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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孟松鹤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写的。给

记者发来简历，他还附加一句：“难为您了，实

在没啥好说的。”

孟松鹤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

授、博导，“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

超常服役环境与材料耦合的模拟方法与响应

机理、高温复合材料性能评价及特种新材料

设计等方面的科研工作。

记者刚开口：“作为科学家……”他马上

打断：“我不算科学家，还差得远。”孟松鹤说，

自己就是个普通的科教工作者，“不求功成名

就，只求做的事情能有点用”。

与材料超高温力学行
为“死磕”

1985 年，孟松鹤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工

程力学系，本科毕业后，他师从我国著名航天

和材料领域专家杜善义院士攻读硕士学位。

他的科教生涯，也从此和复合材料的超高温

力学行为研究结缘。

至今，孟松鹤及其团队获得过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两项，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

航天器工作时，总会经历一些超常规环

境，比如高温、超低温、高压等。那么，在极端

环境下，航天器的相关结构和材料到底经历

了什么？

地面难以复现真实环境，要解答这个

问题，就得先认清环境和材料发生耦合响

应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找到能够表征、分析

和预测这一过程的方法，再探索和设计能

承受超常环境并兼顾结构效率的相关材料

和部件。

除了模拟，也要真实数据。十年前，孟松

鹤团队率先开展了高速飞行器高温部位获取

信息的传感测试技术研究。约五年前，他们

接到任务，要为长征七号搭载的多用途飞船

缩比返回舱提供 35 台传感器，记录飞船返回

过程中的关键气动热力信息。

最热的地方，对飞行器来说，也是最危

险的地方。要准确计算出每个区域的受热

能力，要确保传感器在极端环境下正常工

作，要保证它能与机舱原有材料相容……

有种种空间和重量上的限制，这份工作相

当于戴着镣铐跳舞。回首那段时光，孟松

鹤坦言，经常觉得山穷水尽，最后还是柳暗

花明。

长征七号发射那天，孟松鹤也在现场，

“提心吊胆”。发射成功的消息传来，他才稍

稍松了一口气。“我背着手到处走一走，觉得

全身都舒畅了。”但安心不到一会儿，他又有

了新的担心——传感器正常工作了吗？测到

的数据靠谱吗？

直到第二天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确认

传感器没有掉链子后，孟松鹤心头才骤然一

松，终于涌上一种情绪——满足。“干这么多

年没白干。”

建一支正能量团队是
一辈子的目标

说自己，孟松鹤总谦虚，觉得没干出什

么。但说团队，他毫不吝惜赞美。

“我所在的团队非常值得骄傲。”哈工大

的特种环境复合材料技术团队，曾先后拿到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中组部等

四部委评选的“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等称号，也得过“全国创新争优团队奖”，全国

仅有十个团队获此殊荣。

“我们团队由杜善义院士一手创建，他高

瞻远瞩，淡泊名利，不仅是知名的科学家，更

是令人钦佩的教育家。”和恩师相比，孟松鹤

常感慨，自己还差一大截。

在“做教育”的路上，孟松鹤也在求索。

“对我来说，上课比作报告和汇报工作压力更

大。”他觉得，要是讲课没讲好，就浪费了学生

的时间，如果让学生失望，就最愧对“教师”二

字。所以，即使好些课已经上了好多年，孟松

鹤每次也要花几个小时准备。

“您的学生怕您吗？”对这个问题，孟松鹤

答得毫不犹豫：“不怕！”他自认不算严厉，如

果是自己带的学生，他还会针对学生自身的

兴趣、特长和未来工作设想来安排他们的研

究方向，制定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希望他们

能学有所成，能自食其力，在此基础上再实现

自己的价值，回报社会。”

孟松鹤教导学生，如果要走科研道路，首

先就是要端正科研态度。“绝不能单纯为了

‘帽子’、经费而做科研，不能为了‘创新’而创

新。”孟松鹤强调，要做好科研，就得保持思维

活跃；要勤奋，他相信勤能补拙；也要有大局

观，重视团队协作。“杜善义老师说，他这辈子

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有为的学生，一支

有正能量的团队。”孟松鹤叹道，“我想，这也

是我最大的奋斗目标。”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接受个人采访，你

写的时候，可千万别给我戴高帽子。”采访结

束后，孟松鹤反复叮嘱，“不能夸张，做了多少

就说多少，否则，要被笑话的。”

