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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在广袤的宇宙中，经常出现短暂而猛
烈的无线电波爆发，持续时间通常仅有几
毫秒，却能够释放出相当于地球上几百亿
年发电量的巨大能量。这一被称为快速射
电暴的毫秒电波，一直是天文学和天体物
理学的研究热点。

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和产生机制，是当今
天文学最大的谜题之一。之江实验室研究员
冯毅开创性地融合“中国天眼”FAST与智能
计算，为揭开快速射电暴起源提供了关键线
索，开辟了一条通往宇宙奥秘的新道路。

“快速射电暴领域就像一块巨大的拼
图，看似杂乱无章，但我会选取最重要的拼
图进行攻关，寻找最本质的规律。”冯毅说。

2022 年 3 月，冯毅首次提出统一解释
重复快速射电暴偏振频率演化的机制，揭
示了快速射电暴可能存在演化阶段。随
后，团队通过观测发现，快速射电暴可能
处于双星系统中，伴随爆发源的可能是大
质量恒星甚至是黑洞。这一研究成果得到
了国内外天文物理学家的高度评价。

“天文学有个特点是‘看天吃饭’，是‘宇
宙在为你做实验’。我相信一直努力下去，坚
持深度的思考，最终是会有发现的。”冯毅说。

在青藏高原的冷湖赛什腾山上，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孝钿累计工作
了 400 多天，只为在东半球找到世界一流
的光学红外天文台址。

“在冷湖，我们不仅仅是在观测宇
宙，更是在创造历史。”陈孝钿说。

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
冷湖赛什腾山，海拔高达4200米，方圆百公
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最初监测考察
时，上山没有路，只能靠人力搬上监测设
备。如今，那里有了路、电、网，12 个天文望
远镜项目已经落地，预计建设43台望远镜，
其中4台望远镜已建成。

这些年来，陈孝钿团队还通过研究，建
立了国内最大的量天尺变星数据库，首次
刻画了银河系直观三维图。他的研究发现，
银河系并非是一个圆盘，而有点像薯片。

“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自己，那就是由衷
热爱、探索前沿、持之以恒。”陈孝钿说，“我
一辈子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天文研究。”

发出中国声音

1954年，科学家开发出以晶硅为主的
第一代太阳能电池，由此开启了人类利用
太阳能的新纪元。然而，随着技术的发
展，硅电池的转化效率遇到了瓶颈。此
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走上了科学舞台。

西湖大学工学院研究员王睿从事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有机太阳能电池等新型光
伏材料的设计与开发。在王睿看来，钙钛
矿内部的离子迁移是一把双刃剑，学术界
对其转化效率上限的预估远高于晶硅电
池，但克服钙钛矿材料的不稳定性成为了
研究中的难点。

在茶碱和可可碱这两种日常饮料的常
见成分中，王睿找到了修复钙钛矿表面缺
陷的方法。在茶碱的加持下，钙钛矿电池
创造了连续工作500小时的新纪录。

“到现在，钙钛矿电池的转换效率提升
到 26%左右，使用寿命提高到接近 1 万小
时。”王睿说。他的研究不仅提高了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和稳定性，也为新型光
伏材料的设计与开发打开了新的局面。

太阳蕴藏着无穷能量，宁静的海洋中
则孕育着气候变化的奥秘。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成里京从 2011 年开
始，针对海洋基础数据的关键瓶颈，创新
研发了多项海洋数据处理核心技术，自主
构建了一套国内外广泛使用的海洋观测格
点数据，据此准确估算出了温度、盐度、
层结等海洋核心物理变化，为气候变化提
供了关键科学证据，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和环境外交提供了科学支撑。

“在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套国际机
制和治理体系。我们需要在这些组织里有
一些声音，青年科学家应该更踊跃地参与
这些组织，扮演重要角色，发出中国声
音。”成里京说。

用科技造福社会

“我生命中很多关键时刻都有女性长
者的助力，这让我也想为这个群体做些什
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苏俊这
样描述自己科研之路的起点。

作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苏
俊瞄准当下社会热点问题，针对业内的研
究痛点进行深耕。近年来，苏俊密切关注
女性健康，长期聚焦卵母细胞生长异常与
早期胚胎发育状况，致力于破解女性不育
等生育问题，减少女性经历试管、流产、

出生缺陷等造成的身体与精神痛苦。
“我希望可以比其他人都走得更远。”

苏俊说，期待在科研实践中实现更大突
破，进一步助力女性生殖健康发展。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晓东通
过人为干预手段，改变细胞原定命运，在细胞
重编程中实现“更新换代”，其研究成果对年
龄及神经相关方面疾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工作就是利用细胞重编程技术，
做细胞命运的改写者。”刘晓东说。近期，他
的团队在皮肤细胞重编程中首次构建了类
似人类发育中第五天的胚胎结构，这种由
干细胞人工合成的胚胎结构不仅可以更好
地研究人早期胚胎发育，而且在人类生殖
技术优化和类器官药筛等领域有着巨大的
应用价值。

