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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有约

近日，《大众科学》杂志再次从美国科学和工

程领域的研究人员中，评选出本年度最具创新型

思维的 10大年轻面孔。

斯达兹·噶哥：保护硬件免遭黑客破坏
芯片包含一系列功能模块，每个模块执行特

定任务，中心模块会控制模块间的数据传送。黑

客们伪装成工人潜伏到工厂，向芯片刷入一些恶

意固件，日后就会控制或毁坏植入该芯片的各种

设备。

纽约大学 34岁的噶哥开发出对抗硬件黑客

们的战略新方法：将芯片的不同模块随机分散到

不同工厂生产，黑客无法获得包含所有模块的完

整芯片，“潜入”计划无法实施。现在，波音等大

型公司已开始利用该技术保护芯片安全。

丹妮尔·巴塞特：开创神经科学新领域
神经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路是，研究大脑不同

区域的特定功能，不将大脑作为整体进行研究。

而宾夕法尼亚大学 34岁的神经科学家巴塞

特对这个传统思维提出了挑战，开创了一个全新

的研究领域——网络神经科学。她认为，大脑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脑区集合体，每个大脑都是一个

动态的神经元网络，因此内部结构瞬息万变，功

能也会令人难以置信地“灵活多变”。

康纳·沃尔什：让绿皮人变钢铁侠
多年来，金属框架让机器人服装太过沉重，

且无法与人体完美贴合，穿着像被锁在铁皮衣里

一样。为了让铁皮人变成拥有高科技能力的钢铁

侠，哈佛大学34岁的沃尔什带领团队利用尼龙和

弹性纤维材料缝制出新型柔软的机器人服装。

新服装可减少行走能耗 7%，这对那些需要

背负沉重物资长距离快速行军的士兵以及行动

不便人士来说，是个好消息。

苏奇·萨莉亚：设计预测疾病的新算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33 岁的萨莉亚喜欢设

计算法，从小就沉迷于编写和修改程序密码，长

大后她将这一爱好发展成职业。

萨莉亚和她的团队研究了 16234 份感染性

休克病人的电子病历，识别出包含尿检结果和白

细胞数在内的 27个变量。开发出的新算法能在

感染损害器官前精确预测出 85%的病例，提供了

能在第一时间预警的工具。

康斯坦汀·巴提根：新模型揭示太阳系可能
存在第九大行星

加州理工大学 30岁的年轻行星天体学家巴

提根和同事迈克·布朗，根据太阳系内海王星碎

片带内物体活动的长期研究，建立了模型，试图

解释某些行星轨道失衡的原因，却在今年初意外

发现了第九大行星。

巴提根的理论模型还能解释许多违背现有

理论的异常现象，他从堆积如山的现有数据中为

我们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行星的理论，不仅能

解释一些天体之谜，还暗示至今未被发现的奇观。

希嘠尔·卡多奇：瞄准癌细胞扩散的生化机理
年仅 31岁的卡多奇自认为是癌症生化机理

的“狩猎者”。长期的勤奋工作帮助她找到了一

个新的致癌元凶——BAF蛋白复合物。

过去认为，BAF只是监控并保持 DNA 结构

的分子卫士，能开启某些基因、关闭另一些基

因。而卡多奇发现，20%以上癌症患者的 BAF变

异成 SS18，使得不该关闭的基因关闭，不该开启

的基因开启，导致恶性细胞扩散。只要将 SS18

恢复成 BAF,癌细胞就会停止繁殖，大量患者将

从中受益。

