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凌晨，又是一年苹果新品发布会。众多中国媒体记者熬着

夜眼巴巴守在直播视频前，就看苹果公司CEO库克这回端出盘什么菜。

库克穿着衬衣和休闲裤，语速依旧沉稳，而整场发布会也显得波

澜不惊。一是发布会前已流出各种“小道消息”，而这些传闻又在发布

会上一一得到印证；二是在消费电子产品已玩不出太多花样的今天，

苹果也很难再给人“2010年，初见 iPhone4，乱我心曲”的惊艳。

但苹果还是苹果，它每年的发布会依然是科技界春晚。一睁眼，你就

被关于iPhone XS和iPhone XR的段子刷屏，微博热搜是一个接一个。

新品发布会后，中国手机厂商看起来挺开心。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余承东发了句“稳了”，联想集团副总裁常程把自家手机和苹果的

iPhone XR放在一起做了个对比，小米则表示它们也有金色款手机哦。

当神坛上的苹果终于“也不过如此”，当苹果选择的发力方向和

自己的选择一致，中国的手机厂商把一颗心放回肚子里并隐隐有点

小得意。

不过，当所有人都紧张地关注着库克今年要说些什么，苹果的行

业地位还是不言自明的。就算是应声而落的股价，大概也不会让这位

成熟的职业经理人过于烦恼。毕竟，苹果市值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搭载苹果 iOS系统的设备已达 20亿部。

库克：任穿林打叶，我自吟啸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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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中间充电，智能电子产品可以续航几个

月、甚至几年；冬天无需空调或暖气，在墙上铺一

层新型材料就能让室内温暖如春……

未来，这些可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科学幻

想。一群造梦者正在为之努力，他们就是天津大

学材料学院教授封伟及其带领的“梦之队”。

这是一群“碳”究者，在封伟的带领下，他们

曾成功让碳材料对光敏感，点亮了那个原本的

“黑暗世界”。

最近，封伟团队制备出具有自保护超长室温

磷光性能的氟氮双掺杂碳量子点，相关论文于近

日在线发表在《先进功能材料》杂志上。

带领“梦之队”点碳成金

在西安交通大学完成本、硕、博阶段的学习

后，1999 年封伟启程赴日本求学，并于 2000 年获

得日本大阪大学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2002 年

回国后，封伟在清华大学高分子研究所从事博士

后研究工作。

直到 2004 年，封伟来到天津大学，从无到有

创建了功能有机碳复合材料研究室，组建了这支

“梦之队”。

在天津大学，熟悉封伟的人都说他干的工作

是“点碳成金”：在实验室里，一根根细小的纳米

碳纤维管（以下简称碳管）经过封伟的精雕细琢，

其导热性能、结构强度会发生变化；同时在与导

热、导电等普通材料结合后，碳管会使这些材料

的性能得到提升。

在封伟的带领下，这支成立仅 15年的团队已

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150 余篇，多次

获得天津市技术发明一等奖等重大奖项。

“玩”科研也要一根筋

“玩”科研是封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常

说，做科研要有“玩”的心态，要带着兴趣搞科研，

这样才能长出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

2005年，35岁的封伟到山东出差时，途中恰巧

路过大片农田。夕阳西下，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花

齐刷刷地朝向太阳，随风摇曳……当时，封伟突发

奇想：向日葵会随着光照方向变化而“转头”，因为

它能具有感知光线照射变化的特性。植物有光响

应的特性，那碳管能不能也有这种特性？

封伟决定用实验证明这一大胆假设。出差

回校后，封伟亲自动手，给碳管接上了光敏材料，

尝试用光把碳材料的特性“激发”出来。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封伟团队成

功让黑体纳米碳材料对光敏感。

2006 年，封伟在国际期刊《美国应用物理杂

志》和《碳》上先后发表了关于偶氮苯—碳纳米管

结构的论文，这也是全世界首篇有关碳管光敏结

构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

谈起对科研方向的把握，“玩”科研的封伟却

有点“一根筋”。“我经常和团队青年教师与学生

讲，我们要坚持住自己的方向，不要变来变去。”封

伟说，“搞科研最不能缺的就是毅力，要在一个方

向上系统性地持续推进，才能有更深入的发现。”

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封老师从不催我们发论文，有时反而压着，

让我们少发文章。”这是“梦之队”里很多学生的

感受。

封伟认为，搞研究不能一味追求发多少篇论

文，纸面文章的意义不大。“我一直和学生强调，

要以需求为牵引，以问题为导向，把文章写在祖

国大地上。”他说。

在封伟看来，做科研不能把眼睛只盯在成果

上，科研态度、行为习惯这些“软实力”也非常重

要。“现在的学生条件好、天资高，但有时做事不

够细心，缺乏集体责任感。”封伟对学生的要求

是，每天必须要打扫实验室、耗材制剂要及时补

充、仪器设备用完要归位。

发现学生有疏忽，封伟会用“古老”的惩罚方

式——写检查。封伟会在文件柜里存着这些检

查，毕业时他会把它们当成礼物郑重地送给学

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严谨的科研态度让人终

生受益。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真正懂得这个道

理并一生践行！”封伟说。

今年初秋，封伟对新一批加入团队的年轻人

说：“你们每个人都很聪明，但要经过老师的教

导、大学的培养才能成为人群中的‘金子’，才能

为社会作出贡献。”

