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时候，葩丽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主任、营养学主任医

师。而在专业之余，她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媒体

人。多年来，她一直坚持给报纸、杂志写专栏科普

文章。公众号兴起后，她又为公众号写。她已发

表科普文章 50 余篇、论文 30 余篇，出版的著作也

有 7部。

而她之所以笔耕不辍，源于一个心愿——她

想向更多人普及健康知识，让更多人“吃得卫生、

营养”。

沉下心来学维语，用老百
姓听得懂的话进行科普

1987年，葩丽泽从新疆医科大学毕业，当时正

赶上南疆三地州非甲非乙肝炎（戊型肝炎）暴发。

因此，被分配到新疆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工作才

一周的她，被派到了和田。“这种传染病的暴发与

个人卫生知识缺乏有关。”葩丽泽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我是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当时的工作任务就

是向农牧民宣讲食品卫生知识，提高其保健水平，

从食品环节阻断传染病的流行。”

当时大多数群众听不懂普通话，于是领导让

葩丽泽去当翻译。当时她的第一感觉是，自己学

了五年的专业知识，不希望只做翻译，她希望用自

己的医学知识为他人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她从

小在乌鲁木齐长大，自幼接受汉语教育，维吾尔语

说起来也并不是很熟练。

但领导跟她说：“科班出身的人很多，但能用

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普及科学知识的人并不多。

为他们服务，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从而遏制一些

传染病的暴发，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从那

时起，葩丽泽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沉

下心来自学维吾尔语，并努力提高自己的表达能

力和传播技巧，积极为群众普及健康知识。

这一干就是 30年。

“从开始教农民怎么给碗筷消毒、怎么彻底

将手清洗干净，到近 10 年来的普及母乳喂养的

好处、澄清营养知识误区、怎样利用当地食物资

源科学膳食、预防疾病和强壮身体的目的等等，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葩丽泽回忆起来也颇为

感慨。

致力于改变群众卫生习
惯，把奖金用于宣传材料制作

“直到今天，在新疆广大的边远贫困地区，

人们的健康观念依旧落后，卫生意识很差。”葩

丽泽说。

葩丽泽还给科技日报记者讲了一个自己的见

闻。上周她在集市上看到，在没带手套的情况下，

一位卖粽子的妇女用刚收了钱的手直接给顾客剥

了粽子。而且，她是用五指捏起剥开的粽子放到

盘子里，而后在上面浇了奶昔递给顾客。

“我瞪大了眼睛问她，怎么能用没洗过的手抓

剥开的粽子？她不以为然地回答我，我在家也是

这样的呀！”葩丽泽苦笑着说，“到现在，他们还没

有直接入口食物和钱要分开、生熟食物要分开的

卫生观念！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饮食习惯隐藏

着卫生隐患。”

