子们

的实验装置，他自己绘制草图，跑五金店、买

材料，再把小零件一个个地组装起来，经常

在办公室一忙就是一整天。所里的同事偶

尔会看到沙国河出现在海边公园，以为是老

先生在散步，实际上他正在测试刚制作好的

飞机模型。

“沙老师做科普的时候，他的认真劲儿一

点也不亚于做科研！有一次，他为了给孩子

们做出理想的实验装置，竟然把被子和锅都

搬到办公室来了，直接在办公室吃住。”大连

化物所高级实验师、沙国河的助手崔荣荣说。

木块遇到二氧化碳激光怎么瞬间就起了

火苗？几个强壮的男孩，为什么都拉不开巴

掌大的马德堡半球？电池怎么会变身“小火

车”在铜线圈中快速穿行？……一个个妙趣

横生的实验让孩子们大呼神奇。沙国河经常

被孩子们围在中间问各种科学问题，成了“孩

子王”。做实验的时候，沙国河尽量让孩子们

自己操作、体验。“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忘记了

辛苦、忘记了时间。”沙国河说。

“做这些实验不是为了让孩子们学到多

么高深的知识，而是要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

兴趣。”沙国河说，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

个“发明家”，小学五六年级时，就自己制作收

音机、电动机等。他相信，在孩子们心中播撒

更多的科学种子，一定能长出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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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国河一生专注科研，如果说兴趣让他

不觉得辛苦，那么就是责任使他不愿停歇。

这责任来自他想为科学进步贡献力量的

信念。即使研究方向不断转换，他执着的科

研精神却始终未变，一次次在科研的沃土中

挖出真金。

这责任来自他对待科研工作的诚实与谦

虚。在失败远比成功多、未知远比已知多的

研究领域内，他的成就很高，但他的心依然澄

澈如初。

这责任也来自他对优秀科研人才涌现的

期待。耄耋之年，他坚持站在科普讲台上，让

孩子们感受科技的魅力，学科学、爱科学。

一生做科研，是沙国河的梦想；承担科

学家的使命和责任，则是他对自己几十年如

一日的要求。

专注科研不停歇

5 月 17 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牧民在驱赶马群。

初夏时节，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草原开始返青。当地牧民赶着马群，来到草原上

牧马，景象壮观。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草原牧马

春耕接近尾声，嫩绿的玉米苗从土里探出头。忙完“梨树

模式”春耕培训，吉林省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稍稍

松了口气。

王贵满今年 62 岁，干农技推广工作近 40 年，任站长 27
年。这两年，正是“梨树模式”升级推广的关键时期，为了黑土

地保护，组织上批准他延迟退休。

“黑土地变薄变瘦让人心疼”

梨树县地处松辽平原腹地，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大县。

“小时候在田里玩，手往地里一掏就是坑，黑乎乎的，松软

舒服。”出生在梨树县的王贵满从小就跟随父母种地，对黑土

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1983 年，从延边农学院（现为延边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毕

业后，王贵满回乡当了农技员。第二年驻村，王贵满天天扎在

田里观察琢磨。他发现，梨树县水稻种植采用的水床育苗法，

费时费力，产量还低，就琢磨尝试新方法。后来，王贵满的旱

床育苗试验成功了，试验成功后的第一年，全县推广面积 31
万亩，为农民增收 750 多万元。“就是想把所学都实践在黑土

地上。”他说。

25 岁，王贵满就成了最年轻的副站长，可他心里却有了更

大的担忧：粮食产量提高了，但过度开垦和用化肥，导致土壤板

结，同时，水蚀、风蚀严重。“春天一场大风就能把田地剥一层

皮，土粒子满天飞，黑土地变薄变瘦让人心疼。”王贵满说。

“在我们这一代，不能让黑土地再变瘦了。”2000 年开始，

王贵满联系农业专家共同研究保护方法，并开始推动土地规

模化经营。2007 年，他联系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科研人员来梨树做黑土地保护研究。

