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曾毅因病

离世。他在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和鼻咽癌病毒病

因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在国际上被称为“鼻

咽 癌 曾 ”；他 在 国 内 率 先 进 行 了 艾 滋 病 病 毒

（HIV）研究，分离出我国首株 HIV-1 毒株，建立

了 HIV 的快速诊断方法……为我国乃至人类的

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29 年 3 月 8 日，曾毅出生于广东揭西县。

1952 年，曾毅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在分配工作

时，他坚定地写下：“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

地方去。”

当时新中国医学人才稀缺，国家号召医学生

毕业后从事基础医学研究，并在几所著名的医学

院校举办高级师资培训班。

他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不久，脊髓灰质炎、伤

寒、小儿麻痹等传染病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和

健康。于是，曾毅进入上海医学院高级师资班学

习微生物专业，研究病毒学和免疫学。

1953 年，曾毅从高级师资班毕业，他妻子李

泽琳也从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毕业。此时，两人一

致决定“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最后，他们与其他 16 名学生被分配到海南

岛，参与筹建海南医专。

当 时 海 南 岛 还 是 蛮 荒 之 地 ，校 舍 是 茅 草

屋。刚到海南的第二个月，茅草屋就被台风掀

翻了。年底，海南医专停办后，曾毅等人被分

配到当时的华南医学院（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

院）继续教书。

1956 年，曾毅被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微生

物系病毒室，至此，他正式投入病毒学研究。

另辟蹊径，初探肿瘤病毒

在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系病毒室工作期间，曾

毅先后研究了小儿麻痹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

麻疹病毒等。1962 年，他开始研究肿瘤病毒，由

此打开了病毒学研究崭新的一页。

他与合作者们发现我国蛋鸡会感染一种淋

巴白血病病毒。感染蛋鸡所产鸡蛋中，病毒的阳

性率高达 80%。当他们为不同年龄的蛋鸡注射

了减毒病毒后，鸡蛋带毒率大大下降。

此项研究为建立不带淋巴白血病病毒的鸡

群提供了有效措施。七年后，国外才有同类工作

的报道。

1964 年，英国学者发现了一种新的疱疹病

毒（Epstein-Barr Virus，简称 EB病毒）。1966年，

美国学者证实 EB病毒与鼻咽癌存在着血清学关

系。这一研究引起了曾毅的特别关注。

1976 年，曾毅在国际上建立了首株鼻咽癌

高分化癌细胞株（CNE-1）；1980 年建立了国际

上首株低分化癌细胞株（CNE-2）；1987 年又从

裸鼠的鼻咽移植癌建立了转移鼻咽癌细胞株

（CNE-3）。

这些实验都证实了癌细胞株内存在 EB病毒

DNA，直接证明了 EB病毒能诱发人鼻咽癌。

率先开展普查，获赞“鼻
咽癌曾”

广东、广西是鼻咽癌的高发区，尤其是广西

苍梧县，是中国鼻咽癌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由于

没有有效的早期诊断和防治的方法，不少鼻咽癌

患者确诊时往往已经是癌症晚期。

1976 年，曾毅先从国外引进了免疫荧光法

来检测血清抗体，但这种方法需要使用当时并不

普及的荧光显微镜，难以在基层推广。对此，他

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试验，成功建立了用普通光

学显微镜就能检测的免疫酶法。

1978 年，曾毅带着这种新的检测方法来到

广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在苍梧县、梧州

市开始了国际上首个鼻咽癌血清学普查和追

踪工作。

曾毅和工作人员一同深入到工厂与农村。

随着研究的开展，问题也接踵而至，尽管只需要

验几滴血，但很多当地人并不配合。

当时有位妇女，丈夫因患癌症刚去世，不愿

接受检查，并说如果自己有癌症，那一家子就完

了。曾毅耐心地为她进行了讲解，使她最终同意

进行检测。虽然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但由于是

鼻咽癌早期，经过治疗后她很快痊愈了。

这件事情以后，普查就变得越来越顺利。两

年间，他们共普查 20多万人。

普查不仅为患者带来了福音，大量数据也证

实了鼻咽癌和 EB病毒的直接关联。曾毅也被国

际同行称为“鼻咽癌曾”。

分离出我国首株HIV毒
株，为艾滋病防治建言献策

1984 年，曾毅在国内率先进行了艾滋病病

毒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他证明

病毒最早是随血液制品由美国传入我国。

1987年，曾毅分离出我国首株 HIV-1毒株，

建立了 HIV 的快速诊断方法。快速诊断试剂盒

获得卫生部批准使用，制备试剂供应全国。

在搞科研的同时，曾毅他还带头开展了艾滋

病的宣传教育和干预工作。他和其他院士及专

家一起，三次上书国务院，为我国艾滋病的防治

策略建言献策。

1993 年，曾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

年当选为法兰西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2 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公