威廉姆·拉特克利夫：探寻生命进化之谜
生命进化的最大秘密之一是，单个细胞如何

违背优胜劣汰聚集起来形成多细胞生物。佐治

亚工学院 35岁的拉特克利夫为单细胞到多细胞

的过度给出了更深层注解。

他研究发现，酵母细胞会自我复制紧密聚

集在一起，形成丝状多细胞结构“雪花”。酵母

细胞拒绝表达能让单个细胞不断进化的基因，

主动表达另一些基因，这种选择使得雪花结构

越聚越大，“群聚”帮助单细胞生物进化成更复

杂的生物体。

约翰·贡纳·卡尔松：用几何学重新丈量我们
的世界

当美国著名的橄榄球俱乐部旧金山淘金者

对正在建造其容纳 6.8 万观众的体育场时，其负

责人带着难题找到 33岁的卡尔松。只因他创建

了一个全新的数学公式，可用几何学知识变换各

种物流问题的解决思路。比如快递服务中，利用

几何学将快递区间分成不同形状，算出各个形状

的周长，找到周长最短的形状区间，快递任务才

能最高效完成。

卡尔松正在用这种概念帮助波音、甲骨文甚

至美国空军解决面临的最复杂挑战。

希亚姆·格拉科塔：用WIFI信号给设备充电
内置在手机和笔记本中的 WiFi芯片通过产

生射频信号进行通讯，这个过程耗电非常大。

华盛顿大学 31 岁的格拉科塔发明了一种

“被动 WiFi”装置，不仅不要射频晶体管也可产

生 WiFi 信号，且这些看不见的信号能产生电力

为手机充电。他们证明，WiFi通道继续上网时，

空置通道能成功给 20英尺外不带电池的传感器

和小型相机充电。未来，电子产品完全可以不用

再装电池了。

张良方：让纳米粒子成功逃脱免疫攻击
小小的人造纳米粒子能精准将药物递送到

患病组织，但面临一大挑战：免疫系统会将纳米

粒子误认为病毒“吃掉”。以前，有研究人员试图

“诱骗”免疫系统，但收效甚微。而加州大学的张

良方从自然界吸取设计灵感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用红细胞的细胞膜片段将纳米粒子包裹

起来，细胞膜上携带的蛋白质能向免疫系统发出

“撤退”信号，这些纳米粒子成功绕过免疫系统。

他还带领团队用血小板取代红细胞包裹纳米粒

子帮助伤口止血，且老鼠试验证明，只需 1/6 药

量，药效却比传统给药方式高很多。

《大众科学》评出2016年度十大创新人物

留声机

文·本报记者 刘燕庐

■人物点击

“大数据业内目前泛滥着许多概念，原本从云计算到大数据、再

到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是以时间轴为序列的进程，就像春夏秋冬的轮

替一样，如今都被炒作得好像我们马上要实现这些发展了。”在近日

举办的 2016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年会上，东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宝卫如此阐述对大数据行业的现状观察。

“大家要少一些对大数据行业发展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行业孕育

萌发期，要遵从客户实际需求，而非自己想象出的需求。”杨宝卫举例

说，中国超算已经步入世界前列，但实际上国内不少超算中心，如今

的运行状态都处于闲置模式，鲜有发挥作用。这就是因为目前国内

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几乎都用不到超算，我们对信息处理的能力还不

足，致使没有几家企业能真正有高计算能力上的需求。

（本报记者 刘岁晗）

杨宝卫：
谈大数据得
多讲求“实际”

