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俭受聘
航天建设集团院士专家工作站

科技日报讯 （记者侯静）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院士专家

工作站授牌仪式 1日在京举行。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喜国为进站马克俭院士颁发聘书。

马克俭院士作为我国空间结构领域的权威专家，具有丰富的科

研实践经验和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其研究涉及空间盒式结构、大跨度

与超大跨度空间钢网格及预应力空间钢网格结构等前沿领域。

仪式上，马克俭表示，他的研究与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未来科技发

展方向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借助院士工作站的建立，坚持创新驱动、

合作共赢的理念，加速科技与实际工作的结合，进一步促进新技术在

航天建设集团乃至全国的推广和应用，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更好

的实现航天报国的使命。

望都县地处河北省中部平原，总人口 26万，

其中农业人口就有 22.6 万人。这里没有太多的

农田，也没有发达的工业，农民收入并不高。

“在蔬菜棚里搞科研，在田间地头传技术，”

农户们常这样形容乜教授。2013 年起，河北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乜兰春，长期科技下乡，在

科技扶贫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望都县红果实蔬菜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以蔬

菜集约化育苗和硬果番茄生产、销售为主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无论酷暑严寒，乜兰春都会亲自带

领研究生深入合作社的田间，开展工作。

两年来，乜兰春先后为合作社引进了 50 多

个番茄新品种，从中筛选出 10 多个适宜望都生

产的优质抗病新品种；研究提出的“蔬菜日光温

室周年高效集约化育苗关键技术”使育苗装备和

能源成本降低 50%以上；构建了以膜下滴灌节

水、熊蜂授粉、三位一体绿色防控技术为核心的

棚室番茄优质安全高效生产集成技术，使番茄增

产 10%以上，口感和品质也显著提高；建立了占

地 10亩的番茄优质安全高效生产集成技术示范

区和占地 5 亩的日光温室周年高效集约化育苗

示范中心，让合作社社员及周边菜农随时可以看

到新品种，学到新技术。

红果实基地在乜兰春的倡导和支持下，打造

了 500 多亩核心示范区，展示新品种、新技术和

新产品；为育苗温室配备了自走式喷淋系统，购

置了全自动精量播种机；棚室蔬菜生产中安装了

远程智能环境监控系统，配置了迷雾机、粉尘机

等植保机械；建起了实验室和培训教室。

2013年春季，望都恒业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

引进试种浅水莲藕成功，2014年开始推广规模化

种植。对农户而言，浅水莲藕是一个新产业。

乜兰春就在指导莲藕生产的同时，开展了莲

藕品种引进与评价和种质保存工作，建起了 100

平方米的组培室，开展莲藕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常常可以看到，乜兰春与技术人员制定育苗

和生产技术规程和生产档案，印发到每个社员手

中，悬挂在每个生产棚内。几年来，她还为两个

合作社培养了 9名技术骨干。

两年来，乜兰春每月2次以上深入田间地头、

温室大棚进行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累计培训农民

和技术骨干8000多人次。乜兰春还将自己的电话

号码留给老百姓，每年接受上百次的电话咨询。

在乜兰春的帮扶下，两个合作社迅速壮大发展。

红果实蔬菜专业合作社拥有社员 128户，种

植硬果番茄面积 5000多亩;已是望都县新型职业

农民实训基地；培育的“庆都绿”牌无公害蔬菜，

畅销保定和望都的部分超市；棚室蔬菜平均亩产

值达 2.5 万元以上，亩纯收益 1.5 万元以上，带动

了周边农户 13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

恒业莲藕专业合作社莲藕种植面积由2013年

的 30亩，到 2014年的 600亩，再到 2015年的 3000

多亩，莲藕亩产 3500公斤以上；每亩纯收益可达

1.5万元以上，是种植传统大田作物的几倍，打造了

北方莲藕高效种植模式；2015年基地被河北省农

业厅评为河北美丽田园；有机莲藕基地、富硒莲藕

基地已初具规模，即将建成的莲子、荷叶加工厂和

藕粉加工厂将进一步提高莲藕种植的附加值。

如今，这两个合作社已成为河北农业大学蔬

菜专业硕士实践教学基地，农科教密切对接。

田间传技术 菜棚做科研
——记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乜兰春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在人类与肿瘤旷日持久的战争里，可能，王

