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身农村，学的土壤与农业化学，工作又成

天跟污泥、土壤打交道，周顺桂自嘲“土得掉渣”，

刚从福建一茶厂“出诊”完就直接来京领奖，连穿

的衣服都是临时借的。

但当他穿着肥大的西服，迈着矫健的步子走

向领奖台时，却分明帅出了新高度。继中国青年

科技奖、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荣誉

之后，近日，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周顺桂荣获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

“科研要转化为成果，最终服务于社会。”

这是周顺桂对科研的理解，也是他一直追求的

目标。

周顺桂告诉记者，与水和大气污染不同，土

壤污染的隐蔽性较强。发达国家能用的土壤修

复技术，在我国就不一定适用。为此，自 2003 年

起，他开始针对华南特定的土壤条件，在国内率

先开展基于微生物胞外呼吸的土壤原位修复理

论与技术研究。

所谓土壤原位微生物修复，是指不移动受污

染的土壤，直接加入微生物及营养物，通过供氧

来降解污染物。与物理化学修复相比，这种修复

方式具有高效率、低成本、非破坏、适用广等特

点，现已成为土壤生物修复技术的生力军。

周顺桂建立了基于生物电化学的高通量胞

外呼吸菌筛选系统，发现并命名了 4个胞外呼吸

菌微生物新属、30 个新种。目前，他和团队已从

稻田、森林及沉积物等生境中分离保藏胞外呼吸

菌 1000 余株，建立了我国首个胞外呼吸菌种资

源库。

除了让受污染的土壤“妙手回春”外，周顺桂

还打起了生活垃圾以及有机废弃物的主意。他

说：“污泥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我国每年生活污泥

产生量达到3500万吨以上，如果以肥料来计算的

话，相当于500万吨有机肥，如果以能源化价值来

计算，可以产生数 10亿度电。”别人“谈污色变”，

他却致力于研发先进技术将污泥变废为宝。

作为全国首个省级污泥产业协会会长，周顺

桂近 10年来把很大精力放在如何将污泥资源化

技术产品化，研发出切实可用的装备上，他的研

究成果先后荣获广东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等。

他发明了 UTM 超高温好氧发酵技术，其技

术核心是专利菌种——超高温嗜热微生物。该

技术具有减量化明显、无害化彻底、占地小、投资

低的显著特点，目前已在北京、河南、福建、广东

等地建立了有机废物资源化循环利用产业化示

范基地，仅北京顺义的污泥产业化基地日处理量

就达 600吨，已处理污泥 25万吨。

在繁忙的科研任务之余，他还兼任中国环境

资源与生态保育学会秘书长等职，一年中有三分

之一时间在为修复土壤、减轻环境污染奔波——

乘坐“红眼航班”，凌晨一两点到家；睡前读一篇

英文文献；接到企业的求助电话，立马就得收拾

东西走人……这早已成为他生活的常态。

6 月 1 日，周顺桂获光华奖的消息在朋友圈

被刷屏。一位他早年指导的中学生，现如今在美

国明尼苏达大学从事土壤污染修复方向研究的

博士生转发了 2014 年周顺桂获广东青年五四奖

章时的颁奖词：“他是大地母亲的疗伤师，他是一

位真正的耕耘者……”

周顺桂：“土里土气”的大地疗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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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里 巴 巴 集 团

董 事 局 主 席 马 云 近

日 在 澳 门 大 学 出 席

了一场题为“浙商领

袖 青 年 分 享 会 ——

澳 门 之 城 的 未 来 之

约”的活动，与当地

年 轻 人 作 了 分 享 和

互动。

马云称，决定一个人成就的重要因素，还包括一个人的眼光。眼

光有多大，就能做多大的事情，一个人的眼光看到澳门，就能做澳门

的事情，而一个人的眼光能看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

马云在活动上对年轻人表示，不管一个人多能干，也永远不可能

实现所有的理想。全球化是一条很长的路，服务全球，才是未来全球

化的事情，未来 20到 30年是互联网的时代，是大数据的时代，是生物

科技的时代，未来的 30 年到 50 年，是人类社会最精彩的 30 年到 50

年，因为第一次我们这一代人看到技术对一个时代的变革，这次是整

个技术变革对中国 13亿人带来的巨大的机会。

马云：
我们将看到技术对一个时代的变革

赖绍聪

西北大学地质学
系主任，大陆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地质学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主任。担任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
评议组成员，教育部
高等学校地质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获国家高层次
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
军人才、教育部高等
学校教学名师、陕西
省首批三秦学者特聘
教授、陕西省三五人
才称号。

赖绍聪：从岩石中发现地球的秘密
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西北大学校园内，绿意正浓，古朴的地质系