共卫生终身成就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

中国科学家。

面对成就，曾毅认为如果没有求真务实的精

神、刻苦钻研的禀性、淡漠物欲的心境、敢为人先

的气概，就会永远与科学研究无缘。“细推物理须

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是他最喜欢的诗。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采集工程项目办
公室供稿）

他分离出中国首株HIV毒株
——追忆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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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有约

7 月 18 日，央视新闻联播一则题为《宁夏西

吉：新庄村“牛”起来的脱贫路》的报道，让这个国

家级贫困县的肉牛养殖产业声名鹊起。

地处六盘山腹地的固原市西吉县，是宁夏唯

一尚未摘帽的贫困县，也是国家52个挂牌督战贫

困县之一。肉牛养殖是这里的传统产业，更是脱

贫攻坚主导产业，辐射面宽，助农增收效果显著。

为此，农业农村部成立 52 个产业技术顾问

组开展帮扶工作，西吉县肉牛产业赫然在列，负

责人名叫梁小军。

作为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母牛带犊

营养与饲养”岗位科学家、科技扶贫东西协作行

动“宁夏深度贫困区肉牛产业提质增效技术集成

示范”项目首席专家，梁小军在西吉县和宁南山

区被很多人尊称为“梁首席”。

“老乡们过奖了，就是干活的首席。”这个爱

开玩笑的专家，来自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

究所。如今，他把周末时间都贡献给了扶贫点。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围绕

地方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攻关解决制约其发展

的技术瓶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这一观点，早在梁小军参加工作不久就形成了。

来自固原农村的他，对祖祖辈辈耕耘的这片

黄土地感情深厚。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很自然地

填了清一色农业院校，最后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动物医学专业录取。

5 年的学习让梁小军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

础。毕业后，他顺利分配到宁夏农林科学院。从

繁殖到营养，从疾病防控到胚胎移植，用他的话

说，“从此就在家畜研究这条道上一去不复返了”。

很快，他迎来第一个重大挑战。

2003 年，银川市金凤区进口的 3000 头奶牛

状况频出，疾病多，繁殖率低，死亡率高。于是，

政府专门邀请农科院出面解决问题，梁小军被委

以重任。

那时候，奶牛的身价特别高，一落地就四五

千元，而公牛才二三百元。梁小军调研发现，农

民养奶牛不但不挣钱，还亏损得厉害，便决定以

高产奶牛性控快繁为突破口。

正好，奶牛性控快速冻精开始了商品化生产，

梁小军申请了相关科研项目，银川市科技局经过

反复论证，批给他一个重大助农项目。

冻精即公牛的冷冻精液，性控冻精就是通过

电磁场作用把 X 与 Y 精子分离，从而提高母犊

率。当时国内性控冻精情期受胎率较低，普遍在

30%左右，梁小军经系统研究确定了性控冻精最

佳输精时间和部位，突破了技术瓶颈。

“主要是在现场工作。母牛开始发情的时间得

盯准，还得在排卵前的2到4小时内把性控精液准

确输到有滤泡侧的子宫角。”那阵子，梁小军同时跑

七八个养殖场，专负责这事，自己干，也教别人。

项目执行期 3年，共完成奶牛冻精 1万多枚，

性控冻精的平均情期受胎率高达 50%以上，银川

地区的奶牛性控冻精母犊率高达 93%。

更让梁小军有成就感的是，他制定出全国第

一个性控冻精应用技术地方标准，被国内多个厂

商列为技术教材，对高产奶牛的性控快繁起到了

助推作用。

他制定的技术标准被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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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随着三聚氰胺事件的曝光，乳品质

安全受到空前关注。

紧接着，宁夏成立了草畜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拿到项目的梁小军，又将研究领域转向奶牛