英杰和他的伙伴们找到了“剿灭”癌细胞的一条

途径。

今年早些时候，浙江大学医学院王英杰课

题组的一篇论文“色氨酸衍生物调控干细胞样

肿瘤细胞中 Oct4的转录”在 Nature Communi-

cations发表。

这篇外行人看不懂的论文，让内行人看到

了开发具有全新作用机理和重要临床价值抗癌

药物的希望。日前，在与王英杰交谈过后，记者

了解到，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规的精妙联系，并

利用这个联系，在患病的实验动物体内，几乎彻

底剿灭了癌细胞。

“肿瘤里有一种高等级的细胞，我们称其为

肿瘤干细胞，相较于分化的肿瘤细胞，其致瘤能力

特别强。”王英杰说，放疗也好，化疗也罢，即便杀

死了 99%的分化癌细胞，那剩下 1%的肿瘤干细

胞，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和分化出新的癌细胞。

解决掉肿瘤干细胞就相当于解决了肿瘤？

如果是，该如何剿灭它？

2009 年，王英杰从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归国

后不久，就开始了对 Oct4的研究。Oct4很出名，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因 iPS 细胞研究获

得诺贝尔奖，Oct4 就功不可没。王英杰告诉记

者，Oct4 是在生命早期发育中一个关键的转录

因子，通过识别基因中特定的碱基序列，启动或

者关闭一系列基因的表达。

一般认为 Oct4在成体的分化细胞中是不表

达的，然而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提示，Oct4 在多种

肿瘤细胞中有少量表达，可能是形成和维持肿瘤

干细胞的重要元件，因此研究Oct4在肿瘤干细胞

中如何被调控、如何发挥作用有助于科研人员更

深入全面地理解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也有助于

科学家研发专门针对肿瘤干细胞的药物。

“擒贼先擒王。”王英杰说，其实 Oct4也被管

着，那是一种叫做 AhR 的基因。王英杰的课题

组通过生化实验首次证实，AhR 的确是看管

Oct4基因大门的一位“门童”。

如何让这位“门童”为我所用，就成了课题

组的首要任务。

该 ITE 出场了。ITE 是一种人体内色氨酸

的代谢产物，可作为 AhR 的天然配体，结合并激

活 AhR。课题组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发现

Oct4 基因的启动子区域有 AhR 的潜在结合位

点。王英杰解释说：“我们的研究表明，被 ITE激

活的 AhR 进入细胞核后，能精准结合到 Oct4 基

因的启动子区，堵上那扇‘门’，Oct4的表达被关

闭后，肿瘤干细胞就会发生分化。”

于是，现在的逻辑就是，如果在体系中施以

化学合成的外源 ITE，那些难以被化疗放疗触及

的肿瘤干细胞中 Oct4 的表达会被有效抑制，肿

瘤干细胞就会被转变成一般的肿瘤细胞。这样

再经过正常的抗肿瘤治疗，肿瘤细胞就有可能

被清理门户了。而这一点，正是王英杰课题组

的创新之所在。

“我们在小鼠中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ITE

可以调动小鼠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攻击癌细胞，

这就是现在热门的免疫治疗理念。ITE 具有通

过多条途径、多种机制来清除癌细胞的潜能。”