主楼讲述着这里近 80年的历史。

“为了理解理论，或者验证对岩石现象各种

形态的描述，以往的岩石学课程教学，多是以观

察为主。”赖绍聪告诉记者，他在教学中，一方面

突出重点，精简过于繁琐的记忆性内容，另一方

面提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及参考文献，让学

生阅读后写出自己的认识。

在实习教学中，赖绍聪则只提供基本岩石素

材，然后让学生采用多种方法对所提供的岩石样

品进行分析，做出岩石鉴定及分析报告。“他们要

综合地运用所学知识。这都是加强学生动手能

力、综合能力训练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提高学

生思维能力很有帮助。”赖绍聪说。

赖绍聪与西北大学的缘分始于 20 多年前，

1994 年赖绍聪在这里的地质学博士后流动站做

博士后研究工作，1996年留校任教至今。他这些

年积攒了很多头衔，都与地质教育密不可分：国家

理科人才培养基地负责人，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主

任、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常务副主

任，地质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赖绍聪发现，我国传统地质学教育体制与发

达国家存在差距，“课程类型和内容陈旧，教法落

后，因注重知识灌输而忽视了方法和能力的培

养，再加上考核方式单一。”赖绍聪说，这也是我

国地质学人才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原因。

20年扎根地质教育

有 人 这 样 评 价 ，“ 他 的 每 堂 课 都 是 一 次

学术与激情的完美融合，知识与智慧的生动

合作。”

不要以为赖绍聪只是在教书，学生都知道

他最喜欢的歌曲是《勘探队员之歌》。“背起了

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这首歌激

背起行装，攀上层层山峰 微软企业发展负

责人佩吉·约翰逊近

日表示，微软不会自

主 开 发 无 人 驾 驶 汽

车，但希望用相关技

术去帮助其他厂商。

她在《华尔街日

报》与 f.ounders 共 同

举 办 的 Converge 科

技大会上表示：“我们不会开发自己的自动驾驶汽车，但我们愿意提

供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技术。”

约翰逊表示，微软已经与多家汽车厂商沟通，了解它们正在寻找

什么样的技术。她表示：“汽车厂商都在研究，如何在这一领域实现

差异化。”微软已经与“七八家汽车厂商，以及汽车行业的一线供应

商”就可能的应用展开讨论。

她表示：“我们将采用不同的方式，帮助多家不同合作伙伴。你

会看到我们继续这样做。”

《华尔街日报》副总编辑瑞贝卡·布鲁门斯特恩问到，在开发车载

操作系统时，汽车厂商是否有可能选择与微软，而不是谷歌合作。约

翰逊表示，这完全有可能。

不过她也表示，汽车厂商“联系我们时通常专注于某一点”。例

如，某些厂商希望提高车内的生产力。

“每天你在车里的时间很长。这里能否成为你新的办公室，新的

办公桌？成为你完成工作的地方？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不过每家厂

商的需求都略有不同。”

关于微软的技术将于何时面市，约翰逊表示：“或许这更多地取

决于汽车厂商，因为它们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约翰逊：
微软不会自主开发无人驾驶汽车

在 此 前 举 行 的

Code 大会上，特斯拉

和 SpaceX CEO 伊

隆·马斯克分享了他

包括殖民火星等在内

的一系列想法。这并

不是他首次分享极为

前沿的概念和想法。

马斯克预计，人

类将在 8年后启动飞往火星的旅程，并将于 2025年抵达火星。

马斯克于 2002 年创立了 SpaceX，其目标是“让人类生活在其他

行星上”。今年 4月，SpaceX 宣布，利用该公司的“重型猎鹰”火箭，将

在两年时间里启动不载人的火星之旅。

马斯克甚至谈到了，在殖民火星后，法律将如何运转。马斯克表

示：“在火星上，最有可能的政府组织形式是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表制

民主。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就各类问题直接投票。我认为，这样的模

式较好，因为相对于代表制民主，直接民主的腐败可能性较小。”

马斯克表示，他希望在火星上死去。“如果你可以选择在什么地

方去世，那么火星或许并不是个糟糕的选择。”

