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美国农业部林务局水文生态学专家欧

阳颖走进尖峰岭国家级森林生态站，与李意德研

究员等人展开深度对话，双方表达了对森林产水

量、净化水质等生态功能方面的合作研究意向。

这让潜心“掘金”雨林的李意德颇为感慨，最

初的梦想正在加速走进现实，尖峰岭的研究不仅

走下山、走出海南，辐射两广、福建等地，也在国际

研究中频频发声。

时光无言。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个热带雨林国

家级生态站之一，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已走过 30个年头，李意德见证了

这一路的艰辛和所获。

“巨型乔木、板根、老茎生花、滴水叶尖，和

粗大的木质藤本植物组成的‘空中花园’，热带

雨林特有的现象强烈吸引着我。”时隔多年，李

意德依然记得，初次来海南岛神奇的热带原始

雨林采集标本，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类带给自己

的震撼和触动。

为保证长期连续地开展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研

究，实验样地几乎都设在了无人烟的原始热带雨

林。“如果在某个实验点固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就必须提前带好帐篷，备齐充足的干粮——饼干

和榨菜，以保证观测数据的科学性、真实性。”李意

德说，坚持几个月的固定调查工作是家常便饭，不

可预知的危险也会如影随形。

某次野外实验，李意德和同事在原始林溪流

旁搭建了一个葵叶帐篷，一个多月间，开启日出观

测、日落休息的循环模式。“有天夜里忽然下大雨，

从人到帐篷被浇了个透。还好有茂密的热带雨林

保护，溪流水没有暴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此后，李意德与我国著名森林生态学家、中科

院院士蒋有绪携手攻关“海南尖峰岭热带森林生

态系统的研究”；与中科院院士方精云联手进行系

列热带森林碳汇，以及热带森林对大气氮、磷沉降

的影响等生态系统功能研究……

忍得了枯燥，受得了清苦，李意德的热带雨

林生态系统研究之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扎实

而坦然。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如果在某个实验点固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就必须提前带好帐篷，备齐充足的干粮，以保证

观测数据的科学性、真实性。

李意德，生于 1961 年 10 月，系海南尖峰岭森林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长期从事热带

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主攻方向为森林植物学、森林生

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测、自然保护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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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配合给她送别，4月 19日清晨，北

京一改前一天的风和日丽，阴冷的天气里看不见

一丝阳光。北大医院第二住院部门前近千名送行

的人们也和这天气一样，心情沉重而压抑。他们

胸前佩带着洁白的小花，共同送别一位传奇老

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

躺在层层鲜花簇拥之上的严老，身上覆盖着

党旗，面色宁静而祥和。一首舒缓的钢琴曲取代

了低沉哀婉的哀乐；一句“一世纪妇幼结缘，慈母

仁英千古，精诚为医，身正为范；三万日赤子人生，

一代大家永存，功在当代，业在千秋”，高度概括了

老人一生的功绩。

花甲老人投身围产保健事业

1979 年，全票当选为北大医院院长的严仁英

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

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

回国后，年过花甲的严仁英做了一个出人意

料的决定——从临床改行做妇女围产保健，挑起

我国妇幼保健与围产医学的大梁。很多人惊讶于

严仁英这个“逆潮流而行”的选择，但严仁英却对

自己的决定充满信心，认为这是自己做的非常值

得骄傲的一件事。她经常说，医疗只能救治一个

人，而预防则可造福很多人。严仁英希望通过围

产保健的普及，可以在第一时刻预防新生儿疾病，

实现民族优生之梦。

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

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

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 1981年到 1982年的孕

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

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3 年多时间，严仁英走

遍顺义 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 2000多个，终

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 27‰降至 17.6‰。

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

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

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 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