隐性乳房炎病原微生物的分离鉴定和防控方面。

“你是不是觉得奇怪，奶牛隐性乳房炎竟然

和繁殖有关系？其实，它们高度正相关。”梁小军

笑了起来。

原理听起来简单。

一头奶牛产后胎衣不下，可引起子宫内膜

炎，生殖系统的炎症就会沿着血液或淋巴系统下

行到乳房组织，引发这里的炎症。而如果奶牛乳

房组织有炎症，即便是顺产，胎衣也下了，却仍然

屡次不孕，研究发现是乳房组织的炎症上行，最

终影响到生殖系统。

但是，研究过程颇费周折。从养殖场到实验

室，每个环节都是重点。

梁小军带着团队一边广泛采集奶样，一边

揭示奶牛繁殖障碍背后的“玄机”

有人建议，这回肉牛好办，都是养牛，把奶牛

模式全盘复制不就行了？

“不一样。奶牛产奶的这部分效益可以抵消

饲养成本且有盈余，因此产业能够实现高度集约

化。”梁小军解释说，而肉牛养殖中，基础母牛超

过 500 头以上规模的，牛场很难盈利，这一产业

属性也决定了它更适合小群体、适度规模的农户

饲养繁殖。

然而，宁南山区虽有肉牛养殖的自然条件和

悠久传统，现状却不容乐观。

老乡养牛，最初是把它当作苦力来使，后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肉用属性才慢慢凸显。

“但很多人还是老思想，有啥喂啥，只要活着就

行，所以效率非常低下。”

梁小军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跑了好多村落，从种、草、繁、养、管等多个

点位着手，每个点位细分关键技术，再通过技术

成果的物化形式渗透下去，让老乡精准掌握技术

要领。

在梁小军的探索下，山区肉牛胎间距缩短

45 天以上，育肥牛日增重达 1.5 公斤，养殖效益

大幅提高。

2018年初，科技部与宁夏科技厅聚焦深度贫

困区草畜等五大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瓶颈，实施科技

扶贫东西协作行动。梁小军联合国家肉牛牦牛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曹兵海教授团队、宁夏肉牛

首席吴彦虎研究员团队和固原市肉牛团队等，共同

创建了“为养而种、为种而养”的循环农业模式。

科技与扶贫，堪称完美结合。梁小军自己也

加入了科技扶贫指导员队伍，深入开展技术服务。

目前，项目的两个核心示范村均已提前实现

脱贫目标，打造的“马沟模式”成为产业技术扶贫

样板。

他忙，却不忘抓团队建设。

“年轻人不缺专业技能和学历，就缺热爱‘三

农’的情怀。”如何“让兔子爱吃胡萝卜”，成为梁

小军业务指导之余最重要的工作。

我问：“那您爱吃‘胡萝卜’吗？”

“我去年跑牛圈保守都在 200天以上。你说

呢？”他又笑。

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梁小军跑

得更欢实了。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固原黄牛

肉”这一品牌该怎么打。科研助力产业发展这条

路上，他说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首席科学家的产业扶贫情结

从隐性乳房炎的发病规律到引起炎症的病原分

离鉴定，再对应到药物和临床以及如何降低发

病率、提高乳品质等，展开了系统研究。

“那个项目最大的突破点，就是发现了隐

性 乳 房 炎 的 病 原 微 生 物 不 单 纯 来 自 环 境 。”

他说。

这是国内第一次从同一头奶牛的乳汁和子

宫分泌物中分离出五六种相同病原微生物，揭示

了乳房炎和繁殖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梁小军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奶牛繁殖障碍。

这个项目一共进行了 5 年。他在执行过程

中又有新发现：越是高产的奶牛，越不容易配种。

经过调研奶牛泌乳周期的繁殖状况，梁小军

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这是制约奶产业扩量提质

的一个重要因素。紧接着，他又报了另一个宁夏

科技厅的重点攻关项目——奶牛繁殖障碍信息

病的病因与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梁小军的研究还涉及滩羊、肉羊等畜种。随

着科研经历日渐丰富，2016年5月份，他接替罗晓

瑜研究员成为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母牛带

犊营养与饲养”岗位科学家，又向肉牛领域进军。

“眼界突然打开了。”梁小军感慨，“这是能让

宁夏南部山区群众脱贫的一个主导产业，更要好

好做！”

在很多人眼里，高校老师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

“有寒暑假”。然而，全国模范教师、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薛

庆的暑假几乎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暑假第一天，校园如常，一片向日葵中偶遇小蜜蜂。”7月 16日，薛庆

在她的朋友圈里写道，还配上了几张新鲜出炉的向日葵照片。

这天一早，她微信解答了几位家长的问题，仔细回顾学校招生宣传中

的文件、政策，制作 PPT，第二天要给中学生做讲座；这几天她要整理刚过

去的这学期 4 门课的成绩，暑假中要撰写教材、录制慕课，此外最新获批

的学校有关课程思政的两个教学项目也将紧锣密鼓地开展……

“学生放假了，但我们几乎该忙啥还忙啥，假期里要做的事情有很

多。”薛庆笑着说。

“她的教学素材内容太丰富了”