王英杰和同伴们在肿瘤治疗的探索过程中，更

像是一群战略大师，不直接参与战役，但却影响

了战争走势。

目前，课题组通过实验动物发现，此法对大

部分肿瘤都有效，但效果好也仅限于是实验室

里的胜利。王英杰明白，要使 ITE这样一个全新

作用机制的候选抗癌药能最终造福于广大癌症

病患，还需要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人体临床试

验，也就意味着更大资金的投入。“医药研究的

高风险常常令投资者望而却步，此时国家支持

的介入显得意义尤为重大，特别是对于像 ITE这

一类高风险、高回报、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新药。”

王英杰和他的研究团队正满怀信心，奋力前行。

王英杰：钟情 Oct4“剿灭”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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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点击

2015 年，有两件事让
人再次关注陈仙辉这个名
字。年初，“2015 年马蒂
亚斯奖”揭晓，陈仙辉是三
位获奖者之一，这是中国
内地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一
大奖；12 月 7 日，2015 年
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名单
公布，陈仙辉当选数学物
理学部院士。

而在此前的 2013 年，
由赵忠贤、陈仙辉等人完成
的“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
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
性质研究”，荣获连续空缺
3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这不得不让人关注到
陈仙辉和中国超导研究的
力量。

给超导学术界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访 2015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陈仙辉

■周三有约
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12 月 8 日，滴滴出行

宣布，雅虎联合创始人及

雨云创投创始合伙人杨致

远将出任滴滴快的董事会

观察员和公司高级顾问。

滴 滴 公 司 创 始 人 和

CEO 程 维 表 示 ，滴 滴 正

在建设全球领先的移动

互 联 网 平 台 ，杨 致 远 在

全球与亚洲科技行业 20

年 的 宝 贵 经 验 、全 球 视

野 与 对 科 技 趋 势 的 判

断 ，以 及 其 全 面 的 管 理

才 能 和 专 业 知 识 ，将 为

滴滴带来巨大帮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杨致远是阿里巴巴集团、联想集团和 Workday.Inc.的董事会成

员，并从 2000年至 2012年担任思科董事。杨致远同时还是硅谷风险

投资公司雨云创投的创始合伙人。1995 年杨致远与他人联合创立

了雅虎，并从 1995至 2012年担任雅虎董事会成员。

杨致远：
出任滴滴董事会观察员

王 小 川 在 中 国 企 业

领袖年会发表演讲称，当

下的中美互联网已经是

各占半壁江山相抗衡的

状态，而欧洲互联网未来

将被中国或美国互联网

公司攻占。

王小川说，中国互联

网企业做得好，主要有以

下 三 大 原 因 ：1. 人 口 红

利，用户越多企业边际成

本越低；2. 中国原来的基

础服务很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爆发空间；3. 中国人有活力敢冒险，

有创业激情。

不过，与此同时，王小川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中国存在的巨大

缺陷是教育能力不足。“在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占了四家，但全球

的前一百所高校中，前 20 名都没有中国，前一百中中国大陆只有北

大和清华两所，所以中国和世界的顶级有很大的距离。”王小川认为，

这会导致中国缺乏原发的技术创新动力。

王小川：
中国互联网发展为何领先于世？

IP， 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 缩 写 ，意 为 知

识 产 权 。 2015 年 被 公 认

为 IP 市场引爆的一年，尤

其是经典 IP 的影视改编

获得了诸多突破。日前，

中国版权协会年会平行论

坛在京举行，掌阅科技创

始人贾生亭说：“好的 IP

不是复制粘贴，是创新。”

