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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5月 1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工

作组公布了数百颗小行星命名，中国业余天文台

“星明天文台”喜获 4 颗小行星命名，其中有 2 颗

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下简称紫金山天

文台）在读研究生徐智坚发现的。而另外两颗小

行星中，其中一颗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颗名为“徐智坚”的小行星位于火星和木

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公转周期约 3.45 年，轨道半

长径约 2.285天文单位。

从发现到获得正式编号，徐智坚等了 10年。

始于兴趣，终于热爱。这 10年里，他孜孜不

倦，捕获了上百个未知天体，成为业余天文爱好

者圈子里知名的“追星狂人”，并成功转型为专业

的天文研究者。

暗夜里争分夺秒寻星

上初中时，“天文迷”徐智坚拥有了属于自己

的天文望远镜，喜欢上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

学习。“高中时，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高兴老师介

绍的观星教程，觉得特别有趣，自己也实践了一

下。从那以后，我就加入到天文爱好者论坛和聊

天群里，真正结识了高兴老师。”他说。

徐智坚口中的高兴，是我国著名业余天文

学家。2007 年，高兴联合徐智坚等十来位天文

爱好者，创建了星明天文台。“如果从业余爱好

者做天文搜索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独一家。”徐

智坚说。

徐智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其实早在 2011

年，他就发现了最近新闻中提到的那两颗小行星。

作为一名天文爱好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徐

智坚参与了星明天文台小行星搜索项目。这个

项目对全民开放，依靠平台提供的天文观测数

据，所有人都能参与到发现小行星这项令人心潮

澎湃的活动中来。

该平台每天都会在晚上实时更新图片，徐智

坚所要做的，就是在第一时间从网上下载这些图

片，然后通过和国际小行星中心网站上提供的图

片进行对比，确定目标对象的坐标，从而确认小

行星存在的可疑踪迹。

此平台的观测设备架设在新疆，一到夜里，

就会传送回最新的图片。“全球每天都有无数

天文爱好者，做着和我一样的工作，要想发现

最新线索，就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一手资料。”

徐智坚说。

那时每天夜里，徐智坚都“铆”在电脑桌前，

暗夜寻星，一直到凌晨两点，有时甚至熬到三四

点，不眠不休。在天文爱好者眼里，这是一场争

分夺秒的竞赛。稍不留神，就会出现“意外”，让

别人捷足先登。

徐智坚坦言：“恒星数量庞大，观测数据量也

巨大无比，要想从中发现小行星，是需要一点运

气的。”曾有一次，星明天文台团队发现超新星

后，仅比国外爱好者抢先 10分钟提交报告，就获

得了发现权。

这些年，星明天文台陆续搜索到一百多颗小

行星，但只有 7颗获得了永久编号。

把热爱变成未来事业

10 多年来，徐智坚“捕星”战果赫赫，一共发

现了 70颗超新星、4颗河外新星、4颗永久编号小

行星、数 10 颗新变星，还曾发现 280 多颗 SOHO

彗星，7颗 STEREO彗星，数量居世界第三。

凭着一股狂热劲，这位业余小行星捕手，成

功将兴趣变成了未来的事业。

徐智坚本科时就读于南京邮电大学，学的是

该校炙手可热的通信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在当

地一家单位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由于行业

竞争压力大，加之部门发展势头不太好，在朋友

和老师的建议下，徐智坚决定考研，立志在自己

喜欢的领域里干出点成绩来。

如今，徐智坚如愿以偿在紫金山天文台攻读

天文学硕士学位，主攻近地小行星的研究。

在星明天文台，像徐智坚一样，因为热爱而

半路出家成为专业天文研究者的，还有好几位。

发现未知的小行星，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是大

家的梦想。

不过，徐智坚的梦想不仅于此。“小行星上保

留了太阳系形成早期的痕迹，对于理清太阳系的

演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研究小行星能更好

地帮助人类防范外来天体撞击。”他说。

带着对太空的憧憬，这位星际猎手，正在无

限接近梦想。

仰望苍穹十余载，“追星人”有了自己的星星
◎实习生 季天宇 本报记者 张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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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广线郑州黄河铁路桥下游 110 米处，有我国黄河上唯一一座四线