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

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自此，严仁英扛

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0.4毫克的叶酸之爱

对于所有妈妈，母爱都开始于备孕期 0.4毫克

的叶酸之爱。坦率地说，没有严仁英，就没有备孕

增补 0.4毫克叶酸的印证，更没有中国出生儿缺陷

率降低的保证。严仁英是一个母亲，她用自己的

勤奋好学、勇于探究的精神，圆了许多女性想要做

合格妈妈的梦。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际上已陆续有权

威文献表明，叶酸对神经管畸形的发生起到有

效的预防作用。严仁英在仔细研究后深受启

发，认识到叶酸普及对降低中国新生儿出生缺

陷的重大作用。1990 年开始，年近 8 旬的严仁英

着手神经管畸形（无脑儿、脊柱裂）胎婴儿的防

治研究工作。

神经管畸形是中枢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因神

经管闭合不全所造成的一组严重出生缺陷，主要

包括无脑畸形、脊柱裂，是造成孕妇流产、围产儿

和婴儿死亡，以及人生终身残疾的主要原因之

一。神经管畸形这一严重的新生儿出生缺陷性疾

病剥夺了妈妈拥有一个健康宝宝的权利，后天治

疗费用更是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

严仁英在对 1981 到 1982 年间出生的 2000 多

名婴儿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神经管畸形是导致

新生儿死亡的首位死因，与孕妇在妊娠期间缺乏

叶酸有关。为此，严仁英提出女性在妊娠前后每

日增补叶酸 0.4 毫克（1 片斯利安叶酸）：可降低高

发地区胎儿神经管畸形发生率 85%，降低唇腭裂

发生率 50%，降低除神经管畸形以外的其他重大

体表畸形率 15%，有可能降低先天心病率 35%，降

低婴儿死亡率 20%。研究证实，新婚和准备生育

的妇女服用小量的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 70%神

经管畸形儿的发生。

这一研究成果在 1996 年被卫生部大力推广

后发现，全国 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叶酸增补

剂后，每年减少 5万例先天畸形儿出生的数字，使

我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 50%。由于严仁英

在妇幼保健研究工作的又一突出贡献，为此她获

得首届“中国人口奖”和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

“樟树奖”，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而在临

床推广项目中，所使用的 0.4 毫克叶酸片也得名

“斯利安片”。如今世界上已有 50 多个国家据此

研究成果，调整和制定公共卫生政策。

可以说 0.4 毫克的叶酸之爱，重量微乎其微，

却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性。它的诞生，使千千万万

的新生儿从此远离了出生缺陷，成就了千千万万

的幸福妈妈；它的诞生，耗时 30年研究，经 25万例

临床医学证实，凝聚了一位国民母亲对中国新生

儿的爱。

她让万千新生儿远离出生缺陷

寻找最美科技人员
本报记者 刘 垠

周一有约

留声机
本报记者 李 颖

10，9，8……1，点火！4 月 20 日 19 时 41 分，随着指挥员一声声

指令，搭载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文昌发

射场点火升空。遥外测设备稳定跟踪，送出精准测量数据，看着屏

幕上光滑的遥测弹道曲线，车著明和车云力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车著明和车云力是父子俩。任务中，他们一个忙碌在指控大

楼的中心机房，坚守数据海洋；一个在机动场坪，时刻关注设备的

参数和状态，奋战在遥测一线。虽然同属测控系统，同在一座发射

场工作，岗位相隔不足五百米，但工作忙碌外加岗位不同，两人平

日里见面的机会却并不多。

整整 1 个月的软件维护与测试，这种过程对于文昌发射场数据

处理专家车著明来说，早已司空见惯。而对于去年刚毕业的航天

新人、文昌发射场助理工程师车云力来说，又是一次难得的历练。

从小工匠到领军人

1993 年 4 月，车著明从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一毕业便来到位于

西南边陲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从事数据处理和精度分析，一干就

是 20 年。从嫦娥到天舟、从长三到长七，参加工作 20 年 72 次航天

发射任务实践，车著明都了然于胸。“怎么不清楚，每一次都像第一

次那样认真”，车著明说。

小时候，车云力特别不理解父亲，因为父亲工作忙见面少；后

来即使生活在了一起，父亲留给他的印象也是“在电脑前枯坐的背

影”。

后来，车云力从母亲和其他叔叔阿姨口中得知，原来父亲是一

名航天专家，2012 年还被推选为全国重大先进典型。“他一生勤奋

好学，本来是中专毕业，为了考取国防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工

作之余自学大学课程，每天早晨三四点就起床，一坚持就是 6 年。”

说起这些，车云力的语气透出由衷的敬佩。

就是这位靠自学进入国防科技大学的“中专生”，后来成长为

我国航天领域的高层次领军人才。车著明主持的“航天器飞行速

度记忆性微分平滑时域融合处理方法”等 3 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发明

专利。此外，他还翻译了美国导弹地下井爆炸试验资料、《深空探

索器》等外文资料 150 余万字，并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8 篇，极

大推动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

不畏挫折的航天人

“在父亲眼中，航天事业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征路，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车云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从遥测快速处理、可靠性概率分析、弹道精度分析、轨道计算，

