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KE JI REN WU 科技人物

如果2020年是一场电影，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2020年的开场并不顺利，新冠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他们或逆行出征，

在抗疫一线，筑起最坚固的防线，与新冠病魔殊死一搏；或在疫情阴霾下，勇于创新、

甘于奉献，在工作岗位锐意进取，向世界亮出中国成绩单。

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除了他们，还有数不尽的科技工作者，在这一年用自

己的方式，不懈耕耘、艰难求索，把理性和求实的火种播撒在每个角落，汇聚出科技强

国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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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代小佩

钟南山：敢医敢言，生命至上

1月 19日，网上疯传一张照片——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神情疲惫，仰头靠在一辆驶往武汉的高铁餐车座位上。第二

天，这位 84岁的老人果断公布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拉

响了全国疫情防控的警报。

这并非钟南山第一次“敢言”。早在 2003 年非典期间，他

就在“衣原体是病因”几乎已成定论的背景下，提出并证实非典

病因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面对极大的外部压力，他直言当

时北京的疫情没有得到有效防控，为疫情防控走上正轨起到关

键作用。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

者。书本上没有的，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钟南山说。

疫情期间，钟南山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还领导撰写新冠

肺炎诊疗方案，在疫情防控、重症救治、科研攻关等方面功

勋卓著。

从医、从教一甲子，钟南山以专业精神、勇敢无畏和仁心大

爱，诠释了医者的初心和使命。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他的

初心；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他的使命。

虽屡获殊荣，但钟南山始终认为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大

夫”。医生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这是融入其血脉的医者

仁心。

张伯礼：无“胆”英雄坚守阵地

古稀之年出征武汉，身披“白甲”坚守中医药阵地。

这说的正是，张伯礼。

疫情期间，有人问他：您年事已高，是不是可以不必到前线

来？他回答：“不！疫情不严重，国家不会点我的名。我必须

来，而且还要战斗好！”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许下誓

言的张伯礼迅速投入到超负荷工作中，导致其胆囊炎发作，2月

19 日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他却笑着说，胆者，“中正之

官，决断出焉”。胆虽然没了，但做决断的勇气不能少。

为了不让外界知晓自己的病情影响士气，摘“胆”手术后第

二天的视频会议上，张伯礼用外套遮住病号服，在病房角落里

坐了整整 4 个小时。他不惧危险，深入医院、社区，会诊病患、

调查疫情、筹建方舱、调制处方……

如今，张伯礼的生活重归平静，而他仍未卸甲，继续在中医

药领域辛勤耕耘。他先后捐出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奖、吴阶平

医学奖、世界中医药贡献奖等奖项的奖金 400 余万元，设立“勇

搏”基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张伯礼常说：“一流的医生，应

该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了实验室能

科研。”

张定宇：以“渐冻”之躯与疫魔竞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离

炮火最近的战场”。该院院长张定宇没有畏惧，而是带领医院

全体职工累计救治了 280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

这是一场按倒计时进行的战斗——张定宇早在 2018 年就

被确诊为渐冻症，留给他的生命很有限。但张定宇没有沉溺哀

恸，面对病毒，他不曾退缩：“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

抢回更多病人。”

与病毒赛跑，同渐冻症斗争。张定宇和他已知、未知的一

切，都进入了加速度。在抗疫最前线，他每天几乎只睡 2 个小

时，即便在休息时间，他也不停接电话、翻病例。妻子和最亲密

的战友相继感染新冠肺炎，但他没时间悲伤。

患者越来越多，双腿越来越萎缩，他的性子也越来越急。

对下级，他说：“搞快点，搞快点，这个事情一点都等不得，马上

就搞。”对病人，他是另一种语气：“您家莫急莫急，我马上安排

人出来接。”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个渐冻病

人都是看着自己一点点消逝的，最后呼吸衰竭而亡，但张定宇

内心已毫无畏惧：“我的肌肉在萎缩，但我的思想并没有残疾。”

陈薇：铸就抗击病毒坚盾

长发飘飘，打扮时髦，喜欢唱歌跳舞，钟情读书写作。明媚

少女陈薇，在最好的年纪，剪掉长发，毅然从戎。最终炼成将军

院士，成为真“女神”。

今年大年初二，陈薇奉命率领军事医学专家组紧急飞赴新

冠肺炎的风暴眼——武汉。面对初期核酸检测能力不足的问

题，陈薇带领专家组一天之内就搭建起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

室，应用军事医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迅速实现单

日 1000人份的核酸检测。2月 26日，她带领团队主导研发的第

一批疫苗在生产线下线，那天正好是她生日。收到很多祝福，

陈薇回复 8个字：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这个拥有钢铁意志的女将军，从未惧怕与致命病毒短兵