孟松鹤：不求功成名就，只求做的事情能有点用
本报记者 张盖伦

随着《国家宝藏》《偶像练习
生》等一大批综艺节目在影视小
镇录制发行，河北省大厂县旅游
资源不断汇聚整合，“旅游+文
化”产业发展模式雏形初现。截
至目前，大厂影视小镇已签约
100 余家国内外影视文创龙头
企业，签约投资额超 150 亿元。
图为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届廊
坊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期间，游
客在影视小镇展厅内佩戴 VR设
备，体验虚拟现实带来的奇妙。

本报记者 陈瑜摄

虚拟现实
带旺旅游产业

从武汉北行一个半小时车程，出 403

省道，来到黄冈市红安县永河镇大金家村。

乡间土路两旁，到处可见一种齐腰、齐

胸高，长得挺直，看上去像树丛一样的草；

多数却已枯败，好似被火烧过。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生物入侵

防控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万方浩介绍，这

就是臭名昭著的外来入侵生物豚草。

说是草，它却比普通草壮实许多。在

“全国豚草生物防治技术展示会”观摩现

场，记者看到，其根部比大拇指还要粗；据

说在伊犁河谷，它最粗的根茎堪比人的手

腕，凸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从 1986 年开始研究豚草、“30 多年只

干一件事”的万方浩介绍，豚草又叫艾叶破

布草、美洲艾，起源于北美洲索诺兰地区，

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世界性重大恶性入侵杂

草；上世纪 30 年代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因为没有了原产地的天敌，迅速扩散

蔓延开来。”目前已在东中部 21 省份和新

疆伊犁地区广泛分布。

豚草危害有多大？

万方浩举了北京北安河中学的例子：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该校时常群发重

度、顽固型“感冒”，同一时间内，几十上百

人剧烈打喷嚏、咳嗽甚至哮喘，并伴有眼睛

奇痒；当感冒治却怎么也治不好。后来发

现是因学校附近一大片豚草引发的花粉过

敏，加以清除才恢复正常。

“豚草花粉毒性很强。”万方浩表示。

豚草花粉过敏患者占豚草发生区人口总数

的 2％—3％，过敏症人群达 1450 余万人，

每年直接医疗费用 14.5亿元。

跟这类显性损失相比，豚草危害原生

生态带来的损失更大。万方浩解释，豚草

耐盐碱、贫瘠、干旱，具备很高的生态环境

适应性，以及极强的生态资源竞争力，极易

形成优势群落；豚草还具有强大的繁殖力，

种子量最高可达 3 万粒／株，并且种子有

二次休眠特性，休眠期 40年。

万方浩团队经“30 年、三代人”系统研

究，从豚草植株内分离鉴定出两种化感物

质，对禾本科和阔叶植物具有强抑制作用；

研究发现豚草入侵导致土壤微生物功能群

结构发生改变，硫酸还原细菌和放线菌含量

显著增加，真菌含量显著降低，抑制了本地

伴生植物的生长。这就阐明了豚草“资源抢

先占有”的机制，弄清了豚草入侵为什么会

导致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损失。

如此系统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开创性。

豚草暴发成灾，根源在于没有了原产

地的天敌。所以，以往“人民战争”式的人

工拔除、割除，或除草剂化学防除，都“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效果不理想，“从原

产地引进天敌进行生物防控，才是最有效

的治本之策”。

万方浩团队经严格的科学和行政程

序，先后从原产地引进 7种豚草天敌昆虫，

经多年非选择性和选择性实验，筛选出豚

草卷蛾、广聚萤叶甲两种。前者，蛀食茎

秆、截流营养；后者，聚集蚕食叶片。施放

这两种天敌之后，豚草短时间内呈大面积

“火烧状”枯死。经多年大面积推广应用，

两种天敌昆虫在 19 省份成功建立自然种

群，并由中心释放区域逐年向周边扩散；在

大面积生防中心区，豚草植株死亡率达

95％以上，实现了稳定持久的控制。“这两

种虫子，应该为它们立碑！”