为了改变当地居民的卫生习惯，她在认真完

成疾病防控工作任务的同时，积极筹措资金、争取

技术力量潜心研究营养干预适宜技术。同时，她

借助一切可以依靠的平台，开展营养、食品安全、

传染病防治等科普讲座和义务咨询。三十多年

来，她的足迹遍布新疆 97 个县市和 300 多个农牧

区乡村。

所幸，取得的成果也是丰硕的。

“改革开放 40年了，我很荣幸参与了新疆公共

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年，我们消灭和遏制了许

多危害群众生命安全的传染病。随着经济条件的

改善，新疆各族同胞的健康水平也得到大幅提

升。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葩丽泽说。

2016 年，葩丽泽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阿联酋

卫生基金奖，表彰她致力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公

共卫生水平的工作。事后，葩丽泽把 2万美元奖金

用于制作卫生保健宣传材料，发放给新疆边远贫

困地区少数民族群众。

在葩丽泽看来，作为一名公共卫生医生，尽管

在待遇、名望等方面的“收获”可能不如临床医师，

但公共卫生医生同样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同样可

以为提升公民健康水平作出贡献。

坚守30年，她要让百姓吃得卫生又营养

为研究承受过量辐射，仅40岁模样
已宛如老人

“我叫他‘老头儿’，不是不尊重他，是他太像我爷爷了。圆

圆的大脑袋，宽阔的眉宇，始终挂着微笑的嘴角，还有苍白的头

发，完全一副亲切和蔼的老头儿的模样。我爱他就像爱自己的

爷爷。”11 年前，他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2005 级硕士

生李鹏曾以《这个老头儿不太冷》为题，讲述了他与恩师之间的

动人故事。

实际上，刘伯里不到 40 岁时，头发就已经脱落、变白，乍看上

去宛如一位老人。

而“早衰”与刘伯里从事的工作不无关系。

1958 年是刘伯里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要

选调一批人才转向原子能科学研究，刘伯里被选送到中国科学院

原子能研究所，师从留美归来的冯锡璋教授学习放射化学。

在启蒙导师冯锡璋的指导下，他精读了不少专著并开始从事

放射性废液处理的研究。冯锡璋不仅把他引入了原子能领域，而

且使他认识到“科研工作一定要走在生产需要的前面”。

经过深入的调研，刘伯里根据中国核燃料后处理工业发展的

需要，选择裂变废液的处理和裂变核素的分离回收作为他的研究

方向。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他利用中国的天然无机矿物，如高

岭土、蒙脱石、蛭石、沸石等，对主要铀裂变产物进行了研究，并取

得了一些成果。

上世纪 60年代中期，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和三线建设的

需要，为了确保长江上游不被核污染，要求核工厂排放的放射性

废液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和同事们从接到这项任务开始，根本

顾不上放射性的危险。5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全

身心地投入研究。

此后，他又接着从事裂变核素的电迁移行为研究。由于经常

接触毒性极大的核素 239Pu 并常接触放射性物质，在 10 多年的工

作中，刘伯里和同事接受的辐射剂量相当大。

悉心培养后备力量，引导海外深造
学子报效祖国

“和‘老头儿’讨论问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每次和他讨论

前，我都要额外做很多功课，要不然就犯晕。”李鹏回忆。

李鹏说：“‘老头儿’很聪明，几乎所有问题中的关键词都是用

英语说。要是不熟悉，根本反应不过来，我常常很郁闷。有时他

说得太快了，我的大脑不得不开足马力，一边是回忆各种各样的

公式，一边还要在记忆深处查找各种各样的定律，同时不停翻译

‘老头儿’噌噌噌冒出来的单词。”

“老头儿”真爱学生，也真教学生。

20世纪 60年代初，还只是讲师的刘伯里探索培养出中国第一

批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1980 年以来，刘伯里培养的研究生中，不少人在毕业后选择

赴国外深造或工作，国外的同事对他培养的学生给出了很高的

评价。

2011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 19届国际放射性药物科

学会议的开幕式上，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华盛顿大学的韦尔奇

教授在大会报告中，把刘伯里作为放射性药物领域最有世界影响

力的重量级人物进行介绍，认为他推动了国际放射性药物科学的

发展，很多杰出的放射性药物工作者都出自他的团队。

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刘易斯教授甚至还来信感谢他送来了得

到全面训练、动手能力强的好学生。

自己的学生获得肯定，刘伯里自然很欣慰，但他更希望学生

学成后能回来报效祖国。他常常对学生说：“出去可以开阔眼界，

学到知识和技能，但不能忘记我们的根在中国。”受他的影响，一

些学生学成归来后，参与了大量促进中外放射性药物产学研融合

的交流活动。

我们的“老头儿”走了
——追忆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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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在基层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本报记者 李 艳 文/摄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隧道施工装备领域，一位

女工程师会格外显眼。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

位名叫刘金书的女工程师十分出众，但她的出众

却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凭借傲人的成果。

第一眼见到刘金书，只觉得她面庞白皙、略显

文弱。细问才知，这位 40 岁的女工程师曾做出令

世界震惊的装备——掘锚同步机。

2017 年国庆节期间，刘金书团队研制的煤矿

护盾式快速掘锚装备成功交付。这是全球首台能

实现掘进、锚护同步作业的装备，解决了同类装备

掘进、锚护不能同步作业的世界性难题。

最近，刘金书团队又传出喜讯。经过技术攻

关，他们成功实现了凿岩台车、喷射台车等单机设

备的机器人化。

从进入工程机械行业至今，刘金书在隧道施工

装备领域已耕耘 10年。“让国产重型工业装备更自

主、更具核心竞争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7

月4日，刘金书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本报记者 矫 阳

刘金书结缘掘锚机是在 6年前。

2012 年 4 月，中国铁建重工集团决定研制自

主掘锚机，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刘金书。当时，

我国已是煤机装备需求的第一大国，相关设备的

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役的掘锚机全部来自进口。

而且，由于进口掘锚机价格昂贵、交货期长，配件

供应不及时，因此时常影响施工进度。

“不能一直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做自己的掘锚

机。”刘金书暗下决心。

说来简单做来难。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

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刘金书已积累了一些产品

设计方面的经验，但对掘锚机，她还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门外汉”。

而她要研发的掘锚机是挖煤的专用工程机

械，有 7000多个零部件：从履带板、减速机，到截割

滚筒、超前钻机……制造掘锚机绝不是将它们简

单地拼起来，而是要弄懂、弄通机械结构的设计逻

辑，按照设计原理将它们系统地组合起来。

“当时，国外企业并不向我们提供设计图纸，

团队上下只能依葫芦画瓢。”那段时间，刘金书和

团队白天看国外的设备，琢磨它的构造和设计思

路；晚上则集体讨论、开展“头脑风暴”，大家一起

商量着画图纸。但即便如此，团队依旧复原不了

国外产品的设计思路。

要摸到门道，光靠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从

基础学起。刘金书搬来一摞摞的资料和参考书，

从煤矿领域的设计规范起步，开始一项一项细抠。

其中，截割滚筒里的减速机就是刘金书啃下

的一块“硬骨头”。截割滚筒里的减速机是掘锚机

的一个核心部件。如果要让截割滚筒实现自由控

制伸缩，其内部就必须通上液压油道。“油道对液

压的清洁度要求非常高，一般做减速机的厂家都

不会配备专业的液压人员，更不会对清洁度给予

足够的重视。”刘金书说。

为了避免返工，刘金书在定好方案并做出设

计图后，于 2013年底只身前往南京配套厂家，蹲守

现场开展指导工作，并与厂家共同进行试验测试。

这一待就是一个多月。经过不断的修正与调

试，最终使产品达到了预定要求，可她却因此差点

没赶上年夜饭。“正是这样一个一个结去打通，我

们终于揭开了掘锚机的设计谜底。”刘金书也由此

变成了掘锚机的“内行人”。

做中国自己的煤机装备
恶补短板，“门外汉”变“内行人”

