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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时分，大部分工人早已去午休。

福建安溪县种茶大户刘金龙带着客人参观

茶山，车转了一个弯，眼尖的客人问了句：

“怎么还有工人在工作？”刘金龙纳闷地顺

着客人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抹飘逸的青绿

色在茶树间起伏，他马上了然于心。

“这哪是工人，都是大学里的教授，是专家。”刘金龙笑着解释。

在田里工作的正是与刘金龙合作许久的廖红。他熟悉这位教授的脾气，

只要一声招呼，还没等他上山，廖红及其团队一大早就扎进田里忙活了。

刘金龙曾一筹莫展。种茶 20多年，生活富裕了，脚下的土地却越来越

令他担忧：土壤的贫瘠使得茶叶的产量不高，大量的化肥和除草剂被投入

使用，形成新的恶性循环，水土流失、土壤酸化、茶叶品质不稳定……“大家

想改变，但没有合适的办法。”他说。

彼时，廖红也正在犯愁。她看到了村里的环境问题，想以此为基地，为

农民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然而，不管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还是国际植物营养学会常务理事里唯一

的中国女科学家，这些在科研领域的“光环”根本得不到农民认可。

许多农民对她这样的“专家”很戒备，怕她是来“坑钱的”“骗人的”，直

接“拒之门外”。还有一些人看不起她，认为廖红不过是一个“小女子”，“凭

什么要听她的”？

一次，廖红看到一篇社会学论文提到，在中国大部分农民心中，对“专

家”的信任度只排在倒数第三，但对“本地能人”的信任度是第一。

廖红灵机一动，或许换种思维，就能柳暗花明。于是，她找了很多当地

的学生参与调研，让他们帮忙介绍亲戚“能人”合作，她与刘金龙也是这样

“接上了头”。

廖红知道刘金龙对“科技力量”的期待，而这也是她面对的一道考题。

她为当地的茶园设计了“茶豆套种”模式，让茶树与大豆进行间作，利用大

豆生物固氮的效果作为“绿肥”，提升茶叶产量与品质，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不施化肥，不用除草，不到一年，“绿肥”大豆新鲜出炉，长势良好，给这

片贫瘠的土地补充上了营养。原来光秃秃的茶山上一下了变得热闹起

来。茶树上各种蜘蛛、瓢虫，山鸡和野鸟不时光顾，夜里还有山猪出没。

“刚开始他认为跟我合作实验肯定亏本。”廖红说，“但实验证明，茶豆

套种不仅改良土壤，而且提高茶叶质量，农民能挣到钱，我就放心了。”

跑的地方多了，廖红对福建的土壤情况掌握了七七八八，总能准确地

判断出当地土壤的问题，“就跟老中医治疗土壤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各

地的农民纷纷找上廖红。

廖红没想到，她这个该是“信任度倒数第三”的专家，竟逐渐成为农民

们最信任的人。

研究生期间,廖红跟着导师开始研究大豆根系。“大豆是一种重要的辅

助性作物。”廖红说。有一年她曾经进行大豆和剑麻的间作试验,恰逢大旱,

几千亩剑麻都枯死,连杂草都熬不住。

让人惊喜的是,其中一个大豆品种还顽强地站立着。廖红挖开大豆的

根部,发现主根扎到地里一米多深,上层的根部已经干枯,但最下面的细跟还

在拼命生存。过了一个礼拜,下了一场雨,枯死的根部又长出了新根。

“这是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廖红说。这也让她坚信,通过不断改良,

这些绿肥“大豆”能为南方贫瘠的红壤带来肥力,能为农民探索出绿色发展

之路。 （据新华社）

廖红：
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

留声机

也许，你只把航空模型当作玩具。但

在天津，资深航模爱好者苏丹则把自己多

年的航天梦变成了现实。

2017 年 4 月 20 日，搭载天舟一号货

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

功。消息传来，苏丹创办的天津盛丹电子

技术公司里一片欢腾。“作为项目参与者，从 2010 年起，我们先后为该项

目研发了涡轮流量计预处理仪、SD110精密恒流源、热敏电阻温度变换仪

等多种测试仪器设备。”苏丹说。

“能在某一点上做精做专，并坚持做下去，这就是追梦。”苏丹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40 多年前他上中学时曾参加校航空模型小组，当时心中就

