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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一条发白的牛仔裤、一双白球鞋，每

天在家和学校间低头疾走……在南京大学校

园里遇见赵宇心，多数人会觉得他是一名匆匆

而过的大学生。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年轻人，

是一位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带的第一批

博士，不久前迎来了毕业时刻。

就连他的家人，也很难弄明白他的研究领

域，倒是常有好奇的朋友刨根问底。只不过，

听他讲起拓扑学、凝聚态物理的一些概念，才

刚开个头，对方就已摇头作罢。纸上运算时，

他认真严谨、思维敏锐；日常交流中，却常常带

着一丝腼腆。物理领域，是他能轻松畅游的宽

广世界……

跟着兴趣求学成长，找到
物理和数学的结合点

对于赵宇心的个人经历，有人惊讶于他青

年教授的身份，也有人对他的研究领域充满好

奇……但在赵宇心看来，他和万千普通学生一

样，跟着兴趣求学，跟着兴趣成长。

1988年，赵宇心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

父母都是老师，很重视培养他的学习兴趣。进

入初中后，赵宇心逐渐对物理萌发出浓厚的兴

趣。一次阅读课外读物时，赵宇心偶然看到阿

基米德发现浮力的故事。“为什么浮力等于被排

开水的质量？”于是赵宇心拿来一个水盆，将一

块木头放入盆中，经过反复测算，验证了阿基米

德定律，“获得结论的时候，我感觉非常激动，觉

得太不可思议了。”赵宇心说，一个简单的实验，

将物理的种子深深地种进他的心中……

2005 年，还在上中学的赵宇心获得全国

物理竞赛二等奖，并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物理

学院。“只要肯追梦，总有一条路能通向你心中

的远方。”赵宇心说。

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学习期间，赵宇心的

视野进一步拓宽；本科毕业后，他申请前往香

港攻读硕博学位，用高能物理的研究方法，借

助拓扑学，赵宇心打开了凝聚态物理学科的

大门。

赵宇心非常刻苦，即便回到宿舍也不休

息，满脑子都想着运算：宿舍的地板上堆满了

草稿纸，想到什么，他就立马拿起纸笔来写写

算算。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左右，最终，一

篇名为《费米面的拓扑分类与稳定性》的文章

发表在物理学权威期刊上。在很多同行看来，

这个年轻人走进了一个新的细分方向。

在香港的学习结束后，赵宇心又前往曾经

培养出 30 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德国马普固体

物理研究所深造。在那里，赵宇心领略了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学术体系下的学术风格，不断

拥抱新的方向和领域，拓宽了认知的广度和

深度。

2017 年，赵宇心结束了在德国的博士后研

究工作，来到南京大学，心无旁骛地开展科研

工作。

“得益于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对科技的重

视，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赵宇心说，中国已经

有条件支持一批批年轻科学家投身到基础研

究方面，在这方面有无限可能。

一张桌子一沓纸，心无旁
骛解难题

南京大学在凝聚态物理领域有着深厚的

积淀，在这里，赵宇心专注于热爱的事业，也找

到了向往的生活……

赵宇心的工作对场地和设备要求不高：一

张桌子一沓纸，外加一个巨大的废纸篓就足够

了。这样的日子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乏味枯燥，

但执着追寻幽暗处闪烁的点点微光，令沉迷于

学术的他停不下来……

有人提出：解决这些学术难题，充其量就

是思维游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处一时半会

儿还看不到。但在赵宇心看来，从事基础研究

的科学家不断向未知探索，其进展将成为全人

类的财富。

“你无法想象，一些重要的数学问题和物

理问题看似毫不相关，却在某种程度上有很高

的契合度。越琢磨越令人觉得震撼。”在这些

题目面前，赵宇心觉得自己“时间总不够用”。

在一次校友聚会上，有位姑娘留意到他：

“别人自我介绍，都会讲到收入、家庭条件，他

就一直讲工作，没有其他话题。”姑娘叫李彦，

后来成了赵宇心的爱人，她说：“赵宇心很早就

找到了一生热爱的事业，专注到忘我，这一点

非常打动我。”