年关将至，江苏省徐州地铁 2号线市政府站

即将封顶。开工仅 10 个月，便创造了徐州地铁

建设史上车站当年开工、当年封顶的新纪录，被

誉为“徐州速度”。其技术领军人便是行业内出

名的“盾构痴人”——中铁十二局徐州轨道交通

2号线一期工程副指挥长毋海军。

初见毋海军，是在“毋海军劳模创新工作

室”。这是一个由毋海军领头，集工程项目各不

同专业技术骨干于一体的创新平台。

创新工作室于今年 11 月在徐州成立，仅一

个多月，就以徐州地铁为背景，形成研究课题 9

个，目前已经完成《地下连续墙穿越不良地层

的施工技术研究》和《深嵌岩套管咬合桩施工技

术》2个课题。

这样的工作速度，令人难以置信。可谁想

到，毋海军这个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中年汉子，

去年刚做了切除脑垂体瘤的开颅手术。

2015 年 5 月 4 日，毋海军被确诊为脑垂体

瘤，在北京接受了手术。“当时，正赶上沈阳地铁

下穿浑河，施工难度大，工期紧张。他不顾医生

反对，手术出院后仅 3 天，就回到了工地。”项目

部党工委书记花相明回忆说。

拖着病体，毋海军创造了东北高寒地区地铁

车站当年开工、当年封顶的“沈阳速度”；他用一

台盾构完成了别人两台盾构才能完成的任务，首

家贯通了全线最长的盾构区间。

对盾构的痴迷，成了毋海军创新的不竭动力。

1990 年，毋海军从兰州铁道学院工程机械

专业毕业，来到中铁十二局集团，成为一名普通

技术人员。历经从逢山凿路，转向水下、地下凿

隧。先后在深圳、长沙、沈阳组织完成了 3 次经

典的盾构穿越。

2008年，有着“中国铁路世纪隧道”之称的广

深港铁路客专狮子洋隧道开工建设，毋海军担任

项目常务副经理。这是我国首条穿江越洋的水下

铁路隧道，开挖直径近 12米，运营速度目标值为

世界第一。“那时我38岁，能接触到当时我国铁路

最大的盾构工程，感觉特别幸运。”毋海军说。

此后，毋海军主动要求参与难度大、技术新

的项目，不断挑战各种技术难题。

毋海军痴迷盾构，还在于他的责任心。拿他

参与建设的沈阳地铁来说，施工在水下 22米，河

床最低处距离隧道顶为 13米。盾构在河床下施

工，承受的压力巨大，压强约 50 万帕斯卡，相当

于每平方米要承受 50吨的重量。

“盾构施予的压力过小，掌子面的泥水就会

涌进舱内，造成坍塌、河道沉降；压力过大，则可

能击穿覆土层，产生同样后果。”毋海军说。为

此，他废寝忘食，不断学习不同地质条件下的盾

构知识，提高自身理论和技艺水平。

只有艺高，才能实现人胆大。“真正进入水底，就

是一个字——快，越快危险系数越小。”毋海军说。

创造徐州速度的“盾构痴人”文·本报记者 矫 阳

文·本报记者 聂翠蓉 综合外电

■寻找最美科技人员

一场大雪让去往瓦里关的路格外难走。从

青海西宁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瓦里关 130 多公里

的路，愣是走了 6个小时。打瓦里关山脚下顺羊

肠小道行驶 7公里后，我们爬上了海拔 3816米的

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

“今天的监测数据我们要备注下，这么多人

到来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监测要求在‘相对清

洁’的大气环境中进行。”35 岁的王剑琼边说边

去室外检修设备。本底台特种观测在气象部门

属于特殊行业，观测员日常值班除了观测之外，

更要特别留心检修观测仪器，以保证观测数据的

连续性和可靠性。

远离人类活动、地理位置特殊，观测大气成

分本底浓度颇为理想，瓦里关成为世界气象组织

在欧亚大陆唯一选定的全球大气本底基准观象

台台址。

王剑琼：无人区里的“气象担当”

“瓦里关的观测数据，是全球气候变化评估

的主要数据依据，成为历次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与

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资料，也是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重要数

据来源。”从事大气成分特种观测的瓦里关本底

台观测员王剑琼，谈及团队贡献很是自豪。

常年驻扎在高山之巅、云层深处的“无人区”