有个航天梦。也正是由于对这份梦想的坚持，2008年苏丹创建了天津盛

丹电子公司，专注于研发和生产航空领域智能化电子产品，重拾少年时代

的航空梦。

“看到杂志上介绍的国外先进技术，我总有一种紧迫感，希望我国的

航空航天产业也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航空航天业的领军者。”苏丹说。

新一代长征 5、6、7系列火箭液氢、液氧发动机地面点火试验，需要精

确测量低温介质温度。然而，传统的热敏变换仪由于输出的电流较大，使

得热敏电阻自热效应较大，测量精度无法满足测试要求。能大幅提升测

试精度的恒流法，则需要高精度、低电流的恒流源。

“精密恒流源要求输出的电流为 1微安，分辨率 0.1纳安，准确度万分

之五，误差小于 0.5纳安，是技术要求最高的恒流源。”苏丹介绍，恒流源的

使用环境恶劣，很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干扰，且测试是在无人值守的状态下

自动进行的，这些都对恒流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而在当时，如此精密的航天设备只有少数美国公司才能生产，还因为

涉及航天、军工尖端技术领域而禁止对中国出口。

瞄准这一需求，苏丹带领团队采用最先进的模拟电子技术潜心攻关，

对包括精密基准源电路、复合放大器电路等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创新，研

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SD110 精密直流恒流源，并通过了中国航天

权威检测部门认定，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盛丹公司也由此成为中国航天业中难得的民营供应商。“我们生产的

精密恒流源价格不到进口设备的 1/10，仅航天一项应用已累计为国家节

资上千万元。”苏丹透露，今年公司已投入研发资金 200 万元用于开拓国

内高端测控仪器市场，推动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如今，苏丹从事航空航天项目已近 10 年。在他的办公室里，长征

火箭和神舟飞船的模型摆在最醒目的地方。苏丹说：“我就是要用这

些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奇迹不断激励我和我的团队，在助力中国航天

的科技创新路上不断前进。希望我收藏的经典航模中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造’！”

苏丹：
做好中国航天民营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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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是什么？黑洞里有什么？我们为什么

要研究黑洞？当我们还在用一部部科幻电影来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时，一位天文学家已用尽一生

去为我们探知答案。他，就是不久前永远离我们

而去的厦门大学教授卢炬甫。

作为我国黑洞天体物理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和领路人之一，卢炬甫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探

索黑洞奥秘的知名学者，也让中国天文学家得以

在该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为人节俭的“抠门教授”

1964 年，时年 17 岁的卢炬甫进入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深造，可就在入学不久，一场剧变让原

本充满信念的学子遭受了挫折。直到 1978 年，

已经 31 岁的卢炬甫才得以重返中科大的校园。

后公派出国，1985年在意大利获得博士学位。

“那一代人做学术研究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

下进行的，他们那一代对于物质生活都看得很

淡。”方陶陶是厦门大学天文系主任，也是卢炬甫

归国后正式收入门下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恩

师的节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印象

里，卢炬甫从头到脚的穿戴十分质朴。

对于卢炬甫的节俭，他的学生兼同事、厦门

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顾为民深有体

会。“卢老家住厦门前埔，距离学校大约有十公里

左右的路程，但是他从来不愿专车接送，而是要

自己挤公交上下班。”在顾为民的眼里，这位前福

建省的劳动模范在生活上甚是节约，有时甚至到

了“精打细算”的地步。

卢炬甫后来在美国治病期间，顾为民曾多次

打电话问候，每次电话一接通，卢炬甫都会要求

顾为民挂断电话，然后再用自己的电话回拨过

来。“用他的话说，‘这样不要钱’。为了给去电问

候的学生和同事节省费用，也能让自己多说上几

句，卢老师专门购置了当地的电话卡，这样会实

惠不少。”顾为民说。

尽管日子节俭，但是卢炬甫从来不愿亏待自

己的学生。

上世纪 90年代初，物质条件并不丰裕，合肥

的饭馆并不太多，卢炬甫的家便成了师生聚会、

交流学术的理想场所。“有时就会去老师家聚餐，

师母也会张罗一大桌子菜，我们都当是去改善伙

食的。”卢炬甫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

上海天文台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峰说。

永不说教的“现身说法”大师

一些研究天体物理学的人话不多，而研究黑

洞天体物理领域的卢炬甫则更是“沉默寡言”。

有人曾打趣地说，卢老师的话都被“黑洞”给“吸”