“我想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培养
更多科技人才”。改变细胞的命运之外，
刘晓东期待点亮更多人的希望，为他们的
生命指引方向。

有的科学家通过理论为人类开拓边界，
有的则通过制造工具造福社会。浙江大学信
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杨宗银，
研发了世界上最小的光谱仪，用半导体纳米
材料替代了传统的大元件，尺寸缩小为传统
光谱仪的千分之一。该光谱仪可用于单细胞
高光谱成像、光谱监测和筛选，也可通过材
料的替换，使工作波段从可见光延伸到中红
外，开拓出血糖检测等更多应用。

“你做的研究，要么上货架，要么进教
科书。如果两点都能做到，人生就真的非常
完满了。”刘晓东说，希望光谱仪的技术继
续推广下去，真正帮助到糖尿病人等群体。

“科研青年”闪耀创新舞台
刘 峣 柳佳琳

冬日清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胜利煤矿里寒气袭人。在员工宿舍区，山
东科技大学能源学院采矿工程专业博士研
究生李鑫鹏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做着准
备工作，赶在8时前下煤井安装监测仪器。

两个半月前，李鑫鹏加入学校“惟真
之光”工程师小队，开启到生产一线“读
研”的全新体验。期间，他为矿上解决了
10多项技术难题。

在山东科技大学，像李鑫鹏一样到生
产一线的研究生还有很多。该校校长曾庆
田说，学校已成立 55 支工程师小队。“组
建研究生工程师小队，让工科学生‘组
团’去工程一线解决问题，是学校探索

‘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一次试验。”

“双导师”让学生边学边用

山东科技大学安全学院研究生郭立典
在一次煤矿下井学习时，发现工人深受粉
尘困扰，随即产生了治理矿山粉尘的想
法，并向自己的导师聂文表达了这一意向。

聂文将学生聚拢在一起，组建了“矿
井粉尘治理”工程师小队，并聘请中煤科
工集团沈阳研究院工程师李江涛担任产业
导师。在“双导师”的指导下，小队很快
完成了“新型智能除尘系统”项目，小队
研发的除尘系统在 20 余个煤矿投入试用，
为企业创造了800余万元利润。

“‘学业导师+产业导师’互补并举的‘双
导师’育人体系，让学生在现场边学边用。”
学校研究生院院长韩作振说，学业导师传授
前沿知识和研究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产业导师则从实际应
用角度，指导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和研究

方法，具体解决复杂工程理论问题。
研究生王浩所在的“海洋智能导航与

感知”工程师小队在解决一线问题时，校
内导师罗宇在理论层面建议利用水声信道
仿真等新技术解决问题。但在实际测量过
程中，团队遭遇了技术实操的挑战。来自
江苏中海达海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产业
导师丁威送来了“及时雨”，他结合项目开
发对水声定位精确测距等技术的实际需
要，进行了实操指导。

“车间课堂”让科研活起来

吕金旺是山东科技大学机电学院机械
专业研究生，在“滕州市卷烟厂制丝车间固
液分离”项目现场，他每天做生产调研、收集
工人难题、去生产线上“出诊”、聆听企业技
术人员授课……几乎没有一天闲着。

学校副校长诸葛福民介绍，近年来，
学校在工程师小队中探索实施“车间课
堂”研究生教育教学模式，开设多门校企
联合课，把企业的生产线搬进“课堂”。目
前，工程师小队每年都有在“车间课堂”
实践实训的经历。

连日来，李鑫鹏正忙着攻克一项来自工
程一线的课题。他在胜利煤矿现场学习期
间，发现工人安装顶板离层仪时存在操作困
难、精度不细等问题。从现场回来，李鑫鹏便
在团队交流会上抛出破题思路。没多久，他
就带着解决方案来到了煤矿总工办公室，当
面提出解决方案并签订合作协议。

“我从课本上不止一次见到‘顶板离
层’‘围岩变形’等专业名词，但亲眼看到
才能明白工艺是如何实施的，这让我对专
业和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李鑫鹏说。

“项目导向”让成果落地生根

山东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控制专业研
究生张鹏在加入“信息智能感知与交互”
工程师小队前，已取得 7 项国家发明专利
等科研成果。指导教师黄梁松了解情况
后，将张鹏推荐给学校的一家合作企业。
目前，张鹏研究的“多模态信息感知与共
融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已在沈阳新松机
器人青岛分公司、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等单
位广泛应用。

该校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刘松介绍，
工程师小队的研究生每年平均获省部级以
上科技创新竞赛奖励 100 余项、发表论文
数百篇。如何推动创新成果从校园走向市
场，是学校着力解决的一项课题。