掘锚机的两大组成部分掘进机和锚杆机分别

承担不同工作，掘进机主要负责挖掘和掘进工作，

而锚杆机则负责锚固和支护打出来的隧道。

实现“掘”与“锚”同步，让两者并行工作，并

实现高效作业，是掘锚机发展的重要方向。而以

往进口的掘锚机，无法实现掘锚同步，总掘进时

让“掘”与“锚”完美配合
1000多张图纸见证新纪录诞生

间中有 2/3 以上要用于锚护，严重影响开采进度。

“刚接到任务时，用户也只要求把‘掘’与‘锚’

的功能合为一体，只要能提高掘进速度即可。后

来，为提高煤矿巷道施工效率，用户提出实现掘

锚一体化的要求。”刘金书解释说，掘锚同步施

工，就是谁也不用等谁，掘进时再也不用给锚护

预留时间。

实现掘锚同步，时间匹配是关键。于是，在

长达 6 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刘金书和同事每天的

工作就是拿着秒表，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测试。截

割滚筒掘进一个循环，需要多少时间；单个锚杆

进行锚护，需要多少时间；12 个锚杆机哪个先打、

哪个后打……经过 100 多次试验，在对比了上千

组数据后，最终得到了最完美的匹配时间。

在完成掘锚无缝匹配的过程中，刘金书带领

团队成员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前后花了

2 年多时间。锚护出现卡钻时，为了不影响掘进

的进度，他们设计了一个滑移架，为处理卡钻留

出“时间差”；借用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护盾式理

念，结合煤矿实际施工工况创新优化设计，他们

为煤矿掘锚机装上了可伸缩的“盾牌”，让空顶距

离由普通煤矿掘进机的 5、6 米缩减到 1 米多，最

大限度保障了煤矿巷道的采掘安全……

“如今回想起来，才觉得那时是真的苦。”在

刘金书的电脑里，存有 1000 多张二维图纸以及修

改过无数次的三维图纸，这些都是全球首台煤矿

护盾式快速掘锚机“从无到有的见证”。

成功如约而至。2016 年 8 月，样机在陕西神

木孙营岔一矿煤矿开展工业试验，创下月进尺

4000 米的纪录。

目前，首台护盾式快速掘锚机正在许多工地

上大展身手。掘锚同步的平均月进尺可达 3500

米，而国外掘锚设备月进尺最多只有 700 米。

“这辈子，我要与隧道施工装备相伴一生了。”

刘金书笑着说，她和这些装备待在一起的时间比

家人都多。

如今，刘金书正琢磨着，是否能让这些隧道施

工装备变得更高效、环保。

目前，我国 90%以上的隧道施工仍采用传统

人工钻爆法，这种方式施工速度慢、安全系数低，

还会导致环境污染。

刘金书透露，他们正在尝试采用虚拟设计、仿

真、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给每台装备都赋予机器

人特征，最终实现隧道内无人数字化作业。

“国内现有的凿岩台车、拱架作业车、锚杆台

车、喷射台车等钻爆法隧道施工产品多是单机作

业，协同效率低。”刘金书和团队通过技术攻关，

让单机设备实现自动定位、智能作业、自动修正

等功能。

在实现了这些单机设备机器人化后，刘金书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下一步他们将从单机机器人

向隧道智能建造作业机群进军。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装几个传感器就行

的。每条隧道地质工况迥异，让不同功能的设备

各司其职、互不干预、互相协同，又能自动适应千

变万化的施工工况和作业环境，是一项非常复杂

的系统工程。”刘金书说。

“我们团队将应用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让隧道施工装备智能机群系

统早日得到推广应用。”刘金书说。

（题图 刘金书在检查隧道湿喷机的装配情况）

向无人化作业目标进发
综合先进技术改进传统施工方式

刘 金 书 ，生 于
1978 年，籍贯河北，系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特
种装备研究设计院副
院 长 、高 级 工 程 师 。
2010 年 至 2012 年 ，她
主持完成了 HPS 系列
混凝土喷射台车研制
工 作 ，该 产 品 主 要 技
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
水 平 ，被 评 为 中 国 重
大技术装备首台（套）
示范项目。

刘金书刘金书：：
按下隧道挖掘的按下隧道挖掘的““快进键快进键””

“我们的‘老头儿’走

了。”这几天在北京师范大

学，很多人用这句话送别

一位学者。

这 个 师 生 们 口 中 的

“老头儿”，是中国工程院

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化学

学院教授刘伯里。

7 月 2 日，这位 88 岁

的我国著名放射化学和放

射性药物化学家、中国放

射性药物领域的主要开拓

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