还有一次，女儿满月，祝贺的亲戚挤了一

屋子，赵宇心却专心在自己房间里做运算。正

算到兴头上，岳父抱着宝宝推门叫他，可此时

的赵宇心正专注于解决一道困扰已久的难题，

完全没有听到岳父的声音，事后也根本记不起

发生了什么事。

带领年轻人，体会理论研
究那种纯粹的美感

年纪不大，赵宇心喜欢流行时尚吗？赵宇

心挠挠头，好像不太感兴趣。他告诉记者，有

时候，大脑停不下来，自己就练书法、下围棋、

读《庄子》。

循环往复的工作内容，让赵宇心很善于在

枯燥中找到乐趣。学习之余，小时候曾“拿来

涂涂抹抹”的毛笔，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他的生

活中。一卷《张猛龙碑》陪伴着他，帮他在线条

的练习中进行放松和调整。

赵宇心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他一

样，能体会到理论研究中那种纯粹的美感。“比

如拓扑 K 理论，其中就有无穷的妙趣。你能想

象吗，一个纯数学问题，它的各种变体，却与物

理系统、晶体系统的各种对称性恰好吻合！”谈

到专业知识，赵宇心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王凯是赵宇心带的第一批博士毕业生之

一，赵宇心严谨治学、潜心研究的态度给他留

下很深的印象。“赵老师不仅自身学术能力出

类拔萃，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科研进度。”王凯每

隔两三天就会向赵宇心汇报研究进度，赵宇心

不仅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还指导学生制

订下一阶段的研究计划。

近两年，不断有学生找到赵宇心，表达自

己对拓扑物理的兴趣，希望能做他的学生。赵

宇心经常挠挠头，说：“跟我做这个，不好发论

文啊！”学生常回答他：“那不要紧，我就想做自

己喜欢的研究！”

在校园里，经常可以见到赵宇心和学生们

待在一起的身影。赵宇心走在学生堆里，很难

分辨出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学生。有学生说，

“赵老师和我们年纪相差不大，跟着赵老师学

习，做研究有干劲、有动力！”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宇心致力将现代数学引入固体物理研究—

在专注运算中感受无穷妙趣
本报记者 王汉超 白光迪

■记者手记R

人物名片

赵宇心：1988 年生，南京大学物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 年 9 月，他

组建研究团队致力于将现代数学引入固

体物理研究，探索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

在物理学权威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发

表论文 14 篇。他引入空间对称性的投

影表示进行拓扑序研究，首次给出了拓

扑费米子朗道能带指标定理的普适性证

明，系统发展了实数拓扑能带理论。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年纪轻轻就担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独立组建研究团队，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人们常常会好奇赵宇心的故事，但在他心

中，自己不过是基础研究汪洋大海中一朵平凡

的浪花。

理论物理的世界并没有一条“规定”的路，

更没有一条所谓的“实用”的路。赵宇心说，做

研究，很多时候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国家为青

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理想的科研环境，我们能

做的就是尽力做出成果回报国家。”正是得益

于国家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青年科学家们才

能坐得住冷板凳、心无旁骛地攻关基础研究课

题，让科学家精神更具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中国

气韵。

做基础研究汪洋大海中一朵平凡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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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2000 年以来，胡洪炜和团