但它们同样属于外来生物，会不会也

造成生态灾难？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万方浩答道。团

队创新了生物防治作用物风险评估与安全

性评价方法，对引进的7种天敌昆虫，都作了

严格的定量和定性风险分析。筛选出的豚

草卷蛾，对供试的15科37种植物，广聚萤叶

甲，对供试的14科53种植物，均具有高度的

安全性。连续多年的野外跟踪观察（豚草卷

蛾25年、广聚萤叶甲10年），进一步证实了这

两种天敌昆虫的寄主专一性，也就是说，“它

们就好这一口，只对豚草感兴趣”，对农作物、

观赏植物和其它有益生物高度安全。

（科技日报武汉9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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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 101’船和‘蓝海 201’船是农业农

村部迄今投资最多、吨位最大、设施最先进的

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16 日，农业农村

部相关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9 月 12 日，两艘 3000 吨级海洋渔业综合

科学调查船“蓝海 101”船和“蓝海 201”船如期

下水，这标志着我国两艘“农业航母”主体工

程的胜利完工，进入码头舾装阶段。

我国渔业资源调查船发展走过了一段艰

辛的历程。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曾拥有各类渔业资

源调查船 58艘，初步建立了布局科学、结构合

理的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但上世纪 90年代

至本世纪初，由于渔业资源调查工作经费严

重不足等原因，大型渔业资源综合调查船仅

剩“北斗”号 1艘。

新世纪以来，我国渔业进入了科学管理

新阶段。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海区和流域

研究所长期以来却面临无船可用的窘境，科

研人员只能携带便携式科研仪器随公司或个

人的生产船出航，科研要求的航线站位、数据

精度、采样储运等都受到极大制约。

2013 年，全国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建设

顶层设计完成，我国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复

建工作正式启动，同年，4 艘 300 吨级渔业资

源调查船立项。2014 年，“蓝海 101”“蓝海

201”两船获批立项。

“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嘱托，让渔

业 科 研 工 作 者 真 正 把 论 文 写 在 大 海 上 。”

“蓝海 101”船和“蓝海 201”船分别由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东海水产

研究所负责建设和运维管理，这是当时大

家共同的心声。

此后，这两艘船在沪东中华造船厂的船

坞中经历了将近 1 年的工程施工。40 多岁的

“蓝海 201”船长汤晓林是东海水产研究所方

面的驻厂监造代表，此前，他已有 20多年不在

该所工作。“1995 年‘东方’号被卖掉时，我们

被迫停薪留职，加入商运。”10年时间，汤晓林

已从船员做到商船船长，接到担任“蓝海 201”

船长的通知时，他立刻答应了。

黄海水产研究所“蓝海 101”的驻厂监造

代表是该所资产条件处副处长张志强。他在

“北斗”号上工作了 24 年，从水手干到船长。

“我们的工作虽然单调，但却是保证船舶建造

质量的关键。”这是他最深的体会。黄海水产

研究所禹昊是负责现场具体监造工作的。“船

舶刚建造时，我们驻厂监造人员一个月轮流

回家一次。但随着下水临近，两个多月都没

顾上回家。”禹昊和同事们既要克服异地监造

的困难，还要与极端天气作斗争。

2016 年 12 月，原农业部发布《全国农业

执法监管能力建设规划（2016—2020年）》，提

出统筹建造渔业资源调查船。2017 年以来，

专业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建设步入“快车

道”，一批现代化的海洋和内陆渔业资源调查

船相继交付。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蓝

海 101”船和“蓝海 201”船成功在上海下水，与

“北斗”号及 2010年建成交付的南海区渔业资

源与环境科学调查船“南锋”号共同成为全国

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标志着三大海区均有了 1000吨级以上的专

业海洋渔业调查船，我国对深海大洋的科研

探索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科技日报北京9月16日电）

“蓝海 101”“蓝海 201”如期下水

“农业航母”将圆大国渔业科考之梦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上接第一版）
“FAST 的搜寻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