到测控系统总体论证、发射试验任务中的实时及事后数据处理等，

二十年间，车著明先后排除和解决综合弹道速度跳点、轨道半长轴

误差等关键技术问题 11 项。在别人看来“应该松一口气”的时候，

车著明从来都是“沉默不语地整理行囊，重新上路”。

人们不会忘记，2007 年 10 月 24 日，长征三号甲火箭托举“嫦娥

一号”卫星点火升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奔月梦。

但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点火的三天前，车著明通过分析计算发

现，火箭地面安控落点预示火箭初始飞行段有可能出现较大偏

差。对于这一发现，各方专家意见相持不下。推迟发射？嫦娥飞

天，世界瞩目，推迟将会造成重大影响。按期发射？可万一失利，

箭毁人亡，万千群众将陷入灭顶之灾。

就在这两难抉择的档口，车著明沉默了。没有表达任何意见

的他带着一帮人钻进机房，连续奋战了 30 多个小时。终于在 10 月

23 日晚上，车著明明确地向上级汇报：问题解决了。

24 日，神箭一飞冲天，举世瞩目。车著明回家泡了包方便面，

倒头便睡。

长征路上的传承

亦父亦师，身教胜过言传。没有父亲的感召，车云力或许不会

坚定地踏上航天事业这条长征路。同样的，父亲身上螺丝钉般的

钻研精神同样复制到了车云力身上。

在文昌发射场有一条长约 3 公里的路，名曰长征路。白天的长

征路，车辆往来穿梭，运送着忙碌在任务一线的工作人员。一到傍

晚，就成了大家运动放松的“天堂”。这条路，也是车著明父子俩交

流与传承的重要场所。

车云力告诉父亲，在天舟发射之前的联试中，操作系统曾出现

异常。“目标当时没有动，发送过来的报告数据应该是 0。但实际测

速却在零点零几米每秒的范围波动。”车云力小组发现了这一精度

偏差后迅速查到问题，“在翻阅软件源代码的时候一段代码引起了

怀疑，于是我在设备上写出一段模拟测试小程序，证实的确是这段

代码出了问题。”车云力回忆说。

事后，车云力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在安装某显示软件时，由于

需要多台计算机共用一台显示器，而国产的操作系统没有识别到

切换设备，导致显示器分辨率无法正常设置。针对这一问题，车云

力反复查找资料和数据，钻研发送数据的格式，研究网络协议，加

班加点写出了数据发送故障诊断软件，并经过多次试验最终成功

修改了分辨率，确保了显示软件在发射过程中的正常运行。

文昌发射场有对航天父子

本报记者 李 伟 通讯员 李洪兵 赵宜宁

叫不上名字的植物抱团生长，盘根错节的藤

蔓相互缠绕，斑驳的阳光从局促的叶隙中挤了进

来。一脚踩下去，厚厚的枯叶发出“嘎吱”脆响。

这 里 有 2 亿 多 年 前 与 恐 龙 同 时 代 的 活 化 石 植

物——树蕨（杪椤），也有多达 20余种罕见的国家

级保护动物。

这里是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森林公

园，坐拥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

森林，其植被的完整性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吸引

大批科学家前来研究。

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站长李意德，在这个人迹罕至、蛇虫遍布的“热

带北缘生物物种基因库”中，30 年来潜心深挖生

态研究富矿，执着探秘热带雨林。

顺着清澈的溪流，一条狭长的小径通向丛林

深处，走在前面的护林工人停了下来，挽起裤管，

用手拍掉一只趴在脚脖子上的蚂蟥，拨开前面的

枝条继续前行。

小道两旁，遮天蔽日的大树上都挂有标牌，记

录着树的种名、胸径和坐标。“一个标牌就是一棵

树的身份证。”李意德说，尖峰岭大样地中 50多万

棵树，每五年要全部测量一次，这需要 30 人昼夜

不停工作一年多，测量面积有 92个足球场般大。

毒虫肆虐的恶劣环境，庞杂且枯燥的工作，常

人很难想象他们曾经历的一切，但这对李意德来

说不是问题。“最难的是，要弄清山上近 3000种植

物在不同环境里是怎么聚合在一起的。怎么去指

导培育人工林，哪个山上适合种什么树，树种配比

以及所需氮磷钾养分含量……”李意德带领团队

用脚丈量这片雨林，采集、分析一个个数据，不懈

探寻森林生态系统的规律。

如今人们心驰向往的海南，因森林覆盖率、空

气质量等多项全国领先的指标，曾连续 5 年位列

全国低碳竞争力首位。李意德始于 20 多年前的

热带森林碳汇能力测量研究，成为如今海南形成

低碳竞争力的源泉之一。