队研发和改进了十几种带电作

业工器具，申请了 50 多项专利，

并实施了世界上首次 1000 千伏

特高压线路直升机带电检修。

烈日炎炎，40 米高的± 800 千伏特高压输电

线上，胡洪炜（见上图，国家电网湖北电力超高

压公司供图）身穿金属屏蔽服，背着装有工具的

斜挎包，手里拿着电位转移棒，快速挪动着。在

快要接近导线时，胡洪炜迅速伸出电位转移棒，

在电位转移棒与导线接触的瞬间，强大的电流发

出“嗞嗞嗞”的声响，即使穿着屏蔽服也能感受

到。“脸上和胳膊像是被小针扎一样，头发也像被

人用力往上拔。”胡洪炜说，特高压输电线路带电

作业尤其需要勇气和高超的技术。

胡洪炜是国家电网湖北电力超高压公司

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2000 年从部

队退役来到输电检修中心工作后，他一直与电

打交道。

2001 年，胡洪炜第一次参加线路检修，主

要负责跟着老师更换湖北葛洲坝换流站到上

海南桥换流站——葛南线的部分间隔棒。第

一天带电作业，胡洪炜并不熟练，老师都已经

换了 8 个间隔棒，他才换了 3 个，最后 1 档线的

间隔棒还是老师帮他换的。

晚上，胡洪炜仔细回忆老师传授的操作技

巧；白天，缠着老师请教操作要领。到了第三

天，他更换间隔棒的效率已经超过了老师，不

仅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返回来帮老师换了 1
档线上的间隔棒。

当时，胡洪炜从事的一项主要工作是± 500
千伏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工作时，他需要在电

线上来回行走，虽然手握电线，身上也绑有绝

缘绳索，但稍有不慎身体就会翻转过来。但胡

洪炜爱研究、能吃苦，从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几年间就成长为带电班的技术骨干。

2009 年，国家电网公司加强了“± 800 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带电作业”项目的攻坚，胡洪