“集中连片的土地是建立科研基地的基础。”凭借在农民

中的信誉，王贵满在高家村租到了一块“破皮黄”地块，成为

“梨树模式”起步的试验田。

“王贵满能干成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后来也把

试验基地建在梨树县，原因之一就是看准了王贵满。目前，中

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吉林农业大学、吉林

省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在梨树设立基地，研究玉米保

护性耕作技术。

“让农民种出更好的粮食”

“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得拼尽全力让黑土地重新泛

起油光，让农民种出更好的粮食。”王贵满与科研人员一道，研

究推广秸秆覆盖地表、免耕少耕的保护性耕作模式——“梨树

模式”。

2008 年春，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关

义新和王贵满经过商量，打算共同研制适合当地农民需要的

免耕播种机。缺少启动资金，王贵满便自己筹措了 10 万元。

在没图纸、没车床的情况下，他们用半年时间造出了一台免耕

播种机。后来，吉林省一家农机企业同意生产免耕播种机，经

过不断改进后，截至目前已累计销售 3 万多台。

为了让“梨树模式”从试验田走入农户家，王贵满四处联

系农民推广试种。把秸秆留在地里？这改变了原有的耕作方

式。有的农民不相信，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种了几十年地，

没见过这样的。”

王贵满找到种粮大户杨青奎，“按我说的做，保你一垧地

多收 2000 斤。我拿我的工资担保，行不？话撂在这儿，大伙

作证！”

一咬牙，杨青奎同意了。“还真信对了！”通过给黑土地“盖

被子”，试验地块一垧地比过去节本增效 2000 多元，年增产

2000 多斤。

如今，推广“梨树模式”成为科研人员、农业干部、种粮大

户、农机厂家共同的事业，微信群成为日常沟通的重要平台之

一。专家说秸秆要还田，可是种植覆盖后地温不够，春天不出

苗，咋办？免耕播种机使用时走走停停，毛病在哪儿？……微

信里一次次提问，一场场争论，促使专家们不断改进机械和技

术，农民不断摸索操作规范。今年，梨树县推广“梨树模式”的

耕地达 280 万亩，占玉米播种面积的 85%。

“保护黑土地离不开国家的好政策”

位于高家村的试验田刚起步时，王贵满曾畅想：“希望 10
年后有效果。”有人搭腔：“20 年后有成效也行。”

10 年过去，试验田土壤含水量从 20%增加到 40%，减少土

壤流失 80%，耕层 0 至 20 厘米有机质含量增加近 13%，每平方

米蚯蚓数量超过 100 条，是常规垄作土壤的 6 倍。试验田从

“破皮黄”的普通地块，成了连续 4 年亩产超吨粮的高产田。

回忆这些年的工作，王贵满说：“保护黑土地离不开国家

的好政策。”

近 年 来 ，各 项 政 策 密 集 出 台 助 力 保 护 黑 土 地 ，农 业 机

械 化 、农 作 物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也 在 不 断 推 进 。 2018 年 ，吉 林

省颁布实施《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 2021 年，中央一号

文件出台，将黑土地保护上升为国家工程。农业农村部等

部 门 联 合 印 发 了《国 家 黑 土 地 保 护 工 程 实 施 方 案（2021—

2025 年）》，明确“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黑土地保护利用的

任务和目标。

“ 今 年 ，12 亿 元 保 护 性 耕 作 补 贴 已 提 前 拨 付 到 全 省 各

地。”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吉林省今年保护性

耕作面积力争达到 3200 万亩。

从 2021 年春天开始，王贵满鼓足干劲参与到“梨树模式”

升级版建设，即以 300 公顷集中连片土地为一个单元，在黑土

地保护中尝试引入金融、保险、仓储等生产要素，建立“现代

农业生产单元”，实现黑土地保护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对

接。“帮农民真正找到适合的技术，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

里’问题。”

“梨树模式”出名了，王贵满本可以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

可他拒绝了。王贵满说：“我赶上了黑土地保护的好时候，我

的责任就是保护好黑土地。”

吉林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
站长王贵满——

“我赶上了黑土地保护的好时候”
本报记者 祝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