是通过漂移扫描，即望远镜固定不动，借助地

球自转指向不同天空进行盲巡；第二种是对

特定的源进行搜寻，包括球状星团、高能费米

点源和 M31 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FAST 工

程总工程师姜鹏说，观测之后就可以对望远

镜数据进行分析，寻找可信的周期性信号，再

通过人工进行判断，将其列为候选体，最后通

过 FAST 进行重复观测或者由其他望远镜观

测进行认证。目前，在 FAST 发现的 44 颗脉

冲星中，有 25 颗是 FAST 自己进行认证的，其

余的是通过合作的澳大利亚 Parkes64 米望远

镜、德国 Effelsberg100米望远镜等进行观测认

证。

海量数据带来巨大挑战

除了搜索脉冲星，FAST 其实还有着更重

要的科学目标，包括探测中性氢，以揭示宇宙

膨胀、星系形成及演化的奥秘，以及搜寻可能

存在的外星生命等等。可以说，拥有世界领

先的绝对灵敏度，让 FAST拥有无限的可能。

今年 6 月初，随着 19 波束馈源接收机的

投入使用，FAST 巡天速度提高了 5到 6倍，视

场也扩大至原来的 19倍。这意味着“武功”更

高，FAST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发现外星人？”面对

科技日报记者的追问，钱磊解释说，如果确实

有外星人的存在，而他们也正好使用无线电

的话，那他们应该逃不过 FAST 的“火眼金

睛”。针对外国科学家发现月球表面存在水

冰的消息，钱磊表示，在雷达的配合下，FAST

也有可能开展相关探测。

如今，几个月过去了，FAST 到底有什么

重大发现？姜鹏坦言，用上了 19 波束，FAST

所产生的海量数据，给 FAST团队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观测时，以前每秒钟最多只产生 2G

的数据。现在，峰值数据率每秒可以达到

38G。由于存储和计算能力有限，他们只能对

数据进行压缩，降低数据的动态范围，但仍然

有数据堆积的危险，这是以往所没有遇到过

的事情。

不过，在 FAST 数据中心投用后，问题将

得以缓解。由 FAST 联手中国电信建设的数

据中心，将以中国电信天翼云为基础，依托中

国电信强大的网络优势和平台能力，整合海

量高速存储和高速计算单元，为 FAST提供超

算中心服务，以及高速网络接入和信息通信

支撑保障。按照规划，这个数据中心最终将

为 FAST 提供 100PB 的存储容量。同时，位于

贵州师范大学内的 FAST早期科学数据中心，

也正着手扩容。

截至目前，FAST积累了 1000多小时的观

测时长，科学数据存储总量约 2.8PB。

预计明年完成调试

FAST 是世界上口径最大、最灵敏的射电

望远镜。500米口径，其接收电波的面积相当

于 30 个足球场那么大，足足可以“装”下 8 个

“鸟巢”体育馆。如果要给这口“大锅”装满矿

泉水，足以让全世界每人喝上 4瓶。

利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巨型洼地

作为台址，FAST 自主发明变形反射面，采用

光机电一体化技术，自主提出轻型索拖动馈

源支撑系统和并联机器人，实现高精度指向

跟踪。FAST 的大，大得有道理。只有口径越

大，才能“看”得越远。科学家打过比方，以它

的灵敏度，即便有人在月亮上打手机，也能被

“看见”。

调试两年来，因为国际上没有先例，很多

问题只能靠 FAST团队自己解决。姜鹏说，巨

型望远镜调试是一项强交叉学科的应用性研

究，国际上传统大射电望远镜的调试周期很

少低于四年，而 FAST开创了建造巨型射电望

远镜的新模式，它的调试工作也很有挑战性。

相对其他望远镜来说，FAST 的系统构成

更加复杂。经过 FAST团队的努力，实时力学

仿真技术大幅提升了望远镜对设备故障的容

忍 度 ，馈 源 支 撑 系 统 也 实 现 了 系 统 集 成 ，

FAST 实现了对特定目标的跟踪观测，并稳定

地获取了目标源射电信号。并且，随着调试

工作的深入开展，FAST 的性能也得到明显改

善。“FAST 科学团队能在短期内实现望远镜

的功能性调试，完成了最困难、最有风险的调

试环节。”姜鹏说，不出意外的话，FAST 预计

明年完成全部调试。

“感官安宁，万籁无声，美丽的宇宙太空

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

它无垠的广袤……”已故的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研究员、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