中，王剑琼和同事每天都要对山上的各种大气成

分进行数据采集，每星期都会采集“空气”样本。

一般早上７时到 10 时，他们就会遵循流程做固

定采集，如遇到下雨化雪就及时收集样品，大风

天气突袭就赶紧检查设备运行状况……

观象台室外有一座高 80 米的梯度观测塔，

维护保养任务重，不管刮风日晒还是寒冬大风，

观测员都得冒着危险爬上爬下，清理结冰、除尘、

加固仪器，保证观测正常进行。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全天候、高密度观测

大气中的各类数据。”王剑琼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拥有温室气体、

气溶胶、太阳辐射、黑炭、降水化学和大气物理

等 30 个项目、60 多个要素，每天要产生 6 万多

个数据。

当标有“瓦里关”字样的空气瓶子从他们手

里出发，来到北京后通过大使馆抵达美国。这些

空气及其分析结果，成为我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

以及全世界科学家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依据。

忠实记录气候变化数据

瓦里关常冬无夏，春秋相连，年平均气温在

零下，春季刮风时能扬起 12级大风，平均含氧量

却只有零海拔地区的 67%。

对于温室气体本底浓度观测来说，瓦里关近

4000米的海拔高度是进行科研的不二之选；而对

于人类来讲，3816米是一个时刻挑战极限的地方。

王剑琼说，台里现在有 10 个人进行轮流值

班，每组两人，每十天轮换一次。虽然大多数工

作人员来自海拔约 2000 米的青海省西宁市，但

每次换班时依然要经历高原反应。“如同背着 30

斤的行李，爬两步楼梯就气喘吁吁，嘴唇发紫，最

怵的是缺氧，头两天几乎睡不着觉。”常年上山下

山，对人体的损坏十分严重。

不仅自然环境恶劣，观测站对周围环境要求

也非常高，方圆 50公里之内不允许建任何工厂，

就连通过观测站上空的飞机也必须绕行。为了

保护观象台附近区域的环境，防止人类活动带来

的污染影响数据的准确性，瓦里关人笑说自己不

食“人间烟火”。

为了减少做饭产生的人为污染，值班人员常

年一日三餐食用半成品，很多人患上了胃肠疾

病。要想吃上顿有菜的饭，要到 20 多公里外的

共和县去买。“现在条件改善后，能用电灶弄点简

单的吃喝。”王剑琼笑着说。

在这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王剑琼一呆

就是十三年，累计在野外观测 1300多天，且在枯

1300多天无错情坚守

燥重复性的工作中从未出现过一次错情，先后承

担气相色谱 5890、臭氧总量、降水化学/酸雨、温

室气体在线观测系统等多个业务项目的项目负

责人。

“这里八月飘雪并不稀奇，冬天能到零下 20

多摄氏度，大雪封山也很常见。”王剑琼坦言，自

然条件的艰苦都能想法子克服，精神上的寂寞孤

单让人抓狂。“上山 10天，别说人了，连个羊都见

不到。但既然选择了气象，我们就得怀揣梦想、

选择坚守。”

今年 35岁的王剑琼，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瓦

里关工作。常年的高原工作，让这位身材不高、

皮肤黝黑的年轻人，言谈举止格外老练。

台站观测使用的仪器大多为高精度光学仪

器，由世界气象组织从各个国家调配，仪器性能、

原理、软件系统等差别较大，有些仪器操作使用

复杂，标定调试工序严格、繁琐，技术资料基本为

外文。

在实验室和观测场里，摆满了各式看不懂的

仪器。王剑琼的师傅黄建青说，小王好动脑子，

刚来时不懂就会问。“有时候我也答不上来，只好

向别人请教。”

走进观象台办公室，各种监测仪器有序运

行，英文标注的各种记录册和报表随处可见。为

了熟练使用仪器，王剑琼和同事通过出国进修、请

专家讲课、现场自学等形式，在较短时间掌握了仪

器设备的使用方法，高质量地完成业务观测。

在高海拔地区使用精密仪器，仪器往往出现

不适应，极端环境致使基地的观测仪器频频遭受

自然灾害的威胁，尤其是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极易造成观测设备的损坏。一旦仪器出现故

障，不仅返厂维修成本很高，而且耽搁观测数据

的连续性。

于是，王剑琼琢磨自己干。当仪器出故障，

有专家上山检查或维修时，现场总少不了他专

注学习的身影。但凡观测基地仪器设备出现故

障，他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故障仪器面前。爱

问好学有心的王剑琼，如今已能捣鼓好台里大

部分仪器。

经过多年努力，瓦里关人总结了一整套仪器

调试、维护、排除故障的办法，基本形成了系统、

规范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体系。

“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能照顾好家人，和同

事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王剑琼说。

有心的全能“技术宅”

上海，繁忙的早高峰，1 号线地铁，人头攒动。如潮的乘客或许

不会想到，这条地下线路的背后，有着一个不能被忘却的名字——刘

建航。

刘建航，是我国隧道与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攻克

了众多地铁及隧道建设中的世界难题，亲手培养了一批国之栋梁，见

证了中国地铁和隧道领域的飞跃。

“在宇宙中找到一个支点”