近年来，该校以“项目导向”为抓
手，探索企业“出题”、学生“解题”育人
模式，依托校企合作单位、产业学院等，
组建一批大学生科创基地、转化基地，开
展了创新项目互选、创新金点子推介、揭
榜挂帅等特色活动，让成果“落地生根”。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研究生曲兴
玥说，一年多工程师小队的历练，既有专
业上的长进，更有科研报国情怀的培养。

“每一次走进企业，总会看一看、想一想，
有什么问题能解决。”

“工程师小队将工科专业研究生聚集到
生产一线‘真题真做’，走出了高校服务社
会、人才培养的新路子，实现教育链、人
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有机融合。”该校
党委书记罗公利说，工程师小队的有益尝
试，是一把培养应用创新型研究生的“金
钥匙”。

山东科技大学：

大学生“智囊团”活跃在生产一线
刘 峣 韩洪烁

位于科特迪瓦迪沃省的格格杜垦区
是 中 科 两 国 农 业 合 作 示 范 基 地 。 多 年
来，中国援科农业技术合作组专家通过
新 稻 种 培 育 与 推 广 、 水 稻 种 植 技 术 培
训、垦区水利设施管理等多种方式帮助

垦区内稻米产量和质量大幅提高，稻农
收入显著增加。

图为1月8日，中国援科农业技术合作
组专家郭广宇（左二）和稻农标记袋子。

新华社记者 韩 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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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州长乐区以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为导向，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税惠政
策等举措，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图为学生在长乐区海西动漫城学习制

作人工雪花。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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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张建新、刘延俊）
天津大学天津纳米颗粒与纳米系统国
际研究中心马雷教授团队在半导体石
墨烯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攻克了长期
以来阻碍石墨烯电子学发展的关键技
术难题，成功制备出高迁移率半导体
外延石墨烯，表现出了 10 倍于硅的
性能。

《自然》杂志网站目前以《碳化硅
上生长的超高迁移率半导体外延石墨
烯》为题在线发布了这一研究成果。

石墨烯，是首个被发现可在室温
下稳定存在的由单层原子或分子组成
的晶体，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
学特性，在材料学、微纳加工、能
源、生物医学和药物传递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应用前景，被认为是一种未来
革命性的材料。但是其特有的零带隙
的结构，是困扰石墨烯研究者数十年
的难题。如何打开带隙是开启“石墨
烯电子学”大门的“关键钥匙”。

马雷教授研究团队通过对外延石
墨烯生长过程的精确调控，成功地在
石墨烯中引入了带隙，创造了一种新
型稳定的半导体石墨烯。这项科技通
过对生长环境的温度、时间及气体流
量进行严格控制，确保了碳原子在碳
化硅衬底上能形成高度有序的结构。
这种半导体石墨烯不仅具有带隙，在
室温下也拥有远超过硅材料的电子迁
移率，并且拥有硅材料所不具备的独
特性质。

据介绍，该项研究采用创新的准
平衡退火方法制备的超大单层单晶畴
半导体外延石墨烯，具有生长面积
大、均匀性高、工艺流程简单、成本
低廉等优势，弥补了传统生产工艺的
不足，其室温迁移率优于目前所有单
层晶体至少一个数量级，基本满足了
工业化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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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动物馆
保定自然博物馆开馆
据新华社电（记者温竞华、邹尚伯） 中国古动

物馆 （保定自然博物馆） 近日正式开馆运行。这座
以古生物化石等自然资源为载体的自然科学类专题
博物馆，旨在系统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生命起源与
演化历程以及生态保护理念。

该馆由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打造，总建筑面积约
7.3万平方米，以“自然·生命·人”为展览主题，以

“演化”为展览主线，目前展出展品约6000件。
中国古动物馆 （保定自然博物馆） 馆长金海

月介绍，为更好追踪科学热点，馆内还将分期举
办不同主题的特展、科普研学活动，5D 影院和飞
行影院也将陆续开放，打造科技、人文于一体的
艺术盛宴。

除科普服务以外，中国古动物馆 （保定自然博
物馆） 还承担着重要的科研功能。“依托博物馆的空
间，未来，化石成果的发现、修复、研究、展示的
完整链条都可以在这里实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涛说。

青年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如
今，有越来越多的“科研青年”在重大科研攻坚
中挑大梁、担重任，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
出贡献。

近日，2023达摩院青橙奖获奖名单正式
公布，15名青年科学家获得表彰，研究成果
覆盖了硅基光电子、纳米电子器件、细胞重
编程、胚胎发育等多个关键领域。

“科研青年”是如何“炼”成的？来听听他们
的讲述。

右图：安置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冷湖镇赛什腾山天文台址的墨子巡天望
远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