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格衬衫搭配牛仔裤、休闲鞋，王晓晨的装

扮就像个在校大学生。这位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研究员的作息也如大学生一般，每天都是实验

室、课堂和家三点一线。

日前，王晓晨荣获腾讯基金会首届“科学探

索奖”，他的获奖领域是“化学新材料”。他主要

从事有机硼催化化学研究，最近 4年多来在该研

究领域完成了多项创新工作。

在王晓晨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手性双

环双硼催化剂的化学结构里，双环结构如同“翅

膀”，让原本不活跃、甚至有点“闷闷”的硼原子振

翅高飞、放飞自我，变成了性能优良的催化剂，而

这离不开该团队历时数年的反复实验。

因喜欢做实验与化学结缘

翻开王晓晨的履历，本科 4 年，他都是在南

开大学化学学院度过的。说起学化学的初衷，王

晓晨坦言：“我觉得，化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而且我喜欢做实验。”

本科毕业后，王晓晨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又去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完成

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结束美国 8 年的求学、工

作生涯后，王晓晨选择回到母校南开大学化学

学院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教学

和科研工作。

在美国时，王晓晨的研究领域是金属催化

剂。他介绍道，催化剂在现代化学工业中具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约 90%以上的工业生产领域需要

用到催化剂，如化工、石化、生化、环保等。

“金属 催 化 剂 是 目 前 比 较 常 用 的 催 化 剂

之一。”王晓晨指着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说，

铑、铱、铂等都是常用的金属催化剂，不过这

些 金 属 比 较 稀 有 、不 易 被 获 取，所以价格昂

贵，甚至比金子还要贵很多。因此王晓晨回国

后，把研究的方向定为，价格便宜且易被获取

的非金属硼催化剂。

虽然硼作为催化剂具有种种优势，但当时世

界上关于硼催化剂的研究还较少。在查阅大量

资料后，王晓晨想做实验看看，硼元素作为催化

剂的表现到底如何。

“一上手才知道，这些文献太有‘欺骗性’

了。我们最初设立的美好愿景，一上来就被实验

结果打得稀碎。”王晓晨笑着说，我们一开始模仿

文献中的步骤重复实验，可实验结果与文献相差

甚远。期刊上标明产率能达到 70%到 80%，而我

们只做到 10%到 20%。

“经过研究发现，有差距是因为我们的实验

方法出了问题，硼化合物的稳定性很差，吸水后

易变质，因此需要在操作上更精准，避免杂质并

隔绝空气。”王晓晨说。

自从确定了有机硼催化这一研究方向，王晓

晨便和团队一头扎进了实验室。每天从早晨 8

点多到晚上 10点多，除了给学生上课、参加学术

活动外，王晓晨几乎都泡在实验室里。“其实，我

们这个专业的科研人员几乎都这样，一有时间就

往实验室钻。”王晓晨说。

反复试错终制成优质催化剂

“其实对我们来说，最难的不是反复做实

验，而是面对一次次实验失败，还要鼓起勇气

继续下去。”王晓晨感慨道，“就像走迷宫，一开

始很有信心，但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写着

‘此路不通’。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试验中出现

过无数次。”

为了搭好硼原子的骨架，需要对碳、氢元素

进行构架。“就像盖房子，先要确定是盖别墅、还是

盖公寓，这就涉及到碳和氢的位置；然后再把硼原

子放进去，是放在屋顶上，还是放在地板上，只有

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能使其活跃起来。如果

房子盖得不合适，硼原子根本都放不进去。”王晓

晨说，起初我们对这个过程一无所知，所以要设计

各种组合去实验。设计一个骨架结构并付诸实

践，至少需要2到3周的时间；得出的实验结果，如

果没有活性，那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堆土”。

“4 年中，我们团队整整做了上百堆‘土’。

不过失败有时也是难得的经验，至少我们排除了

那些走不通的路。”王晓晨笑着说。

有时候，成功需要点运气，但幸运也会眷顾

勤奋的人。王晓晨团队基于前期研究经验，选

择了并环和螺环结构，并进行了新尝试。这次

他们终于成功了，由此研制出的手性双环双硼

催化剂，在不对称氢化反应中表现出优异的活

性和选择性，催化转化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未来，王晓晨团队将进一步研究硼催化剂的

