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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晚，著名有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袁承业因病

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 94 岁。

事了拂衣去。又一位“两弹一星”功臣永远

离开了我们。

子承父业 走上科研道路

袁承业于 1924 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小

越镇。从名字可以看出，家族期望其子承父

业。父亲袁开基是留学美国的有机化学博士，

耳濡目染，袁承业接受了良好的化学启蒙教

育。后来，即便身处战乱之中，父母也咬牙坚

持让他完成学业。

1951 年，袁承业赴莫斯科全苏药物化学研

究所攻读研究生。4 年后抱得苏联科学副博士

学位归国，被安排在化工部医药工业管理局任

副总工程师。虽身处管理岗，但他还是热爱一

线科研工作。终于在 1956 年，袁承业如愿调入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走上了子承父业

的科研求索之路。

多肽合成、电离辐射化学防护药物、防毒浸

渍剂……袁承业在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如鱼

得水，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就在这时，也就是

1959 年，所里承担了核燃料萃取剂研究任务，

以解决“两弹一星”国防事业的急切需要。

受命于国之所急，袁承业毅然放弃上升势

头良好的氨基酸与多肽合成药物研究，转而专

攻萃取。“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这是袁

老生前常讲的话，也是他的行为准则。他组建

并领导核燃料萃取剂研究组，在东北偏僻的矿

山做萃取实验。

一年后，袁承业带领的研究组成功研制出

P204、N235 和 P350 等萃取剂。

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提取铀的萃取剂研究，在当时是对国防建

设起关键作用的，没有它，就提不出铀。”这是

后来“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对这段历史的评

价。铀是普遍使用的核燃料，其元素化学性质

活泼，而且作为核燃料对纯度要求很高。所

以，铀的冶炼比普通金属复杂，而萃取剂是纯

化的关键。

袁承业也因此获得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

身国防事业”的奖章和奖状。1999 年，他作为

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中科院 40

名代表之一，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着眼生产应用 深耕萃取剂

从此，袁承业也正式与萃取剂结缘。

核燃料萃取剂之后，他又根据国家建设需

要，自选研究课题，开始了军转民用的萃取剂

研究，找到了一系列性能良好、品种齐全的萃

取剂，其中有 11 个品种实现了工业生产，几乎

囊括了当时中国萃取剂工业的全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外就报道过 P507 类萃

取剂，但受限于合成方法，一直没能用于生产。

袁承业的研究组解决了工业化的关键问题，使我

国 P507 的工业应用比国外同类产品早了 5、6

年，并将其应用到单一稀土的生产和钴镍的萃取

分离。这一贡献获得了 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此后，他们又进一步改进了 P507 的合成

方法，为降低生产成本创造了条件。

“很多萃取剂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也不是谁

要求我们做的。而是生产实践提出这样的需

求，我们才用自己的知识加以实现。”袁承业

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时曾说。

早在十几年前，袁承业就提出了要重视锂

这种国家战略资源。直到 90 高龄，他还在为锂

的提取、回收和利用劳心劳力。

青 海 盐 湖 锂 资 源 、钍 基 核 能 锂 同 位 素 分

离 ……袁承业为这些关乎国家战略需求的重

大课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却不肯在项目书里写

上自己的名字。

幼年受过战乱的苦，在袁承业心中，国家重

于一切。“作为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应该问问自己，我这一辈子为国家作了哪些

有用的贡献。”他常用保尔·柯察金的话来要求

自己并激励年轻人。

一代化学大师已去，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位

“两弹一星”功臣。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
——追忆著名有机化学家袁承业院士

本报记者 杨 雪

留声机

周一有约

本报记者 龙跃梅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每天清晨七点左右，林光美都会准时在他建的“广东科技创新先锋

队”和“清远市产学研金结合”微信群分享最新科技动态。

分享科技信息已成为林光美的日常。每天他都会把一些对企业有

用、对开拓思维有用的科技政策等发到群里与同行一起讨论。这样的习

惯，他已经保持了三年多。

林光美是福建尤溪人。他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在高校和地方挂职

工作多年，曾是福建农林大学教授，2012年起担任清远市科技局局长。

“做科技局长思维要开阔，而且要不断学习。这样才能不说外行话，

把科技工作做好。”1月 17日，林光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滴酒不沾 两月跑遍全市

2012年，广东清远市从全国公选市科技局局长一职。那时的林光美

正好 40岁，从事科研工作 20年，挂职科技副县长 5年。

“科技对拉动地方生产力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带着这样的初心，林光

美脱颖而出，成为清远市科技局局长。

彼时的清远市科技部门可谓“囊中羞涩”。2012年，市级财政资金每

年投入 1500多万元，向省里争取 1000多万元后，总投入在 2500万左右。

2012年，清远市专利申请受理量仅为 750件，专利授权量为 669件。

要主动求变。林光美上任后下定决心。作为一名学者，他特别注重

实地考察。清远市是广东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里，他就把清远的县（市、区）走了一遍。每次去一个县，一待就是一整天，