贾生亭表示，目前虽

然 IP 市场供需火爆，授权

费用不断创出新高，但在

繁荣背后，真正作为根本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显现出足够的创新。他

说，好 IP 首先需要积累，需要沉淀。一部文学作品从它的出现到 IP

的衍生和引爆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个积累不单单是等待政策和

行业的转变，更需要像发酵一样，发酵粉丝的价值。其次，好的 IP不

是复制粘贴，是创新。一旦作者出现“凑字数，凑情节”的行为，作品

肯定也会跟着出问题。为了保护成名后的创作者，掌阅现在是用专

业的影视、动漫和游戏团队对作者进行一对一的服务，从不同的角度

对作者的作品进行全版权的运营，给这个创作者独立的创作空间。

“对于日活 1700 万的掌阅来说，未来两年将努力打造出具有世

界级竞争力的数字阅读平台，这其中不仅包含硬件软件，也有文学创

作，以及 IP衍生内容。”贾生亭说。

贾生亭：
好的 IP不是复制粘贴是创新

初出茅庐，陈仙辉就与“超导”不期而遇。

“超导”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指的是某些材料在降到一定温度时，电阻消失为

零的现象。超导体具有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等

一系列神奇的物理特性，在科学研究、信息通讯、

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领域均有重大的应用前

景，受到世界广泛关注。

上世纪 80 年代，国际学术界曾掀起“超导

热”。国内当时除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外，中国科

大是高温超导研究的重要单位之一。1987 年

初，24 岁的陈仙辉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读

研一，作为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他前往中国

科大应用化学系钱逸泰和陈祖耀实验室学习。

这一时期，国际超导研究鲜有进展。除了已

发现的金属和合金超导体、铜氧化物超导体、重

费米子超导体、有机超导体外，超导家族没有新

发现，很多研究人员都重新选择了研究方向。

1989 年，硕士毕业的陈仙辉继续在科大学习，师

从吴杭生院士读博士，1992 年留校工作，时至今

日，他一直默默耕耘在超导研究领域。

2008 年 2 月，在外开会的陈仙辉得知，日本

科 学 家 发 现 氟 搀 杂 的 镧 氧 铁 砷 化 合 物

在-247.15°C 时具有超导电性。开完会的陈仙

辉，旋即赶往学校，深夜 11点，他回到办公室，召

集学生讨论和开始工作。

“日本科学家的工作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基

于长期的积累，陈仙辉首先想到用钐替换镧作为

研究对象。一个多月，夜以继日，3月 25日，陈仙

辉小组经过反复实验验证，在国际上首次在常压

下获得临界温度达到 43K（–230.15°C）的铁基

化合物超导体，这标志着人类发现了新一类的高

温超导体，超导家族又多了“铁基高温超导”这一

新成员。

该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

并入选当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目前，该论文

已被他引 1100 余次，是 2002—2012 十年期间我

国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十篇论文，在物理领域排名

第一。

为超导家族增添“铁基高温超导”新成员

■资讯

■“三区”科技人员扶贫记

在陈仙辉的事业版图里，教师始终占据着一

席重要之地。

“我是一名科研人员，同时也是一位老师，教

书育人是我的本职工作。”给本科生开课，也是陈

仙辉一直以来的坚持。从 1996年开始给本科生

教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一直到 2014年，

这门课陈仙辉整整讲授了 19年。

而当年，在正式走上三尺讲台前，导师吴杭生让

陈仙辉足足跟堂听了三年的课。在讲授《热统》的前

两年，陈仙辉的课堂上时常有一位神秘的旁听者。

后来陈仙辉才知道，旁听者是吴杭生的研究生，被派

来“偷偷”听课、“监督”陈仙辉的教学能力。当听到

学生“反应很好”后，“先生才真正放下心来”。

“先生对教学非常重视，这一点也深深影响

了我。”2014 年，为了让本科生更快地接触凝聚

态物理的前沿知识，陈仙辉开设了《凝聚态物理

前沿》一课。因为是前沿性的课程，陈仙辉没有

教材。讲课时，他就用大量直观、清晰的物理图

象来描述复杂的概念和机理。“陈老师的课程不

受复杂的物理概念和现象的羁绊，他总是很自由

地穿梭其中，逻辑清晰连贯却又不失拓展和发

散，还将自己的科研理念渗透在课程中，就像演

绎一部逻辑严密的大片儿。”少年班学院 2012级

本科生江宏达在陈仙辉的课上受益良多。

“陈老师的课就像一部逻辑严密的大片儿”