此外，马斯克还在 Code 大会上谈到如何避免人工智能比人类

更聪明导致人类沦为“家养的宠物”。他表示，不喜欢人类变成宠

物这种概念，并提出解决方案——给人类大脑植入“神经网”。这

样的设备能匹配人类大脑，使大脑获得数字计算能力。它可以通

过注射器注入体内，而不必通过手术植入。这种设备的原型已于

去年公布。

马斯克表示，神经网将成为与人类大脑共生的“人工智能层”，

使人类跟上人工智能的发展。“这将会是某种直接的大脑皮质界

面。”他说。

马斯克：
8年后人类将启动飞往火星旅程

如果人才培养方案不能很好适应现代地学

发展需求，该如何改变这一状况？

“要转变，一种‘要我学’向‘我要学’、‘我愿

学’和‘我会学’的转变。”赖绍聪说。

赖绍聪告诉记者，他看重的是培养学生全新

的地学观及创新能力。“我们系有着近 80年矿物

岩石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优质教学资源积

累，我们应当以这些为基础，并密切结合当前国

际地学发展趋势。”

赖绍聪带领的是一支“晶体光学与岩石学”

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他们努力统筹矿物岩石

课程群不同阶段、不同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计划，

重新梳理优化课程群基础教学核心知识，形成了

基础—理论—前沿—探索“四层次”矿物岩石学

课程群科学合理、循序渐进的课程教学新体系。

“为的就是全面体现研究性教学课程的设计性、

综合性及创新性，改变了以往‘以验证为目的’的

课程教学内容。”赖绍聪说。

也正因如此，在多年的实践中，尤其是在

西部地方院校进校生源质量偏低的实际条件

下，该校地质系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据了

解 ，地 质 学 专 业 成 为 西 北 大 学 唯 一 的“ 六 星

级”顶尖专业，在国家基金委 3 次基地评估中

均被评为全国优秀理科人才培养基地，成为我

国地质科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赖绍

聪本人也因此获得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

计划领军人才（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等称号。

打造西北大学顶尖专业

“西北大学有哪些好老师？”有人在知乎上发了个帖子。在学生们的跟帖里，地质系几

乎无一例外地先提到了赖绍聪。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近期召开的第十四次地矿行业最高终身荣誉奖“李四光地

质科学奖”的颁奖大会上，赖绍聪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教师奖”。

《勘探队员之歌》是他最爱的歌曲之一。背着行囊，他曾走过高山大川；手执教鞭，他

在古都的校园已坚守了 20 年。日前，记者走进古朴的西北大学校园，走近这位国内地质

学界有代表性的人物。

■周一有约

■第二看台

文·本报记者 姜 靖

励了一代代地质工作者，赖绍聪不但用这首歌

激励学生，他本身也是这种精神的践行者。连

续 12 年，他承担野外教学实习及指导本科学生

毕业论文野外实习任务；4 年担任秦皇岛野外

实习队队长，并执笔完成了《秦皇岛野外教学

实习规范》。

“青藏高原是块神秘的领域，是孕育当代地

球科学新理论的天然实验室，是打开地球奥秘

的金钥匙。”赖绍聪多次深入无人区从事野外

调查。他介绍，我国大陆与大陆构造在全球有

其独特性，如果选择青藏高原为研究基地，重

点解剖，就会有很多发现。赖绍聪发表过的

190 余篇论文中，“SCI”收录 58 篇，其中不少都

来自于那片“圣域”。他在青藏高原新生代火

山岩、祁连山、阿尔金山、柴达木蛇绿岩及区域

构造演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系统研

究成果，而他本人也获得过黄汲清青年地质科

学技术奖、青年地质科技奖、青藏高原青年科

技奖等多项奖励。

秦岭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典型造山带之一，

也是在西安“家门口”的研究宝库。赖绍聪和他

的科研团队在 20 多年的不断探索里，以勉略蛇

绿岩的精细解析为抓手，为勉略缝合带的厘定以

及中央造山系新的构造演化模型提供了重要基

础科学依据。

“无论勉略缝合带抑或勉略蛇绿岩的发现和

厘定，均属近年来秦岭造山带构造研究中的重要

进展。”这些让地质门外汉的记者一头雾水。但

记者获悉，上述发现使得对秦岭造山带的认识由

过去简单的华北与扬子两大板块沿商丹带碰撞

的构造体制转变为华北、秦岭微板块和扬子等 3

个板块沿商丹带和勉略带碰撞的构造体制。

当然，除了这些，赖绍聪在云南三江地区高

黎贡带构造岩浆演化方面，在腾冲板块早白垩世

高分异 I—型花岗岩的成因和构造意义方面，在

扬子西缘新元古代花岗岩类成因及其构造意义

方面都有重要研究成果。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是我国地质行业最高

层次的荣誉，获奖者一生只能被授予一次。赖

绍聪说自己“幸运”，但他也常说人生最大的价

值在于奉献——在奉献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在

奉献中享受最快乐的人生。当自己的学生能够

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奉献时，那是他作为教师最

幸福的时刻。

你相信移植到人体内的无生命“陶瓷”，能从

人体中获得“生命”并再生新骨修复损坏的骨骼

吗？四川大学张兴栋院士正是从发现这一奇迹

起步。“简单来说，就是把一种磷酸钙生物陶瓷的

医用陶瓷植入体内，隔段时间陶瓷就会慢慢消

失，转变成人的新骨头。”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

10 多万例的病人使用了张兴栋团队研发生产的

骨诱导材料，全国 90%以上的生物活性涂层人工

关节，包括在华的独资外企都在使用他研发的材

料涂层技术。

在加拿大近日举行的第十次世界生物材料

大会上，张兴栋接任了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会联合会主席。这是该联合会成立以来，首次