相接。1991 年陈薇从清华大学毕业，投身军事医学科研，专

注于生物危害防控研究。2003 年，陈薇率领课题组冒着生命

危险进入生物安全负压实验室，最终研制出预防非典的药物

——“重组人干扰素ω”。1.4 万名使用该药物的医护人员，无

一人感染。

炭疽、鼠疫、埃博拉……陈薇的日常就是研究“魔鬼”课

题。从研制出“重组人干扰素ω”，到研制全球首个获批新药

证书的埃博拉疫苗，再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从军 29 载，

陈薇潜心于生物危害防控研究，矢志为人民打造抗击病毒的

坚盾。

杨长风：与“北斗”同飞26载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完成组网入

轨，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

部署。

“如果说要追星，希望你们追北斗星。”在一次网络大课堂

上，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对孩子们说。

杨长风全程参加或主持从北斗一号试验系统、北斗二号区

域系统到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共三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论证

设计、工程建设和组织管理工作，为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

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北斗二号研制初期，本打算从欧洲引进核心器部件原子

钟，但在签协议时，欧洲公司突然终止合作。以杨长风为代表

的北斗人不惧技术封锁，决心自己研制。两年多后，星载原子

钟研制成功，性能远远超过欧洲进口产品。

26年来，北斗工程追求卓越，敢于超越自我，建设世界一流

的导航系统。作为一名北斗人，杨长风的工作经历有着深刻的

北斗烙印，“我很荣幸参与北斗事业，让过去的几十年变得更加

有意义”。

杨长风说：“未来，希望北斗系统能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和我的团队将为之努力奋斗。”

罗昭强：从高铁门外汉变身“工人院士”

从绿皮车到“子弹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飞驰在

神州大地的中国高铁实现了由“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蜕

变，这背后，离不开高铁工人的艰辛付出。11 月 24 日获得全

国劳动模范称号的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动

车组制造中心调试车间高级诊断组工人罗昭强，就是无数

高铁工匠之一。

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动车组制造中

心调试车间，“老罗相对论”尽人皆知——把一天“掰”成两

天过。

成为高铁工人，是罗昭强在不惑之年作出的选择。40 岁

更换赛道不易，但罗昭强没有害怕。基于 20 多年维修电工的

技术积累，罗昭强很快就成为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调试车间

技术团队负责人，率领团队先后完成“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

组、京张智能高铁等国家和企业重点项目的试制和调试攻关

工作，对数十项调试方法进行了创新，更成为闻名全国的“工

人院士”。

罗昭强发明的动车组调试技能实训装置，能模拟出牵引、

制动等多个系统。如今装置升级，能模拟“复兴号”动车组的

系统。

扎根一线 30 余年，取得创新成果 200 余项，先后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罗昭强说：“产业报国、勇

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这是每一个高铁工人的追求。”

陆朝阳：80后“量子鬼才”惊艳世界

12 月 4 日，《科学》杂志公布一项重大突破，由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学者研制的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

型机“九章”实现了“量子优越性”，它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

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富岳”快一百万亿倍。

从“墨子”升空到“九章”问世，我国之所以在量子科学领域

战果累累，得益于一支无惧艰难勇攀高峰的量子“梦之队”。38

岁的陆朝阳，正是这支队伍里的“前锋”。

本科毕业后，陆朝阳师从潘建伟开展光子纠缠和量子

计算方面的研究。2007 年，24 岁的陆朝阳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对六光子纠缠的操纵，制备了“薛定谔猫”态和簇态，刷新

了两项世界纪录。他曾实现过八光子纠缠，提交过使用了

十光子纠缠的成果。这些成就让他得到“光子纠缠鬼才”的

评价。

2020 年，陆朝阳斩获阿道夫隆奖章、兰道尔-本内特量子

计算奖、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此前，他还获得仁科芳雄

亚洲奖、科学探索奖、菲涅尔奖等荣誉。面对成绩，陆朝阳说，

自己还很年轻，还要探索更多新领域。

陆朝阳认为科学的进展依赖于否定之否定，要做“对自己

工作最严厉的批评者”。如此，才能在曲折困难的研究道路上

找到机遇。

叶聪：不断突破“中国深度”