文·刘爱华

在陈仙辉眼里，超导充满魅力。“有人说，人

类文明史可以用材料来划分，石器时代、青铜时

代、铁器时代……下一个可以用来划分时代的材

料，可能就是室温超导体。”陈仙辉用坚定的语调

描述他的超导世界，“如果发现室温超导，它给人

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将是天翻地覆的。到那个时

候，我们出门可以坐上悬浮的超导车，甚至手机、

手提电脑充一次电就能用上好几个月。”

面对科研之路，陈仙辉自信而清醒，“坚持原

始创新是科研人员的生命”；面对取得的成绩，陈

仙辉低调而谦逊，“我很幸运，正好遇上了超导研

究的两次热潮。”

做研究不能有功利心，在陈仙辉看来，“基础科

学的研究是一个甘苦自知的漫长过程，也是积累的

过程。从自由探索到深入研究，再到实验阶段，积累

到一定程度之后，出成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不功利的科研态度，成就了“柳成荫”的创新

成果：近年来，陈仙辉和他的弟子们组成的科研

小组取得的成果呈现井喷式爆发，团队发现的新

型超导体涵盖铜氧化合物、富勒烯、铁基和有机

超导体等体系，取得了系统性和创新性的成果，

在《自然》、《科学》和《物理评论快报》等国际著名

学术期刊先后发表多篇高质量的论文。2013

年，陈仙辉基于黑磷具有与石墨类似的二维结构

且有能隙，提出开展对其研究的思想。随后，他

利用高温高压技术生长出高质量黑磷单晶，并与

复旦大学张远波等小组合作，成功地在二维黑磷

薄层晶体实现了场效应晶体管。

陈仙辉以及中国高温超导研究团队，给了国

际超导学术界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坚持原始创新是科研人员的生命”

2011年，陈仙辉拿出 20万元，在中国科大物

理学院设立“吴杭生纪念奖学金”，以表达对恩师

的怀念和感恩。

“先生很严格，对我的博士论文，他几乎是逐

字逐句地修改”，陈仙辉记忆深刻。吴杭生奉行

的是“授人以渔”的教学方法，从来不直接说“是

什么”，而是让学生主动去探寻“为什么”。

如今，陈仙辉的身上也有着鲜明的“吴氏风

格”。

他坚持“一对一”的指导研究生，经常到实验

室和学生一起做实验、分析数据。对于实验数据，

陈仙辉的要求几乎苛刻。实验结果出来后，他要

求多次重复，做到确定无疑。他经常问弟子：“你

能确定吗？”“你能拍着胸脯说是正确的吗？”

刚刚通过“青年千人计划”（南京大学）的刘荣

华在跟随陈仙辉读博士时，为研究一种铁砷超导

新材料，整整做了一年的实验，获得了一些进展。

但由于超导体积含量比较低，陈仙辉不让他急于

写论文，要求做到超导体积含量很高时再写。

“坊间都说我很严格。”，陈仙辉爽朗地笑言，

“严格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才，没有严格的训练，以

后就没有竞争力。”陈仙辉有个准则，“学生在校期

间对我有抱怨，我可以不在意。如果学生毕业三年

后还对我有看法，那我就要认真反省自己了。”

严格只是在科研和学习上。陈仙辉在生活上

很爱学生。为了保证组里研究生的生活，除了国家

和学校发的助学金和补贴外，陈仙辉每个月在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给每个学生提供额外的

助研费；有国际学术会议，他尽可能让学生参加；学

生毕业出国，他就写推荐信向同行积极推荐。

近年来，这个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大研究

团队开始闻名于世。在位于纽约长岛的布鲁克

海文国家实验室，有个不成文的定律，只要是陈

仙辉的学生，都能放心接收。

爱憎分明的“严厉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