他在微观世界点亮碳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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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强，1976 年生于吉林省东丰县，现任中

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激光辐射度实验室副主任、研

究员，长期开展超短脉冲激光计量和太赫兹计量

研究。

本报记者 孙玉松 通讯员 焦德芳

科学精神在基层

邓玉强邓玉强：：
丈量光的速度丈量光的速度

邓玉强说自己很幸运，一毕业就进入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工作。那时博士毕业生还不

多，领导对他很重视，他的第一项工作是研制飞

秒脉冲计量标准，解决超短脉冲时域参数无法

溯源的问题。

超快光学是国际光学领域最前沿的热点研

究方向，在超快信号产生探测、超快过程研究分

析、超精密微纳加工、光电子技术、超精密医学诊

断治疗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大

众熟知的飞秒激光近视眼手术用的就是超快光

学中的飞秒激光。

邓玉强说，超快光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其

准确计量提出迫切需求。尤其是飞秒激光时域

参数的准确测量，对飞秒脉冲激光的产生、传输、

控制和应用等各个过程都至关重要，而国际上缺

少相关计量标准。正因如此，他决定进入这个领

域，建立国家超短脉冲计量标准，为超快光学研

究和应用提供准确的溯源源头和量值保障。

那时，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昌

平区的实验室刚刚启用。邓玉强从头开始搭建

这个实验室，选购光学调整架、加工光学镜片、

设计机械零部件，精细调整每一个光学器件的

位置和方向，不断提高仪器的稳定性和抗干扰

程度……

最终，邓玉强团队自主研制出超短脉冲激

光参数测量仪器,实现了飞秒脉冲时域参数的

准确测量，构建了我国首套超短光脉冲时域参

数计量标准。同时，他们还在国际上提出了新

的超短脉冲光谱相位还原方法,消除了传统方

法产生的不确定因素，实现了超短脉冲光谱相

位准确测量，提高了脉冲时域参数测量的准确

度水平。这一标准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

价，被推荐为国际超短脉冲光谱相位准确测量

的替代方法。

“做科研要有新想法，模仿别人永远不会领

先。”在邓玉强看来，创新是科研的灵魂。

勇于创新，踏上超快光学跑道

太赫兹是介于红外和微波之间的频段，是连

接电子学和光子学的桥梁，在高速宽带通信、医

疗安检成像、化学成分分析、国家国防安全等诸

多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重大应用潜力，因而

成为当今各国的研究热点。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

人们对太赫兹频段的辐射特性了解甚少，形成

了著名的“太赫兹空隙”。发展太赫兹计量技

术，保障太赫兹测量结果准确、可靠，成为国际

计量局的战略重点，也是我国《计量发展规划》

的重点课题。

这也成为邓玉强引以为傲的另一开创性工

作。“我们从 2005 年开始研究太赫兹技术，从

2011年开展太赫兹计量研究。”邓玉强说。

研制太赫兹吸收材料是破解太赫兹功率

计 量 难 题 的 关 键 。 经 过 两 年 的 艰 苦 攻 关 ，邓

玉强团队于 2013 年研制出一种新型太赫兹吸

收 材 料 ，实 现 了 材 料 样 品 在 太 赫 兹 波 段 光 谱

反 射 特 性 、光 谱 透 射 特 性 和 光 谱 吸 收 特 性 的

准确测量。

2015 年 5 月，国际首次太赫兹功率比对在德

国柏林举行，参加比对的德、美、中三国计量院分

别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取得的测量结果都相互

吻合。其中，中国计量院的测量不确定度最小、

探测器响应度最高,这一结果标志着我国太赫兹

功率计量能力步入国际领先行列。

“这个比对只有具备太赫兹辐射功率绝对测

量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这项能力需要具有

经国际同行评审的、在国际期刊正式发表的学术

论文作为证明。”邓玉强介绍。

比对之前，各国计量院首先上报测量不确定

度。邓玉强代表我国上报的不确定度最小，参比

的国际同行起初对此表示质疑。然而当比对结

果揭晓时，中国团队立刻令国际同行们刮目相

看。邓玉强笑着说，那是他作为科研人员最有成

就感的时刻之一。

这背后是“十年磨一剑的”的精神。为了测

量结果能更准确、可靠，在漆黑的光学实验室，邓

玉强常常一个人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进

行测试，一测就是一整天。

坚持不懈，努力填补“太赫兹空隙”
博士阶段才进入光学计量领域的邓玉强为

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首先得有兴趣，然后当然少不了勤奋和坚

持。”邓玉强说，“这也离不开周围人的帮助。”