特性，促进该领域的深度发展。

他把“闷闷”的硼原子变成良性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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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樊 攀 宋美黎

陈 曦

在北京连开两天的研讨会，再用一天和学生们谈课题的情况，然后马

上返回新疆大学继续挂职生活……在北京和新疆间来回奔波，是清华大

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周远翔参与援疆两年来的生活。

做科研、促改革、改观念……这位生于福建的电气工程领域专家，用

“爱拼才会赢”的劲头在祖国西北书写他的奋斗人生。

前不久，周远翔荣获中宣部颁发的“最美支边人物”称号。该称号授

予 20名个人和 1个集体，表彰援藏援疆援青干部和先进支边模范人物。

在颁奖典礼上，周远翔手捧证书说：“在新疆，我把清华大学的教学理

念和科研理念灌输给那里的大学老师。短短两年的时间，我所在的新疆

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整体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有

人问我在新疆有没有得意门生，我说有，我的‘得意门生’是新疆大学电气

工程学院。现在，我的支边工作时间所剩不多，每天都感觉是在跟时间赛

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国家项目、横向科研合作、教育教学改革、一流学

科建设。我必须努力，只争朝夕。”

顶住压力完成教学改革

20 世纪 80 年代，来自福建莆田农村的周远翔来到清华大学上学

后，发现自己连普通话都讲不好，上课很受影响。后来，他硬是“自己

拼命学”，学好了普通话、学好专业课，一步步追上了别人的脚步。靠

着一路“拼命学”，他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于 2000 年回到母校清

华大学任教。

周远翔长期在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实验技术、电介质和电工新技术等

领域深耕，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2017 年 9 月，他被选派到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任院长，为期 3 年，从此

开启了一段不同以往的援疆生涯。

在大量阅读新疆大学的教学科研资料后，周远翔发现了一个问题：学

院对科研任务的重视不足。“那时，老师在外面的科研活动都被划归为‘干

私活’，这对老师的积极性是个不小的打击。”周远翔解释道，高校要教学，

但科研也是高校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电气工程学院是工科，要和社会、国

家及行业的需求紧密结合，否则就等于闭门造车。”

周远翔回忆道，开始很多人对他的想法不理解，甚至还质疑他存有

私心。

但周远翔清楚，他到新疆的目的就是去改变当地的科研现状，传递前

沿的科研理念。于是，他选择在全校开会时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很少

考虑会不会得罪人。”最终，他的坚持获得学校的重视与回应。

最开始提出不同民族学生同班教学时，也遭到了反对。“他们的理由

是两个班基础完全不一样，不分班怎么上？但我也是从农村来的，如果当

时清华大学‘照顾’了我，可能我的普通话到现在还说不利索。”周远翔用

自己的经历证明，平等对待每一位同学才是对学生最负责任的做法，“既

然来上学，就努力跟上。”今年，他坚持了两年的“同上一堂课”提议开始在

新生中推行。

两年多来，从调整研究生课程设置，到提议实施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再

分班教学、“同上一堂课”，周远翔在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完成了一项项

教学改革。

身体力行带动周围师生

拼搏的劲儿是会“传染”的。申报课题、积极与社会业界接触、科研教

学两手抓……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师生们受到周远翔的激励和感

染，也开始“拼”了起来。

“现在无论老师还是学生的拼劲儿都很足。周老师还会带我们去与

清华大学联合组建的教育教学基地做研究，让我们的想法得以在先进的

科研平台上得到实现。”新疆大学博士生姜贵敏去年成功申请了“自治区

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这给了同学们很大的信心。

爱拼就会赢：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成功获批“电气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点，并在第 4 轮全国学科评估中获评 C+；往年学院仅有两三人申请

的“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18 年申请人数量增至 20 多个；随着

周远翔亲自带着学院师生去当地企业交流，师生们不断了解当下行业需

求的同时，学院的知名度也逐渐在当地打开；他还依托清华大学学科平

台，积极筹办新疆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周远翔一家四口分处四地，母亲有时会埋怨他：“你老跑那么远干