走了。

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即使是研究“高大上”的理论物理，不少科研工作

也还是依靠纸和笔完成的。没有计算机的精密演

算，卢炬甫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验证学生论文。

刚开始做科研时，拥有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

的方陶陶希望能够尽快学有所成。在做了一些

铺垫后，他决定给一本学术期刊投稿。“那时候很

快做了一个初稿，自己觉得挺满意，于是就交给

卢老师斧正。”方陶陶说。

过了几天，方陶陶的论文初稿回到了自己手

上。面对满纸朱批，甚至连一些基础的公式都推

导错误，方陶陶却没有收到老师的一句说教指

责。“做事情认真严谨，是我跟卢老师学到的第一

堂课。”方陶陶说。

都说师者父母心，卢炬甫也确实做到了这一

点。对于学生，没有千言万语的说教，只有视如

己出的情感流露。这点让学生袁峰感触颇深。

1994年，袁峰师从卢炬甫攻读博士学位。次

年，袁父离世，突如其来的打击险些击垮袁峰。在

临行参加父亲葬礼之前，袁峰收到了卢炬甫的

200元钱。“那时候 200块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工

资，老师自己紧巴巴地过日子，对我们却从不吝

啬。”袁峰说，卢老师的一句“生活靠父母，工作靠

导师，有困难尽管提”在当时给了他无尽温暖。

淡泊名利的绅士学者

在国际黑洞天体物理学领域，卢炬甫享有相

当高的地位。这样的学术大家却从不趋于名利，

多次拒绝记者的采访请求。

1992 年，归国不久的卢炬甫获评首批中国

青年科学家奖。评选结果揭晓后，媒体蜂拥而

至，一些合肥本地的媒体还试图通过方陶陶与卢

炬甫沟通采访需求。

“把科研做好，才是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去

关注的事。”卢炬甫的回答透露着坚毅，也正是一

直以来低调的处世方式让他始终不为大众所知。

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

卢炬甫在今年 8 月正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

解他的人都知道，即使年过花甲，办公室仍然是

他最常待的地方。为了排除干扰，专注做好科研

工作，卢炬甫经常在深夜思考和计算，每天的下

班时间也基本在凌晨两三点钟。

“甚至连寒暑假卢老也喜欢待在厦大的办公

室里。”顾为民说，“每年大年初一，我们这些学生

都会去给卢老拜年，但是我们基本不去他家，因

为知道他会在办公室做科研。” （据新华社）

卢炬甫：守望“黑洞”的指路明灯

在 2022 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期间，电动

汽车将大规模投入使用。不同于夏奥会，冬奥

会现场寒冷异常，气温或低至零下 30 摄氏度。

低温环境给新能源汽车的启动、续航等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为新能源汽车安上一颗抗冻的

“心”，给它提供强劲的动能便是林程所在团队

正在做的事。

电动车要面临的考验不止是严寒低温。冬

奥会河北赛区地形主要为山区，进入冬季，道路

坡度与冰雪路面等将导致车辆行驶情况十分复

杂。“现有以电动为主的新能源车辆智能化程度

普遍较低，尚无法满足冰雪覆盖等复杂路况对

车辆智能化的要求，也对新能源汽车智能自主

决策能力提出较大挑战。”林程说。

在林程看来，要想让电动汽车走进千家万

户，就必须要使电动汽车达到与燃油汽车相当

的动力性和环境适应性，研发高性能全气候纯

电动汽车。“北京理工大学和多家公司合作开发

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产品，比能量突破了

175 瓦时/千克，彻底解决了电动汽车在冬季续

驶里程急剧下降、无法启动等诸多难题，实现了

纯电动汽车‘全气候’运行模式。”林程说。

此外，该技术团队还在冷暖空调、网联整车

控制、自动变速系统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全

面提升了电动汽车的技术性能。林程表示，预

计到 2020年，这款具备高性能和全天候工作模

式的电动汽车将问世，并有望成为北京—张家

口冬奥会上的一道靓丽风景。“这也意味着，由

我国自主研发的纯电动汽车将不再有‘禁区’。”

林程说。

安上强劲抗冻“心”

伞兵突击车研制成功后，林程立马转战下

一个项目——加入我国电动汽车技术领军者孙

逢春教授团队，主持科技部新能源汽车重大专

项中电动客车的整车研发工作，研究方向从传

统汽车转向新能源汽车。

北京理工大学是国内较早涉足电动汽车研

制的高校之一，在电力驱动系统、电池控制管理

方面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在整车方面较为

薄弱，研发出的车辆离产品级和批量化生产要

求有一定距离。

“我到电动车实验室后，主要任务就是做整

车集成和控制技术研发，研究整车网络系统控

制和优化理论。”林程介绍。他带领团队和客车

制造厂商研发了低地板电动公交车、电动豪华

旅游大巴等三款电动客车。

其中，低地板电动公交车被北京奥组委相

中，希望将这款车用在北京夏季奥运会上。用

于奥运会的公交车，安全是第一位。“将大量的

“零故障”奥运首秀

1995 年，27 岁的林程从武汉工学院毕业后

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工作。他接手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研制我国首台伞兵突击车。