晚上还住在那里。

“我滴酒不沾，住下来就可以腾出时间和县（市、区）的人进行沟通。”

林光美说。

作为一名教授，他熟悉科研；担任科技局长后，他希望多掌握些实际

情况，实现精准发力。

优待博士 做项目不求人

刚来清远市不久，他发现全市的博士只有 36 名，而且他们对工作多

有怨言。于是，林光美将全市的博士召集起来举办“博士沙龙”，让他们与

市长面对面进行交流。

2013 年 4 月 11 日，清远市时任市长江凌与博士们坐到一起。那天，

博士们敞开心扉，畅谈自己的工作感受以及遇到的困难。

清远市政府把博士的意见汇总并整理出来，签批给各部门解决个人

和家庭问题。经过 3年多努力，基本解决了博士的个人和家庭问题。

“市政府一把手与全市的博士面对面交流在全省非常少见。”林光

美说。

林光美一直在想办法，为这些高层次人才创造更好的环境。在科研

专项中，他推动设立了博士专项。“让博士进入清远就有项目可做，不求人

就有事情可做。”林光美说。

博士有了安全感，工作状态也随之发生改变。“由谋一份工作转变为

做一番事业，再转变为融入清远，为家乡服务。”林光美说，很多博士还介

绍自己的同学、校友来清远创业。

目前，清远市拥有 148名博士。2017年 11月 8日，清远市成立博士科

创协会，成为清远市宝贵的人才智库。“博士要把自己最大的能量发挥出

来，要时刻想着能为清远做什么。”1 月 12 日，在该协会举办的茶话会上，

林光美动情地说。

走进校园 变身知心大哥

清远一直希望引进“千人计划”专家，但多年努力仍未成功。

2016 年，千人计划南创中心举办特训班，为一些已创业或准备创业

的“千人计划”专家进行培训。得知这一消息后，林光美认为，这是“抓人

才”的好机会。于是，经过多方努力，他成了特训班唯一一位没有入选“千

人计划”的学员。

专家们的科研水平都很高，但他们对国家政策了解比较少。林光美

利用平时积累的知识，一一解答了专家提出的问题。培训期间，林光美成

了学员们的“知心哥哥”。同时，他也将专家关心的问题一一记下来，根据

这些问题，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科技政策。

特训班结业了，林光美继续抛橄榄枝。他邀请“千人计划”专家走进

校园与清远学子交流。活动举办当天，原定观众只有 500人，可实际到场

的观众超过了 700人。当时，学术报告厅过道挤满了人，“千人计划”专家

享受到“超明星”待遇。

截至目前，已有一位“千人计划”专家签约进驻清远，两位“千人计划”

专家已确定进驻意向，十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表达了进驻意向。

创新开路 家底殷实起来

这几天，林光美正在推进清远“黄金十条”政策的出台工作。这十条

政策酝酿了将近一年，这其中凝聚了他对人才政策多年的思考。

“清远的‘黄金十条’将由奖励企业转变为奖励个人和团队，在全国具

有开创性意义。”林光美说，比如根据即将发布的政策，清远市政府对引进

落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每家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奖励资金主要

用于奖励在引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高管团队。

在清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如今清远市科技工作实现了华丽

转身：在科技资金的投入上，从 2012年的 2500多万元增加到 2017年的 2.8

亿元左右；2016年，该市专利申请受理量比 2012年增长了 310.67%。

林光美：
大学教授转型科技局长

2017年11月15日，林光美（左二）在英德市君泓兰花有限公司
兰花组培育苗实验室调研。

元旦刚过，刘静团队又一篇关于液态金属的论

文刊登在国际学术期刊《材料视野》上。他们创造出

一种基于液态金属的新型柔性多功能材料，这种材

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磁性，内部会产生气体并生

成多孔结构。在极端情况下其体积可快速膨胀至原

来的 7 倍以上，膨胀后的多孔金属甚至可携带重物漂

浮在水面上。

刘静团队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元旦前，刘静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康博刀（又名

冷热刀）肿瘤微创治疗设备产品正式下线，今晚将被发

往全国各地，服务于临床一线！”

