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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名家笔谈

本版携手科学出版社推出

数学重要，但难学。改善数
学教育是世纪性世界大课题。

30 年前，我在一本书里提
出了“教育数学”的想法。所谓
教育数学，就是为教育改造数
学，把数学变得更容易。要让概
念更平易，推理更简捷，方法更
有力。

40 多年前，我在新疆一个
农场中学教数学时，有几件事情
启发了我，让我认识到数学能够
变得更容易。1977 年的一道高
考题，我用小学里的面积计算方
法做出来了。1978 年的一道奥
数题，我又是用基于小学知识的
面积方法找到了一个不到两行的
证明。10 多年后，我才明白，
这其实是发现了一种几何定理机
器证明的新方法。

三角难懂，我用菱形面积定
义正弦，接着通过面积计算轻松获得了正弦定理和正弦和角公式。对
此，初二学生说容易懂，记得牢，有趣。

40年后，我才知道，数学教育大师弗赖登塔尔曾提出，能否提前
两年先学正弦。我找到了三角学在小学数学知识基础上的生长点，实
现了他的设想。

1979 年，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整理了这些心得，写了
《平面几何新路》等读物。不久，我又结合讲微积分的体会，在1989年
出版了 《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 一书，提出了“教育数学”的观
点，举出了一批把数学变容易的实例，涉及几何、三角和微积分。

“教育数学”的主张赢得了广泛赞同。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家们在多届委员会年会上就教育数学进
行了深入交流。

数学究竟能不能变容易，还是要由教学实践来检验。为了为教学
实践做更多准备，提供可操作的内容，2006年，我在 《数学教学》 和

《数学通报》撰文，提出了“重建三角，全局皆活”的主张；2009年，
我写了《一线串通的初等数学》，作为科学出版社《走进教育数学》丛
书中的一册出版。

经过30年的发酵，重建三角的思路，终于开始渗入课堂。
从相关学术刊物和学位论文，我们可以捕捉到有关教学实验的信

息：对教育数学，学生教师均表示欢迎，认为新的概念方法别具一
格，简捷易懂，易于接受。

宁波教育学院的崔雪芳教授曾组织在初一教正弦的实验课，得出
的结论是：学生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后续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期
待，学习的动力被进一步激发；在三角、几何、代数间搭建了一个互
相联系的思维通道，后续学习的思维空间得到整体的拓展。

从2012年到2015年，在广州市科协项目支持下，广州市海珠实验
中学青年教师张东方，对两个班105名学生，做了初中全程的“重建三
角”教学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学生的思维更活跃，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明显提升。中考数学成绩优秀率达到100%，而对比班级为67%。

成功的实验引起了关注。有些师范学院把教育数学列入教学内
容，组织相关教学实验；农村山区的实验学校，学生学习积极性提
高，进步也很快；不少老师自发地投入教学实践，组织课外活动，编
写校本教材，推广教育数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三十年磨一剑，把数
学变容易在初中里开始成为现实。

解析几何、向量能不能变容易？微积分呢？
莱布尼茨问过，点如何相加？我们提出的“点几何”给出了最为

浅显的回答，由此对上千个几何问题给出了简单清楚的恒等式解答。
这解答立刻能转化为向量、复数或坐标的表达方式。这将把解析几
何、复数、向量的学习变得更容易。

历史上不少大家如拉格朗日，曾致力于建立不用极限的容易理解
的微积分，都未成功。后人普遍认为此路不通。《普林斯顿微积分读
本》干脆宣称，如果没有极限概念，微积分将不复存在。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我曾致力把微积分变容易，虽小有所
获，终因进展艰难而停顿。在林群学长这方面长期坚持不懈的探索启
发激励下，近20年，我重拾此方向的研究。最近，我们发现，从一些
很平常的想法出发，即使没有微积分，也能够系统而简捷地解决通常
认为微积分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沿此思路，可以在引入极限之前严
谨地建立微积分了。

著名英国数学家阿蒂亚认为，为了知识的传承，必须不断努力把
它们简化和统一。他希望，“过去曾经使成年人困惑的问题，在以后的
年代里，连孩子们都能容易地理解。”

把数学变容易，任重道远，但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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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这是全国各
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同舟
共济、众志成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取
得的重大胜利。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
播速度最快、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对国家应急动员和物资保障
能力特别是医疗物资保障能力提出了严峻
挑战。面对突发疫情，国务院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成

立，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积极高效行动起来，迅速搭建起涵盖38种
医疗设备以及200多家重点企业的数据库，
通过组织企业生产、国内调用、社会捐赠
以及国际采购等多种方式，多管齐下，为
打赢疫情防控的医疗物资保障战奠定坚实
的基础。

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就疫情防控重要医疗救治
设备促产保供工作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15小时海外调运16台“叶克膜”

无创呼吸机、高流量吸氧机、“叶克膜”（人工心
肺机） 等先进医疗设备是救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关
键装备。为了满足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湖北省特别是武
汉市的迫切需求，有关部门聚焦重症、统筹谋划，千
方百计保障供应。

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罗俊杰以“叶克膜”保
供应为例介绍说，根据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对常规治
疗不佳的重型、危重型的病例可采用“叶克膜”进行
挽救治疗，湖北武汉对“叶克膜”需求不断增加，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迅速行动，
综合采取快速进口和从全国调集两个渠道全力支援湖
北武汉。