今年年初，当科技日报记者第一次联系薛庆时，她在德国一所大学交

流，正值当地时间凌晨 3点多，薛庆却在配合北京这边工作，仍未入眠。

对于采访，薛庆几番推辞，多次提及自己“不够格，我就是一个普通

人，只想认真做一名好教师”。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自认普通的高校教师，却拿下了属于教师的多

项大奖。她是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教育

创新标兵。去年，她又荣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 年前她是北京市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如今她是国家级优秀教学团

队核心成员。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绝大部分高校课程采用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北理工也不例外。薛庆从国外回来不久，很快就投入新学期的

准备中。

学校采用某网络平台展开教学，薛庆凭借多年经验，主动为大家制作

使用指南、线上答疑解惑、帮助学校有关部门培训青年教师。而她自己的

几门线上课程，每周发布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学习方法，录制的课件、精

选收集的视频、学生互动的讨论区、有针对性的测试和练习，看过的老师

都感慨“她的教学素材内容太丰富了”。

薛庆觉得，作为模范教师，就该发挥表率作用，要做得更好，还要帮助

别人。

事实也是如此。自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后，她从未停歇。

她的《人因工程学》课程被评为“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对应的慕课

也在中国大学“爱课程”上线，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应有作用。此外，她还获

批校特立教材立项、建设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牵头建设本科生素质教

育类课程。

29年来共教了十几门课

20 世纪 80 年代，薛庆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3 年后她重拾

书卷，进入北理工读研。研究生毕业后，她就在北理工扎下了根，直

至今天。

应学校要求，薛庆一毕业最开始讲授《计算机辅助设计》；后来因为需

要，又在那个计算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攻占《C 语言程序设计》的教学阵

地；再后来学校工业工程专业成立，她又转向讲授《工效学》（人因工程

学）。2018年，她还牵头建设了校研究生公共课《工程伦理》。

关于承担教学任务，薛庆坦言：“没想太多，学校让干什么我就干

什么。”

和大多数敬业的教职工一样，薛庆将“干一行爱一行”的朴素理念在

实际工作中践行的淋漓尽致。29年来，她总共教了十几门课程。

她的课程丰富实用，备受学生欢迎；她的性格恬淡温柔，学生们总是

喜欢找她“倒苦水”“求指导”。“薛阿姨”“薛妈妈”是学生们对她的昵称，

“遇见薛老师”成为学生们校园生活的莫大幸运。

提起学生，薛庆的眼睛里同样泛着不一样的神采。

“我很庆幸，能够在最美好的校园时光中陪伴他们，能在最迷茫的时

候给予他们适当指导，这是一名教师的责任。”她说，“学生，是我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薛庆教过数千名本科生，她的研究生更是拿下过多个大奖，包括中国

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北京市一等奖、全球工业互联网大赛三等

奖、工信部创新创业一等奖等。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北京舰船研究院、华

为、商飞、奔驰等机构和企业从事研究工作、技术服务工作。

2018年，为提升本科生生源质量，北理工提出“北理领航”计划，薛庆

成了第一批“北理领航人”。探索创新招生宣传方案、为中学生和家长做

讲座、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好生源，从此她的工作更加忙碌。

闲暇之余，薛庆同样活得肆意如火。她喜欢穿鲜艳颜色的服饰。丝

巾、半裙、风衣，红色是她所爱，也是她热情进取精神之所现。

薛庆厨艺很好，爱画画、爱看书，偶尔闲下来也在家里刷剧。她会在

寒冬的晚上为年轻教师送去她自己做的锅贴，端午节给学生送粽子，也曾

在好几个月圆中秋去良乡给学生送月饼。

工作上求真务实，生活中肆意洒脱。“她是周围所有人的榜样。”薛庆

指导的研究生、北理工高级实验师刘敏霞说。

写教材、录慕课、做招生……

全国模范教师薛庆的暑假这样过

实习记者 于紫月

留声机

薛庆正在进行招生宣传云直播 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作为科技扶贫东西协作行

动“宁夏深度贫困区肉牛产业

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示范”项目

首席科学家，他带领团队让项

目两个核心示范村提前实现了

脱贫目标，打造的“马沟模式”

成为产业技术扶贫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