2006 年 7 月，记者在中科院理化所见到刘静时，他

向我展示了正在研制的冷热刀，并详细地解释它的原理

和作用。

这把刀很神奇。它的探针顶部温度可达零下 190

摄氏度，可用其对肿瘤病灶实施深度冻结和消融，使病

人减少痛苦。同时，冷热刀也可迅速升温到 80摄氏度，

以处理更大范围病灶，实现高效止血。

就这一把刀，他和团队钻研了17年。如今冷热刀通

过了卫生部门的审核，并进入临床使用阶段。“用十年磨

一剑来形容冷热刀的研制过程都不够啊。”刘静感慨道。

除了冷热刀，这 17年间，刘静还跨界到了液态金属

研究领域。

2013 年夏，刘静和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电场

控制下液态金属与水的复合体可在各种形态及运动模

式之间发生转换的基本现象。紧接着，又在世界上首先

发现液态金属在吞食少量铝后能自主高速运动且能变

形的奇异行为。这一最新发现轰动了世界。

跨界研究液态金属

液态金属是一类新兴功能材料（如镓基合金），在常

温下呈液态。老本行做传热研究的刘静为何研究起了

液态金属？

在刘静看来，这一切纯属偶然。

2001年前后，刘静在努力寻找一种能让计算机芯片

快速散热的材料。在多次的尝试后，刘静意识到液态金

属具有超高的导热性，作为冷却液可将集成电路里的热

量快速导出。就此，他开始了在液态金属领域的研究。

为寻找新的技术路径，刘静研究起液态金属，这最初

还属于工程科技的范畴。但之后，他便开始向基础科学领

域探索。他带学生在世界上率先发现了液态金属的众多

科学现象和基础效应，如自驱动性和自主变形等。

跨界高手刘静，跨的不仅是学科，还有身份。除了

是科学家，他还是工程师。冷热刀之外，他带领团队先

后研制出数十种硬件装备和器件，申请了 200多项发明

专利，其中约 130余项已获授权。

刘静沉迷于科研，似乎他的乐趣只在科研。当然，他对

科学的痴迷也使他颇有收获。2014年，刘静荣获威廉·伯格

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国际传热界最高奖项。威

廉·伯格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仅有1名获奖者。

乐趣只在科研

刘静能实现跨界研究，还要归功于他在工程学和物

理学领域的积累。

刘静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学的是燃气轮机。上大

学时，他还选修了第二专业应用物理。作为直博生，他

选择的研究方向是与工程热物理及生物医学有关的方

向——生物传热学。

在此期间，他还旁听了很多生物专业的课，自学了生

物医学基础理论知识。这之后，1996年 2月初刘静在获

得清华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工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99年，刘静即将从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后工作站出

站，他面临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回国还是留下？

一边，美国著名高校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另一边，身

处异乡的漂泊感不时向他袭来，这些让一个 29 岁的青

年难以抉择。

1998 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刘静入选“百人计

划”，此时他知道要做出怎样的选择。1999 年，他作为

“百人计划”人才被引进到中科院理化所，主要从事低温

生物医学的研究，并且组建了低温生物与医学实验室。

理工兼备 医学添彩

“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是刘静的口头禅。他有

一颗强大的内心，相信努力和勤奋的力量。

对于自己在液态金属领域取得的成果，刘静将其归

功于“大自然的垂青”。或许，幸运之神真的特别眷顾他。

一次实验中，刘静不小心把液态金属溅到了电脑屏

幕上，他用纸和抹布怎么都擦不掉。这事让刘静颇为苦

恼。直到 2004年的某天，刘静突然想到，既然不能清除

电脑屏幕上的液态金属，正好可利用它“擦不掉”的特

性，以此来绘制电子电路。然而，实验却不成功。因为

液态金属表面张力太大，不易黏附到纸张等材料表面。

虽然出师不利，但刘静一直想着，总有一天他要拿

液态金属再做做文章。数年后，偶然一次实验中他与学

生把液态金属涂在一些基底上，两头接上电子元件和电

池——世界上首个液态金属手绘电子电路就这样诞生

了。

他没有就此止步。刚开始时，他用毛笔写液态金

属，后来试着用硬笔。此外，他还在书写材料上花心

思。刘静带领团队尝试在纸上、衣服上、玻璃上甚至树

叶、墙壁上等绘制电子电路。等这些都实现后，他的“胃

口”又开始膨胀，把液态金属电路画到人的皮肤上。

手写电路成功后，刘静又琢磨起打印液态金属电

路。那时，多数人还不知道 3D打印这个概念，刘静却已

用它来做实验了。刘静说，他已经记不得“玩坏”了多少

台打印设备。

偶然之举成就世界首创

从冷热刀到液态金属从冷热刀到液态金属
1717年他玩转跨界创新年他玩转跨界创新

本报记者 李大庆

认识刘静很多年了，也早就有写他的想法。

我曾采访过上百位科研人员，但感觉刘静是其中

比较“另类”的一位。

现在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跑项目，但刘静在

液态金属领域取得的成果不少是在偶然间发现

的。他做科研的初心很纯粹，他常说“科学是玩出

来的”。他不愿把太多的时间花在项目申请上。

当然，在研究经费短缺时，他也曾找过一些企业家

支援一下。

之所以感觉刘静另类，还在于他痴迷于科

研。有些科研人员说自己喜欢科研，但实际上，科

研不过是他们的“饭碗”。

一代材料，一代装备。中科院院士刘维民曾

说：“我不敢说液态金属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但

它作为一种新材料，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记者
手记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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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静刘 静 ，，生 于生 于 19691969 年年 ，，系 中 科 院系 中 科 院
理化技术所双聘研究员兼清华大理化技术所双聘研究员兼清华大
学 医 学 院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系 教 授学 医 学 院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系 教 授 。。
他先后入选中科院及清华大学他先后入选中科院及清华大学““百百
人计划人计划”，”，长期从事液态金属长期从事液态金属、、生物生物
医学工程与工程热物理等领域的医学工程与工程热物理等领域的
研究工作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