进口方面，多个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仅用 15 个小
时，就将 16台“叶克膜”从德国法兰克福紧急运到了
湖北武汉，为前方救治工作抢出了宝贵时间。国内调
运方面，启动“叶克膜”紧急调用机制，一部分由国
家卫健委协调紧急转运至武汉，一部分由援助湖北的
医疗队直接携带到前方。截至 3 月 4 日，发往湖北的

“叶克膜”总量达67台。
罗俊杰表示，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密切跟踪设备的到位和使用情况，继续通过加强国
际采购、国内调用等方式，共同做好设备保障工作。
他透露说，下一步，有关方面计划从国外再购进一批

“叶克膜”，进一步加强湖北武汉的救治能力。

10天下线244台负压救护车

疫情防控之初，大量的患者急需转运救治，当
时，负压救护车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首批重要
装备。相关保障工作是如何开展的？目前，负压救护
车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了吗？

对此，罗俊杰介绍说，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总体部署，医疗物资保障组第一时间组织国内主要生
产企业，在春节期间就开始复工复产并加班加点赶
工。工信部通过下达任务书等方式，组织上汽大通、
江西江铃、北汽福田等一些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主要
企业纷纷立下了军令状，克服工期紧、人手少、物料
缺等困难，将原本 30 天的工期大大缩短。到 2 月 5
日，仅仅用10天就下线了244台负压救护车，紧急送
往战“疫”一线。

截至目前，全国负压救护车日均产能已经超过
100辆，重点企业已经累计生产将近2000辆。在这个
过程中，确保湖北武汉的需要一直作为重中之重。在
各方的努力下，总体来说，湖北省各个阶段的负压救
护车的需求得到了比较好的满足。

2 月 5 日前后，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成之
时，当时就已经有20余辆负压救护车运抵待命。到2
月15日，360辆负压救护车抵达武汉，为打赢“应收
尽收”的攻坚战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到 3月 3日
晚上，各重点企业已经运抵湖北省的负压救护车达到
690辆，覆盖了全省17个地市。

15万人份磷酸氯喹运抵湖北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人们对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盒的研
发和供应印象深刻。一方面，中国相关科研机构和企业适
应防控需求，根据公布的新冠肺炎病毒基因序列，迅速投入
检测试剂研发，短时间内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检测试剂盒
产能迅速提升，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疫情防控需要，并已经开
始向国外提供援助，为国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出贡献。

检测试剂盒保供应是药品供应整体保障工作的一个缩
影，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表示，工信部依托

“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对 30 种重点药品和
70余种中药饮片的生产、销售和库存等情况开展每日的动

态监测，从监测情况看，α-干扰素、激素类药物、检测
试剂盒等重点品种，能够满足武汉湖北一线的需求。中成
药中药饮片的生产比较正常，库存也相对充足。春节以
来，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原料药和制剂企业复工复产，解决
企业复工复产中的人员出行、原料货源和交通运输等实际
困难，目前6家企业恢复了磷酸氯喹的生产，市场的供应比
较充分，现在已经运抵湖北的磷酸氯喹有 15 万人份，阿比
多尔的生产也已经恢复正常，能够满足临床使用需要。

下一步，有关方面继续结合湖北省以及其他省份提出
的使用需求，将积极做好各类防疫药物的供需对接，并密
切关注有关专家提出的特效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做好生
产的衔接。

每日25万件防护服保障湖北

疫情初期，防护服供应不足是制约防控的一大核
心矛盾。面对挑战，工信部迅速行动起来，帮助企业
解决制约产能的环节。

据罗俊杰介绍说，医用防护服压条机一时成为防
护服生产的“卡脖子”问题。对此，相关企业一把手
亲自抓，调配管理。比如，国机集团、兵器装备集
团、中船集团等响应号召，迅速发挥自身优势，新研
制生产压条机，短短半个月时间，生产了约 360 台。
截至 3 月 3 日，新增压条机达到 1200 台。通过各种渠
道，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压条机的保有量达到 4300
台，能为防护服生产企业提供大概 60 万件的生产能
力，已阶段性地满足医用防护服生产的需要。

曹学军表示，防护服的供应已经由十分紧缺转为
能够满足需求。每日协调保障湖北地区防护服的数量
达到了25万件，已经连续十几天超出湖北省的需求。

目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吃劲阶段，防护服生产供
应仍不能放松。曹学军说，下一步，在充分保障湖北
地区需求的同时，更好兼顾其他地区需要，引导企业
注重疫情形势变化，增强生产柔性。目前，疫情在全
球多个国家出现，部分地区疫情在加剧，防护物资也
出现了紧缺的情况。中国是防护服生产大国，鼓励国
内防护服的生产企业积极对接国外需求，按相应标准
规范生产出口，为全球共同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把数学变容易
大有可为

张景中肖像画。 张武昌作

负压救护车整装待发武汉。 中新社发负压救护车整装待发武汉。 中新社发

工人在防护口罩生产车间忙碌。 新华社发

早春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组建由137名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大
棚为农户传授种植技术，开展土肥检测、病虫害防治等多个专项服务，精准助
农，提高农户种植收益。

图为近日，两名农业科技工作者为农户进行土壤检测服务。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