下五洋捉鳖，需要无畏的深海探险者。

11 月 28 日，创造了 10909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的“奋

斗者”号胜利返航。谈及此次科考，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七

〇二所（以下简称七〇二所）副所长、“奋斗者”号总设计师、万

米海试总指挥叶聪说：万米海底，妙不可言。

很多人羡慕潜航员，但熟悉的人都知道，长时间深潜并

不舒服，每一次下潜都需要承载未知的风险和挑战。但叶

聪从不抱怨，他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次下潜任务，刷新了中国

载人深潜的纪录，也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海试期间，他多

次有效处理了潜水器水下故障，保证了潜水器和相关人员

的安全。

叶聪被称为无惧挑战的“深海的哥”。2001 年从哈尔滨工

程大学毕业来到七〇二所，正值历时十多年申请的 7000 米大

深度载人潜水器接近立项，叶聪从此开启了他与“蛟龙号”共同

成长的历程。

从“蛟龙”号载人作业潜水器首席潜航员到“深海勇士”号

载人作业潜水器副总设计师，从全海深载人作业潜水器总设

计师到万米海试总指挥，叶聪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不仅向万

米深海进发，还要挑战地球海洋的最深处，不断突破“中国深

度”。“能在 20 年间参与这么多研制工作，我感觉非常幸运。”

他说。

杨孟飞：送“嫦娥”奔月，迎“嫦娥”回家

12 月 17 日凌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返回器携带月壤样品

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着陆，举国欢呼：嫦娥五号“出差”回

家了。

嫦娥五号创造了多个“中国首次”，如我国航天探测器首次

开展在地外天体的采样与封装、首次在地外天体起飞等。嫦娥

五号探测器总设计师杨孟飞，是带领团队实现这些“中国首次”

的关键人物。

从本科到研究生，杨孟飞广泛阅读计算机专业书籍，刻苦

钻研专业知识，为之后从事航天科研工作打下扎实基础。读研

期间，他在卫星姿态和轨道控制计算机研制方面的才能很快显

现出来。

在上九天揽月的征途中，难题和未知不曾让杨孟飞退却。

他提出空间飞行器月地高速再入返回系统方法，突破月地高速

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关键技术；他提出的空间飞行器控制系

统星（船/器）载计算机抗恶劣环境的容错方法，突破了多机容

错控制计算机故障诊断和系统重构关键技术……

杨孟飞，人如其名，御梦飞翔。

尼玛扎西：一生只为青稞来

传说，一只云雀衔来青稞种，高原从此有了粮食。

青稞被誉为“长在天上的作物”。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院长尼玛扎西就像传说中的云雀，扎根青藏高原，终生与青稞

相伴，被称为“青稞王子”。

1989年起，尼玛扎西潜心研究和推广青稞的良种。解析青

稞基因组序列是该领域的一项挑战，关系着青稞的品质和产

量，更关系着我国在大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为此，尼玛扎西牵头启动了西藏青稞全基因组测序、西藏

青稞起源与进化以及青稞高原适应性研究。最终，他带领团队

成员绘制出全球首个青稞全基因组精细图谱。

35 个年头里，尼玛扎西带领团队先后培育出“藏青 148”

“藏青 690”“藏青 2000”等 16 个适于青藏高原不同生态区的青

稞新品种，研制了 12项西藏农作物标准化栽培技术。

青稞堆满仓，云雀作他飞。9 月 5 日，不幸降临，55 岁的尼

玛扎西在下乡调研途中突遇车祸，溘然长逝。

“青稞王子”走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雪域高原，也印

刻在西藏农牧科研的战场。

这一年，他们凝聚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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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 A R I N R E V I E W

钟南山出钟南山出
席广州市疫情席广州市疫情
防控新闻通气防控新闻通气
会会（（33 月月 1818 日日
摄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卢汉欣摄摄

张伯礼接张伯礼接
受采访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程敏程敏摄摄

33 月月 2626 日日，，陈薇在陈薇在
搭建的负压帐篷实验室搭建的负压帐篷实验室
检查血清分离检查血清分离。。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张振威张振威摄摄））

1111 月月 2525
日日，，罗昭强在罗昭强在
车间检查复兴车间检查复兴
号高铁列车内号高铁列车内
的操作装置的操作装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楠张楠摄摄

尼玛扎西
在试验田内观
察 青 稞 长 势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11 月月 2929 日日，，在武汉在武汉
金银潭医院金银潭医院，，张定宇在张定宇在
去病房的路上去病房的路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