炜被选入参加该项目。此前，由于超特高压输

电线路具有超强电磁场，感应电流强大，“没

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全得靠自己摸

索。”在进入超强电磁场前，他每天除了睡觉吃

饭，全部时间都用在训练上。

“我半年用坏了 200 副手套、穿坏了 14 双工

作鞋、磨破了 7 套工作服。”胡洪炜终于在 2009
年 6 月 10 日 9 时 30 分进入了北京特高压直流试

验基地，穿着特制的金属屏蔽服，登上了特高压

铁塔。在队友的默契配合下，胡洪炜在特高压

铁塔上精准操作 1个多小时，完成了多项试验项

目。走出基地时，他全身都已被汗水湿透。

在我国第一条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示范

工程投产后，胡洪炜又参与完成了《特高压输

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应用研究》课题，并带领

团队实施了世界上首次 1000 千伏特高压线路

直升机带电检修，标志着我国超、特高压输电

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已处于领先水平。

从事电力检修 20 多年，胡洪炜和团队根据

操作需要，结合新的材料，研发和改进了十几

种带电作业工器具，申请了 50 多项专利。

“我是一名电力检修工人，更是一名共产

党员，守护好万家灯火就是我的工作本职。”胡

洪炜说。

胡洪炜从事电力检修20多年——

精准操作，守护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吴 君

弯 着 腰 猫 在 地 沟 里 ，

身上的制服被汗水浸湿，

手中拿着检车小锤，聚精

会神地检查电力牵引机车

的重点部件……眼前忙碌

的身影，正是中国铁路济

南局济南西机务段检修车

间电力机车钳工陈志超。

天天和油渍打交道，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5 年

前，22 岁的陈志超刚参加

工作，经常被亲人朋友劝

换个工作；但他咬牙坚持

了下来，逐渐成长为济南

西机务段技术一流的年轻

技 师 。 5 年 来 ，陈 志 超 荣

获“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

手”“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

新奖”等荣誉，带领团队研

发的技术改造成果在全国

铁路系统的机车走行部、

制动系统、受电弓等关键

部位得到广泛应用。

在工友眼里，陈志超

学习很拼：上班时跟着师

傅学，下班后研读资料，厚

厚的书翻了一本又一本，

油 渍 和 汗 渍 布 满 笔 记 本

……为了熟悉检修工艺，

他下地沟、钻车底，拆、修、

装各类配件，手上的茧也

磨得越来越厚。

他知道本领恐慌的滋

味。2017 年 12 月，陈志超

参加车间举行的新入职人

员比赛，原本信心满满，最后竟然连名次都没有拿

到；之后，他学习愈发刻苦，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拆

装配件……

凭借这股劲头，他的业务技术突飞猛进，短时间

内就从技术新手成长为“老把式”。不仅能在 1分钟内

完成重达 70斤的 13号车钩拆装，就连机车检查也能做

到游刃有余，更是在 2019年和 2020年的中国铁路济南

局电力机车钳工技能竞赛中连续两年夺得第一名。

有同事和他开玩笑，“一台机车走行部螺丝那么

多，松一两颗问题不大，何必那么严格？”陈志超一

脸严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就是在消灭想在

堤坝上安家的蚂蚁。”

2019 年，山东中欧班列行驶时速由 90 公里提升

为 120 公里，这需要对 300 多台机车进行小辅修作

业，还要对其中 100 多台机车进行全身拆装维修。

陈志超和工友对机车进行维修，首先要拆装位于车

头下方重达 200 多公斤的 U 形排障器。经过长时间

运行，机车的排障器大多变形，最大偏差达到十几厘

米。拆下后，又因钢的自身弹性产生一定挠变，这就

导致重新组装时无法和车体匹配。“半蹲着拆装完

200 多公斤重的排障器，整个人都累散架了，难道不

能借助什么工具来实现吗？”一连几天，陈志超一有

空就蹲在机车前仔细研究……

“志超啊，别看了。这么不规则的大铁块不会有

什么电动设备的；再说了，研发是厂家的事，咱们一

线工人可弄不了！”老师傅的话反而给了陈志超灵

感：他立马找来机车技术骨干，组成攻关小组，对设

计图纸进行了 10 多次大幅调整，排障器专用作业平

台终于研发成功。有了作业平台，维修工作效率提

升了不止 1 倍。

同事这样介绍陈志超，“作为年轻人，他很少出

去玩”。他每天和上千个螺丝打交道，沉浸在机车检

修的世界里，总结出防松标记判别法、手检法、“听看

摸闻量”等检修作业法。

“机车到点就回来‘体检’，就像人的身体要定期

体检一样。”陈志超说。如今，大部分配件的结构以

及在整台机车中所起的作用，早已深深印在陈志超

脑海里，“闭着眼睛都知道机车零部件的位置”。

而今，年轻的陈志超已是一名“老”师傅。从识

别零件、确认配件到熟记各种技术参数，从检车姿势

到检车步伐的长度，从手比眼看到呼唤应答，他手把

手地教导新员工。在他的指导下，一批又一批技术

能手和业务标兵脱颖而出。

“年轻人就是要吃苦，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中

国高铁事业奉献青春力量！”陈志超说。接到新任

务，他转身朝机车走去，脚步匆匆……

（董智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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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贺勇）“经过产学

研用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迈上新

台阶，中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最大的应用市场。”记

者从正在北京举行的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获悉，

2021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36.6 万台，比上年

增长 68%；服务机器人产量 921.4 万台，比上年增长

47%；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也在稳步增长。与此同

时，中国机器人产业基础能力明显提升，精密减速器

等核心零部件取得阶段性突破，得到国内外整机企

业的普遍认可，以机器人操作系统为代表的核心软

件部分关键技术取得进展并得到实际应用。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球机器人产业

链、供应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断深化，一

方面国际企业更加深度地融入中国市场，多家国际

机器人头部企业加强部署中国本地化研发和生产，

融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机器人企业出海势

头强劲，积极进行全球化布局，合作建立研发中心，

减速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企业成功进入国际

头部企业供应链体系，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我国已成全球机器人最大应用市场

赵宇心（左一）在给

学生讲解物理公式。

李 彦摄

暑假期间，许多家

长带着孩子来到河南省

洛 阳 市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馆，在阅读、学习中度过

假期。图为 8 月 21 日，

家长和小朋友们在该图

书馆内阅读书籍。

黄政伟摄

（人民视觉）

品
味
书
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