吗？”但他想得更多的，却是在仅剩一年的挂职时间里，还能多做些什么。

周远翔说，教育的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他希望再尽力多做几件事，让学

院变得更好。

师从周远翔的清华大学博士后张云霄将导师的言行都看在眼里，

也为老师的拼搏和付出所感动。他认为，导师对自己有着很大的影

响。“我马上也要出站教书了，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和周老师一样的老师。”

张云霄说。 （据新华社）

从北京到新疆，爱拼才会赢
——记清华大学援疆教师周远翔

周远翔（左二）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报记者 唐 婷

对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充足的睡眠

有利于长个子。事实上，充足的“睡眠”对于大豆

生长发育来说也同样重要。

如何让大豆“睡好觉”，结出更多的果实，是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韩天富长期研究的重点领域。

前 段 时 间 ，韩 天 富 所 在 团 队 采 用 基 因 组

编辑技术，创制出适合低纬度地区种植的突

变 体 材 料 ，帮 助 大 豆 在 日 照 短 、温 度 高 的 南

方地区实现丰产，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

《 植 物 生 物 技 术 杂 志》（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上。

上世纪 60 年代初出生在甘肃农村的韩天

富，儿时饱尝了缺衣少食的滋味，并对当时农村

有病难医的困窘有着深切的体会。在韩天富的

记忆中，慈爱的三叔对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

样，可无情的病魔却夺走了三叔的生命。

“现在看来，三叔得的并非是不治之症，只是

当时没有条件诊治。”韩天富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三叔的遭遇在当时的农村并不鲜见。由此，韩天

富便萌生了学医的念头，希望能当医生，救治更

多贫苦的乡民。

高考报志愿时，韩天富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

了“兰州医学院”（现兰州大学医学院）。当看到

录取通知书上的“甘肃农业大学”字样时，他心里

不免有些遗憾，因为学农是他的第三志愿。

不过，后来随着学习的深入，韩天富渐渐喜

欢上了农学类专业。现在回头看，他觉得农学是

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场所都

是非常绿色的地方，而且环境也非常优美。冬

天，他们经常去温暖的海南从事繁育相关工作，

夏季会去清凉的东北选种。

“更重要的是，每当看到自己选育的品种、研

发的技术在生产上得到应用时，就会体会到非常

强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韩天富渐渐觉得，做农

业科学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带着对知识的渴望，硕士毕业后在东北农学

院（现为东北农业大学）任教的韩天富选择继续

读博深造。当时东北农学院农学系里只有一位

博士生导师，那就是我国著名的大豆遗传育种学

家王金陵。

跟随王金陵读博，对韩天富来说，是学术生

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王金陵的指引下，韩天

富从原先的作物生理和栽培领域跨入遗传育种

领域，研究对象也从小麦变成了大豆。

“王金陵先生站得高、看得远，给我指出了非

常明确的研究方向。”博士毕业后，韩天富又在王

金陵的推荐下，去南京农业大学师从中国工程院

院士盖钧镒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博士课题基

础上继续从事大豆光周期反应和遗传育种研究，

到如今已在大豆领域从事研究工作近 30年。

在韩天富看来，对国家和世界来说，大豆都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物，大豆产业也是关系到国

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过去 30 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