仁东诗一般的语言，让人们对FAST的未来满怀

憧憬。 （科技日报贵州平塘9月16日电）

（上接第一版）
“在此次事件中，红芯是否尊重它自以

为‘踩在脚下’的 Chrome 呢？显然，并没

有。”知乎用户“宋拓”评论说：“在我们程序

员眼里，继承 Chrome 的应该是 Chrome 的

子类。红芯这个子类继承 Chrome 的方式

并不是声明，而是 copy。”

混淆“自主”与“可
控”，就有浑水摸鱼的
“从国家关心的安全层面来看，最重要

的是‘可控’。‘自主’其实只是实现‘可控’的

途径之一而已。”包云岗在一次论坛上说，

基于开源软件二次开发，也完全可以达到

“可控”，“但是，当前本末倒置，太过刻意追

求‘自主’了，造成‘自主’一词已被滥用。”

红芯之所以从“云适配”改称红芯，并打

出“自主可控”的广告，被认为是要沾“自主”

一词的光。知乎用户“渔人”讽刺说：“没发现

（抄袭）就是纯自主，发现了就是巨人助创。”

其背景，包云岗分析说，以前政府在科

技项目管理上对开源意义认识并不够，认

为基于开源软件修改的就没有技术含量，

必须要“完全自主”的软件才有水平。“这是

科研评价的指挥棒问题。好在现在已经有

改观，最新的重点研发计划开始直接支持

开源软件和相关生态。”包云岗说。

倪光南院士也认为：开源软件在满足

“自主可控”要求上是有优势的；在国家层

面，科技部、工信部和发改委已启动了大量

与开源相关的专项和工程。

二次开发也可以是
创新，要按规矩来

红芯事件后，倪光南院士对科技日报

等媒体发表观点称，不能因为出现红芯事

件，就抹杀了中国软件业在开源基础上有

大量创新的客观事实，不该由此贬低基于

开源做创新的模式。

包云岗说，基于开源搞二次开发是常

见的商业模式，开源社区也很认可。比如

开发操作系统的红帽（Red Hat）公司，其

企业版 RHEL 是其赚钱来源，但红帽公司

遵循开源协议，公开代码。和 RHEL 功能

一样的 CentOS 可免费获取，这也让大家

更认可红帽。如今，基于开源为各大企业

开发定制版 Linux 的红帽公司，市值已经

超过 250亿美元，年收入超 25亿美元。

“开源不等于不能赚钱。”包云岗说，“

英特尔 1990 年代成立了开源技术中心。

Linux 成长起来，得益于英特尔很大投入。

而用户拿到免费的 Linux 系统，发现在英

特尔芯片上跑得更好。英特尔就是这样占

据了服务器市场。还有谷歌开源了安卓系

统，安卓并不收钱，但谷歌在安卓上预装了

浏览器、日历、地图等等，带给它可观的流

量。”

包云岗说，尽管研发成果开源不直接盈

利，但“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所以各方都很

积极。中国企业过去因为实力有限，参与远

远不够。现在已有改观，华为为代表的国内

大企业已是开源界的重要贡献者。

红芯被曝光，对中国
开源文化是好事

倪光南认为，红芯的错误属于“过度包

装”，和汉芯的欺骗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对

红芯的追责应当适度。

倪光南指出，以前很多人对开源认识不

够，一些国内公司基于安卓定制的移动操作

系统，自称“自主知识产权”，他们犯了和红芯

类似的错误，但都没被追究，都被宽恕。

“如果人们对这类错误从一开始就一

视同仁地严加追究，恐怕红芯也不会重蹈

覆辙了。”倪光南说。

“这个负面事件，会助推开源文化的普

及。”包云岗说，“就我所知，有些大学已经

准备开设开源文化的课程，让年轻人知道

开源是怎么一回事，应该遵循什么规则。”

“‘红芯’之所以成了‘事件’，首先是因

为程序员曝光和传播，他们知道技术细节

才揭露出来；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推动，

才让它为全社会关注。”包云岗说，“这件事

是一个警示，对从业者是好事。”

红芯造假：契约精神的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