上世纪 90年代，我国空降兵装备还较为薄

弱。伞兵跳伞落地以后，没有重型装备可携带，

只能扛着枪上战场。“当时，空军方面找到北理

工，问能不能研制一款伞兵突击车，为空降兵提

供机动装备。”林程说。

海湾战争时期，美军使用了一款机载突击

车，可将车辆空投到地面，伞兵找到车辆后能迅

速开车参与作战。沿用美国这款伞兵突击车的

概念，林程和同事在缺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开

始研制伞兵突击车。

为了确保伞兵突击车能投入使用，要做到

车辆适合空载；同时，空投落地后，在承受较

大冲击力的情况下，车辆不能有任何损害。此

外，空投的目的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对

车辆的机动性要求很高，即使被投在稻田里也

要能“爬”出来。为了解决上述难题，林程和

同事用了 7 年的时间进行研发并指导车辆生

产制造。

“生产这款军用汽车的厂家原本是家飞机

修理厂，没有汽车制造经验。具备较强工程化

能力的北理工团队和厂家一道，将研究成果做

成了产品。”林程介绍道。

令林程感到自豪的是，他所在团队研制的

我国首台伞兵突击车获得了军方的认可，被列

入军队装备序列，该项目还获得了国防科技进

步奖。“电视剧《垂直打击》里，就多次出现了我

们研制的这款伞兵突击车。”林程说。

研制伞兵突击车起家

随着韩国平昌冬奥会临近，以及北京冬奥

会会徽的发布，冬奥会也即将进入“北京时

间”。从道路施工到场馆建设，许多人都在为迎

接这场赛事日夜兼程，努力让每个细节达到“奥

运标准”。

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副

主任林程也是其中一员。他的任务是和团队一

道打造北京冬奥会公交系统的“主角”——清洁

环保的新能源公交车。12月 20日，科技日报记

者在北京理工大学采访到了林程，听他讲述备

战奥运的故事。

这已经不是林程第一次为奥运赛场的公交

系统出力了。早在 2008年，该团队研发的新能

源公交车和充换电站系统就服务于北京夏季奥

运会。

白色衬衣，灰色西裤，浓眉大眼的林程长着

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说

起“保鲜”的秘诀，林程笑道：“我喜欢和年轻人

一块打羽毛球，和他们玩在一块，感觉自己也年

轻了。更重要的是，不要把任务当成压力，要敢

于尝试，并努力解决问题。我总觉得，有压力容

易老得快。”

本报记者 唐 婷

锂电池放在公交车上，是否会起火甚至爆炸，在

当时是有争议的。为此开了多场专家研讨会，

最终我们的方案得到认可。将锂电池安装在公

交车上，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回忆起当

时面对的质疑，林程记忆犹新。

除安全性外，保证电动公交车 24小时不间

断运行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锂电池公交

车充一次电最多能跑 100 公里左右，然后需要

充电数小时。为了保证不间断运行，林程团队

和一家企业联合开展换电模式研发。

“快速换电需要解决多个问题，比如保证电

池和车体的连接是牢靠的。在汽车运行时，电

池要确保不能出现脱离、发热和烧蚀等问题。

同时，还要对可能发生的车辆碰撞做好防护措

施。”林程介绍，他们提出和发明的可快换的标

准化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最终通过了检验。

在奥运电动客车研发过程中，团队应用了

很多新技术，林程现在回想起来，不禁为当年的

“冒进”捏把汗。“冒进”的结果就是时常会蹦出

些突发状况：车灯乱闪、车门不听使唤、电池拔

不下来又安不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林程

和同事不知在车厂熬了多少个日夜。

所幸，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2008 年北

京夏季奥运会上，团队研发的 50台纯电动客车

穿梭在奥运场馆核心区，用于接送奥委会官员、

运动员、媒体记者等，整个奥运会期间运行实现

零故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实力。“现在看来 50辆数目并不大，但在当时是

世界上最大批量的电动车应用项目。”林程自豪

地说。

奥运会“首秀”只是开始。北理工电动客车

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纯电动商用车研制奠定了技

术基础，并成套应用于福田、中通、宇通、金龙等

多家车企。上述企业已累计生产各类纯电动商

用车超过 14000 辆，新增产值约 68.6 亿元，累计

可靠运行达数亿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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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电动汽车不再他让电动汽车不再““怕冷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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