从吉林农村考到天津大学的邓玉强自小就

是“别人家的孩子”。“但直到考上博士，我能想到

的未来也就是发几篇论文，完成博士学业，找个

安稳的工作。”邓玉强说。

转机出现在邓玉强读博期间。“当时，我的一

位师弟在做一个关于飞秒脉冲相位计算方面的

研究，用传统方法总是难以取到理想的结果。由

于我硕士阶段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相关论文，有

一些这方面的基础，就提出一种新思路，并且取

得很好的结果。我的导师看到就鼓励我将其写

成论文并发表出来。”邓玉强回忆道。

当时邓玉强的英文水平很差。“我导师一遍

一遍地帮我修改，遇到交叉技术问题就反复讨

论，前后修改了几十遍，到最后基本每一句话都

动了，论文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邓玉强说，

最终这篇论文发在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

上，“这是我以前要仰视的期刊，我脑中的很多知

识都是从这个期刊上获得的，没想到自己的文章

能发表在上面，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激励。”

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体现在邓玉强科研生活的方

方面面。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刚开始邓玉强听不

懂英文，于是他就多听、多说、多练，一个多月后就能

用英文进行顺畅交流。在进行科学实验方面，他也

不断学习、反复琢磨，克服了许多困难和障碍。

德国的同事评价他：“在和邓玉强工作的过

程中，他的个人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积极参与我们的讨论，能快速地掌握新知识。他

是个极有条理的人，也非常值得信赖。”

“创新的方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大

量分析和思考才能获得。灵感只在瞬间闪现，需

要做充足的准备才能抓住它。”邓玉强说，思路不

通时，他就会一直琢磨，走路、坐车、睡前都是他

的思考时间。他觉得，只要念念不忘，“总有一天

能豁然开朗”。

对于项目、经费、荣誉等，邓玉强表现得相当“佛

系”。“项目越多，花在答辩、写材料上的时间就会越

多。对我来说，经费够用就行了。”他淡然地说，“我更

关注的是经费的投入与产出比，要让手头的经费发

挥出更大的作用。相比之下，我更享受埋头在实验

室的时光，取得新的成果才是让我最高兴的事。”

专心致志，享受实验室的工作时光

本报记者 操秀英

这是一场预料之中的回归。9月 11日，谷歌云 CEO 对外宣布李飞

飞将回到斯坦福大学继续任教。

差不多两年前，在斯坦福大学计算系任教的李飞飞宣布，将利用

学术休假时间加入谷歌云，担任其 AI 首席科学家并促成了谷歌 AI 中

国中心的落地。两年的学术休假给了李飞飞观察业界和学界的双重

视角，也给了中国媒体更多接触这位 AI女神的机会。

拥有顶级企业工作经验的李飞飞认为，企业替代不了高校。“学术界

的使命是造一座灯塔，照亮前方，让产业界得以继续前行。”回到学校，松

下那根商业神经，与AI的战场保持一定距离后，李飞飞还要继续AI医疗

相关领域和 AI基础科学的研究——她还是要做造塔人。不过，李飞飞

肯定依旧会用自己的方式，搭建起学界和业界沟通的桥梁。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学而优则进人工智能企业”，众多顶尖教

授“下海”，真切感受 AI战场的炮火和硝烟。有人认为这是学界的人才

流失，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它对改革高校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模式也有所裨益？总之，祝福李飞飞。

李飞飞：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盖伦

9 月 10 日，教师节。阿里巴巴集团选择在当天上午 9 点 10 分发出

微博，宣告马云将于一年后卸任该集团董事局主席。

时间节点选得颇费心思。毕竟，从目前披露出的消息来看，告别

后的马云打算重回教育领域。

马云的名片上有很多头衔，比如马云公益基金创始人和乡村教师

代言人。他的公益基金会于 2016年和 2017年分别启动了“马云乡村校

长计划”和“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2018年又启动了“马云乡村寄宿制

学校计划”。

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乡村教育的短板就必须补上。当天

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也提出，要促进区域、城乡和各级各类教育均衡

发展。

马云愿意为乡村教师代言，自然是大好事一件。作为一名成功

的、自带话题和流量的企业家，马云无论进入哪个领域，都会有信徒、

粉丝和媒体追随。乡村教师一直是个隐形群体，尽管国家重视、政策

频出，但公众的认知度仍不算太高。马云愿振臂一呼，为乡村教师鼓

与呼，那我们就期待他的华丽转身吧。

马云：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常见的格子衫、普通的休闲裤、一双运动

鞋，这就是邓玉强的日常装扮，很“理工男”。前

不久，这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激光辐射度实

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刚刚参加了中国科协成立

60 周年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座谈

会。会下与记者交谈时，他讲话思路清晰，又不

失亲切与随和。

这位外表普通的科研人员近年来取得了

一 系 列 亮 眼 的 成 绩 ：在 国 际 上 首 次 提 出 小 波

分 析 重 建 超 短 脉 冲 光 谱 相 位 、光 学 群 延 迟 直

接 提 取 、太 赫 兹 高 吸 收 材 料 研 制 等 系 列 新 方

法；研建我国首套超短脉冲自相关仪、太赫兹

辐射功率计等国家计量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

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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