所谓碳汇能力，就是森林系统吸收和存储空气

中二氧化碳的能力，它与森林覆盖率基本呈正相关。

李意德告诉记者，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每公顷林地1

年吸收固碳达2.38吨，约相当于8.8吨二氧化碳气体，

远高于马来半岛热带雨林每公顷每年1.24吨的吸收

固碳能力，碳汇能力为全球热带雨林最高。

为低碳竞争打上科学印记
李意德说，尖峰岭大样地中 50 多万棵树，每五年要全部测量一次，这需要 30 人昼夜不停工

作一年多，测量面积有 92个足球场般大。

李意德 30多年的坚守，迎来了厚积薄发中绽

放的荣耀：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被评

为科技部“全国野外科技工作者先进个人”……

在李意德的带领下，目前尖峰岭生态站建立

了完善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区域样地系统，证实了

热带雨林具有强大的碳汇能力和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功能，对中国热带地区的森林生态恢复以及

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尖峰岭获得的成绩，是老、中、青三代科研人

员携手奋进的结果。老一辈科学家坚持长期不懈

努力、坚韧不拔的科研态度和默默无闻的工作精

神，一直激励着中青年科技人员。”李意德说，尽管

当今野外监测手段先进，自动化程度高，但许多观

测项目仍需研究人员亲临野外获得第一手数据。

“早些年，我进来常常迷路，却发现自己不断

回到原点。后来我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听水流的

声音，然后顺着往下游走就能找到出口。”早年的

囧事已成经验，李意德不禁嘿嘿笑出了声。

连续野外工作数月，住的是帐篷，吃馒头饼干

咸菜，饮河溪水，还要忍受热带雨林中蚊虫蛇鼠和

蚂蝗侵扰……李意德直言，在热带森林中开展生

态学系统研究，更要耐得住寂寞，特别是进行热带

森林生物多样性调查。

回忆中困苦的片段，如今道来温暖而有力。

原始森林中没有电，没有通讯信号，更没有一切网

络信息，常伴李意德的只有专业书籍和所带报

纸。休息期间，读读专业书籍给自己充电，看看报

纸了解一些信息。

“但长时间的寂寞往往会摧垮人的意志。没

有一种对未知世界勇于探索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

精神，从事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只是一句

空话。”李意德说，所幸，尖峰岭团队成员都有这种

宝贵的精神，以及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怡人的海南岛，常年经受台风侵袭。每年影

响海南的台风平均有 8个，登陆的有 2—3个，台风

带来的强风和暴雨，也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研究

中必要的监测和取样因子。

大 树 被 连 根 拔 起、道 路 被 冲 毁、小 桥 被 淹

没 ……当台风暴雨来临，常人避之不及，李意德

则要带领团队冒着生命危险捕捉台风带来的“信

息”，上山去观测、收集数据和样品。

“现在部分监测指标大多采用自动化设备监

测，出现的危险程度自然降低了。但自动监测仪

器设备出现故障时，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前往监

测点监测。”李意德说，保证每一次监测数据的完

整性，是尖峰岭人的责任更是使命。

探索未知世界的执念
连续野外工作数月，住的是帐篷，吃馒头饼干咸菜，饮河溪水，还要忍受热带雨林中蚊虫蛇

鼠和蚂蝗侵扰……

长时间的寂寞往往会摧垮人的意

志。没有一种对未知世界勇于探索的

态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从事热带雨林

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只是一句空话。

车著明为车云力讲解分析遥测数据信息。 赵宜宁摄

李意德李意德：：
““掘金掘金””原始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

李意德在尖峰岭做地形测量与树木定位，以便研究树木的适生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