国对大豆的需求增加了 10 倍，供需缺口不断扩

大。在这种形势下，能为大豆科研和生产做一些

事，我觉得很有价值。”他说。

原想当医生结果学了农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韩天富看来，光照

影响着人类的作息，也在大豆的生长发育中扮演

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大豆是对光周期反应十分敏感的作物，绝大

多数品种只有在日照时长缩减到一定程度后，才

能从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进而开花结果。韩

天富和同事们，一直试图弄清光周期和温度到底

是如何影响大豆生长发育的。

探索大豆光温反应机制

“我们说的光周期，就是日照时间的相对长

短，也可以理解为白天和夜晚的相对比例。实际

上，在大豆生长发育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连

续的黑暗。可以说，研究光周期反应，就是要弄

清大豆是如何‘睡觉’的。”韩天富打了个形象的

比方。

因大豆在开花期和成熟期，受种植区域和生

长季节日照长度的影响很大，导致大豆品种适宜

种植区域普遍比较狭长，光周期反应特性是影响

大豆品种区域适应性的重要因素。

比如，大豆品种北移种植时，因温度降低，往

往会导致生长期延长，甚至不能开花或正常成

熟；南移种植时，则因温度升高，会出现过早开

花、生长期缩短等现象，导致产量降低。

通过多年的研究，韩天富团队提出了大豆光

周期反应存在于出苗至成熟全过程，而不局限于

某一特定的光照阶段的观点，对传统的阶段发育

学说和光周期学说进行了补充。同时，他们还发

现了大豆的开花逆转现象，提出了“整株逆转”的

新概念，并结合嫁接系统和根系转化系统，建立

了大豆光周期反应机制研究的实验材料体系。

“我们对大豆生长发育过程中的长日效应、光

温互作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创立了大豆光

温互作的新模式；克隆了多个大豆光周期反应的关

键基因，提出了开花素编码基因调控开花成熟期的

‘跷跷板’模型，为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改良大豆品种

的光周期敏感性和针对不同地区创造开花期、成熟

期合适的品种创造了条件。”韩天富介绍道。

“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全国农业科

技推广标兵”“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

人员”……细数韩天富获得的荣誉，有不少和农

业科技推广相关。

“读博期间，王金陵先生常跟我们讲，中国的

农学博士毕业时，必须达到两个标准，一方面要

能用流利的英语在国际讲台上与世界同行对话，

同时还要能用通俗的语言教农民如何种地。”韩

天富说。

老师的话，韩天富时刻铭记在心。和农民一

块下地，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大豆生长季

节，他常在田间地头度过。一次采访中，令当时

的随行记者感到惊讶的是，连农户家的狗都表现

出和韩天富一行很熟稔的感觉，一见面就扑到他

的怀里撒欢。

工作以来，韩天富主持或参与选育大豆新品

种 25 个，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在《分子植物》

（Molecular Plant）、《新植物学家》（New Phytol-

ogist）等 SCI刊物发表论文 60余篇。

事实上，和发表论文相比，让韩天富更有成

就感的是把论文真切地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他

主持选育的大豆品种“中黄 30”入选农业部主导

品种，组织研发的“黄淮海夏大豆麦茬免耕覆秸

精量播种技术”入选农业部主推技术。

2004 年，韩天富被农业部任命为农业科技

入户示范工程专家组成员和大豆首席专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带领省、县级专家和技

术指导员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紧密围绕生产

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和河南 5 个省、区的 14 个示范县开

展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示范推广和分级培

训，对示范户进行“面对面、手把手、一户一策”

的技术指导和服务，搭建起了“专家组—技术

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农户”的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快捷通道。

担任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以

来，韩天富组织农机、农艺专家开展协作攻关，提出

了“侧向抛秸、分层施肥、精量播种、覆土镇压、封闭

除草、秸秆覆盖”这6项作业一次完成的大豆麦茬

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技术，并成功研制出配套农机

具，形成了农艺农机有机结合的夏大豆麦茬免耕覆

秸栽培技术体系，同步解决了黄淮海地区大豆麦茬

播种质量差、产量低，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及秸秆

焚烧污染环境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

2013 年以来，韩天富团队和国家大豆产业

技术体系多个综合试验站采用该项技术，以大豆

新品种“中黄 301”“郑 1307”等为材料，在河南、

山东等地多次创造实收亩产超过 300 公斤的高

产纪录。

“对于出身农村的我来说，能切实解决农业

生产实际中的一些问题、帮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是让我感到最欣慰的。”韩天富说。

最欣慰的是帮农户增产增收

韩天富在安徽省宿州市田间进行考察韩天富在安徽省宿州市田间进行考察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受访者提供）

韩天富韩天富：：让大豆睡好觉让大豆睡好觉、、长大个长大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