由我国科学家担任主席。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张兴栋和他的研究团队

首次发现并确证无生命的生物材料可诱导骨再

生形成，引起学界长达十余年的争议；再用十几

年时间，研发出骨诱导人工骨及其工程化技术，

被誉为“划时代地在再生医学中宣告骨诱导性

生物材料的到来”“开拓了世界生物材料科学

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并进一步提出组织诱导

性生物材料新概念，即生物材料不仅可诱导

骨、亦可诱导非骨组织形成。与此同时，创办

产学研结合研究机构，为全国 10 余万病人提供

骨诱导材料——面对传统的质疑、科学的难题，

张兴栋用一位真正科学家固有的锲而不舍的精

神，坚定地行走在探索科学未知世界的冷风中，

与他的研究目标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科研生涯，今年 78 岁的

张兴栋院士说：“科学发现的机理可以探讨，但实

践结果就是真理；如果你自己不倒下，那谁也打

不倒你。”

1983 年，张兴栋与四川一家医院合作开展

生物活性人工骨（牙）及涂层植入人体研究中偶

然发现，一块多孔的磷酸钙陶瓷埋入动物体肌肉

和皮下后，居然变成了真骨头。无生命的生物材

料可诱导有生命的机体组织和器官再生或形

成？随后，他在 28 只狗、60 多只兔子和 100 多只

老鼠的非骨部位同时植入“多孔陶瓷”，通过统计

分析证实了这个发现。

可这个科学奇迹，在把他提升到希望顶峰的

同时，又把他推进质疑的深渊。1991 年，当张兴

栋满怀希望在意大利世界生物陶瓷大会上公布

自己的成果后。其通过“骨诱导性生物材料”能

够将无生命材料变为有生命骨组织这一结论，却

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质疑。

“一时间，非议不断。有人说，这个成果不具

备统计学意义；有人说，一个学物理的他懂分子

生物学吗？想法怪异。”张兴栋告诉记者，当时自

己坚信“生物材料骨诱导作用的科学机理可以讨

论，但实验的事实不可否定；我虽然不懂医学，但

是懂材料，并有医学专家合作。”

传统是科学探索的一道冷酷界限，凡是要想

进入未知领域的人就必须要跨过它。此后，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 973等重大项目陆续支

持下，张兴栋不断证实自己的发现——来自老

鼠、猴子、猪等动物的 10000 多张切片和大量实

验，佐证科学机理；从基因激活、基因表达探寻理

论路径，证明理论模型。尽管在这期间，他获得

的科研支持还被有些人评价为“降低了我国自然

科学基金整体水平”。“当时总是想，都坚持了几

十公里了，万一还差最后一公里，这条路就走通

了呢？我不能放弃。”回顾当时，他不无感慨。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兴栋开始实践“产学

研一体化”。他和团队开办的公司注册资金仅

50 万元，在国内生物材料领域“小的可怜”，却

创造了年均上千万元的产值。不仅反哺了理

论研究工作，其研发出的羟基磷灰石人工骨、

牙种植体、涂层人工关节等生物材料产品也让

全国患者获益。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 10 多

万例的病人使用了张兴栋团队研发生产的骨

诱导材料，全国 90%以上的生物活性涂层人工

关节，包括在华的独资外企都在使用他研发的

材料涂层技术。

“科学家的成长，需要宽松的环境。”尽管如

今已拥有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等诸多“光环”，

但张兴栋认为，自己能在生物材料领域发挥作

用，不仅在“专”而且在“博”。

“有机结合各个学科的知识，才能碰撞出新

的思想。”他以人造关节材料涂层技术的发明为

例，“我自己以前也不懂什么涂层，只是偶然间将

飞机发动机尾部的喷火筒，涂层技术尝试应用到

自己的实验过程中，这才得到启发的。”

“我国的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虽然已经登上

了世界舞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生物材

料产业整体上还落后发达国家 10—15 年，加快

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张兴栋说。

张兴栋：“上帝之手”让陶瓷长新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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