年少时的刘建航原名叫刘建。在学习世界地理时，看到法国的

地铁密如织网，而中国没有几条铁路，就想投入发展运输、航运的工

作，便在名字里加上了一个“航”字。第二年，刘建航如愿考入了上海

交通大学，那是 1947年。

解放初期的上海笼罩着国民党轰炸的阴霾，1950年的“2·6大轰

炸”曾造成了 1300多人的伤亡和大量重要设施的破坏。当时在上海

的一个苏联专家团建议：上海要修建地铁，平时可以解决交通问题，

遭轰炸时可以防空。

大学毕业后的刘建航，开始了建设地铁与隧道的前期试验研

究。但不久试验就停止了，指导的苏联专家们，在几次失败后，一致

认为上海的地质软弱，富含水分、流沙层多，无法建造地铁，就好像是

“在宇宙中找一个支点，翻转地球”。

一群不信邪的执拗隧道人，偏要通过实践建造自己的地铁。

1960 年，上海正式成立了隧道工程局。在浦东塘桥进行了最早

的盾构摸索和试验，于一片农田之上做了直径 4.2 米的盾构，推进了

100 多米的隧道。1965 年，地铁和地铁隧道试点工程在衡山公园展

开，在地下，建造了一座地铁站。

在通过了直径从 4 米、6 米到 10 米的盾构和钢筋混凝土管片的

地上与现场试验，刘建航和同事们终于得出了上海可以用盾构和钢

筋混凝土管片来建设地铁和越江隧道的结论。

“要挖你们就先把我挖进去！”

1989 年，60 岁的刘建航即将退休，但他终于迎来了上海的第一

条地铁——地铁 1号线的开建。作为总工程师的他把多年的经验和

大量的心血倾注其中。

1991 年的 5 月 23 日，已不在地铁公司有头衔的刘建航，作为徐

家汇站工程的现场督察，每天下午都要来工地。当天，他从几千个数

据中捕捉到了疑点：有几幅地下墙正在变形，判断继续开挖，将出现

墙断坑塌的重大灾害性事故。于是，刘建航果断拉响了警报，向不解

的施工工人大喊：“我现在就是现场指挥，大家不要再挖，赶快救

险！”眼见坑下施工队伍依旧不听劝阻，62岁的老人索性下进了 17米

深的基坑，挡在挖掘机面前：“不准挖，要挖你们就先把我挖进去！”这

震住了所有人。

要知道这里的基坑两侧不到 5米的范围内埋了煤气、上水、通信

电缆等重要管线，西侧还是交通繁重的沪闵要道，边上有徐家汇图书

馆和徐家汇天主教堂，如果坍塌，图书馆甚至可能一起陷到坑道里。

施工停止，开始进行注浆修补。结果注浆三天三夜，才止住了险情，

令人后怕不已。三天三夜，刘建航始终坚守在现场，直到险情排除。

甘为“上海地铁一兵”

在刘建航的领衔下，上海研究、设计了含水软弱地层中盾构隧道

单层钢筋混凝土管片拼装衬砌和结构防水关键技术，攻克了在江底

高压沼气砂层克服喷发沼气流沙等世界难题，创造性地建立了时空

效应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了软土深基坑设计与施工中，编写了《盾构

法隧道》《地基工程手册》等著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的隧道和地铁建

设，奠定了坚实的工艺和技术基础。

1995年，刘建航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获得上海市科技

功臣的荣誉。一位书法家送给刘建航一副对联，上书“赠上海地铁之

父”，刘建航用涂改液把“父”字改成了“兵”，才把这幅“赠上海地铁之

兵”，挂在了墙上。

2008年，刘建航院士捐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发起并设立“刘建

航院士奖励专项基金”，专门用以开展对优秀中青年技术人员的奖励

和学术交流活动。

但时间却定格在了2016年7月31日，87岁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

刘建航：
矢志不渝 为国建航

文·本报记者 刘 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