铁路特大型桥梁，“力扛”郑焦城际铁路和改建京广铁路跨越黄河……今

年 51 岁的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电焊特级技师王汝运，为铸造这一“钢

铁巨龙”感到自豪。

30多年来，王汝运与中国桥梁的发展紧密相连。

桥梁焊接劳动强度极大，技术要求极高。刚参加工作时，由于学历

低，王汝运看不懂生产图纸，焊接工件质量问题多，关键生产插不上手。

他自费购买了大量焊接技术方面的书籍，坚持每天下班钻研，经常熬到凌

晨。30 多年下来，他留下了十几个厚厚的笔记本和 7 支写坏的钢笔。面

对技术技能的不足，他勤学苦练，最终掌握了手工焊、氩弧焊等焊接方式，

以及立焊、仰焊、全位置焊、单面焊双面成型等操作要领。

天道酬勤。王汝运先后考取了电焊高级工资格认证、德国 NE287焊

工证书、美国焊接协会《钢桥焊接规范》等一系列焊工资格证书，成为中铁

宝桥首批认定的国际焊工之一，并被聘任为中铁宝桥成立以来最年轻的

电焊技师。

“市场思维的改变，产品技术的升级，要求我们这代工人不仅要能干

苦干，还必须会干巧干，不创新迟早会被淘汰。”王汝运这样对工友说。

王汝运把技术创新成功地运用于生产中。在钢梁和道岔生产中，他

总结了氩弧焊、螺柱焊及铝热焊等一套行之有效的焊接方法，产品质量

高，生产效率高，得到广泛推广。他在郑新黄河大桥、郑焦城际黄河大桥

钢梁焊接变形控制方面进行课题攻关，设计改装的焊接反变形胎型和胎

架，有效解决了焊接变形问题，缩短了车间待工时间。

“作为一名一线工人，技术只能代表能力，实干才能代表品质，不好好

干活一切都是零。”王汝运说。

在国家重点工程南京二桥建设中，王汝运在桥面温度达到 60多摄氏

度的恶劣环境中，每天工作 14个小时，连续 60天，完成了大桥钢箱梁环缝

焊接任务，一次探伤合格率达到 100％。仅他一人完成的焊缝总长度就

达到 2000多米，几乎相当于长江南岸到北岸的直线距离。在国家重点工

程安庆长江公路大桥生产大会战中，他连续大干 3个月，攻克了厚板熔透

焊等诸多难题，一次探伤合格率达到 98％以上，提前完成任务。

参加工作以来，王汝运参建的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总吨位超过 50万

吨。这其中，有我国第一座公路钢箱梁斜拉桥——东营胜利黄河大桥，有

国家重要的经济援助项目——缅甸仰光丁茵大桥，有我国第一座采用整

体节点焊接结构的钢桁梁桥——京九孙口黄河大桥等等。这些工程先后

捧回“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全国优秀焊接工程奖”“古斯塔夫·林德恩斯

奖”等 20 多项国际国内大奖。“中国桥梁”“宝桥制造”走出国门、扬威世

界，浸透着王汝运和同行的心血。

王汝运成了行业内著名的电焊特级技师，并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陕西省十大杰出工人”等称号。近年来，中铁宝桥成立

了以王汝运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在这里他先后培养出特级技师 3

人、高级技师 6人、技师 7人、高级工 25人。

王汝运：

“焊”卫桥梁安全30年

“80后”的刘讨中，“小跑”向前。

与朋友共同创立圣亚（深圳）磁力机电有限公司，担任工业机器人功

能部件研发责任人的他，为解决客户需求忙个不停，见到记者小跑着过

来，采访完小跑着离开。

从一名普工，成为研发工程师，再到合伙创业，刘讨中持续追寻着自

己的“工匠”梦。他勤奋钻研，在工业机器人上以“微创新”起舞，申请 40

多项专利，今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出生于江西宜春的刘讨中，2006 年机床数控技术专业大专毕业，在

本地的模具工厂打工一年后，想来深圳闯闯。

“刚来深圳的时候，就是跑人才市场，那会儿不是应届生，工作经验也

不多，找工作有些尴尬。”刘讨中笑着说，跑了半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公

交车的车票和人才市场的门票，最终在深圳宝安西乡的一家自动化设备

工厂做了普工。

进了工厂，刘讨中很快上手。“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我动手能力

还不错，也慢慢学习编程，在工厂积累了加工制造的经验。”他说，但普工

多是重复劳动，工作了 3年，他决定跳出“舒适区”，挑战一下自我。

在深圳市恒拓高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刘讨中以自己的努力争取

到了技术方面的工作——研发工程师。

加工手机盖子的侧孔，需要五轴加工中心，不仅购买周期长、成本也

高达数百万元，不少企业犯了难。

“为何不采取一些微创新？”刘讨中开始了研究，最终用三轴加工中

心，叠加精密旋转平台等外部功能部件的方案，在固定设备中替代五轴加

工中心，总成本则降低到 20多万元。

“我们研发的精密旋转平台，销售了上千台。”刘讨中说。

六轴机械手抛光手机时，可能产生电线的缠绕，针对这一痛点，刘讨

中带领研发团队开发了防缠绕机构，售价仅约 2000 元，受到企业客户欢

迎。而在 2018年，刘讨中与团队研发的“工业机器人末端气控系统”获中

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机械加工行业有通用的标准，但针对工业机器人的功能部件，标准

还是比较缺失，生产中末端可能产生不少‘小麻烦’，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

索、总结、研发，以‘微创新’解决行业痛点。”刘讨中说。

2020 年，刘讨中选择与朋友共同创业。在新单位，他的角色仍然偏

重研发。

“随着智能制造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领域舞台越来越大。”刘讨中

说，“工程师研发创新需要沉淀、祛除浮躁，有底子才能厚积薄发，希望通

过不断学习新的技术，在细分领域绽放‘大国工匠’光彩。”

刘讨中：

以微创新化解工业机器人小麻烦

◎新华社记者 毛海峰 欣芷如

◎新华社记者 孙 飞

曾轰动世界的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已经

3岁多了，它们的生长状况与正常猴一样。

今年 5月，参与克隆“中中”和“华华”的刘真

获得了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授予

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今年 33岁的刘真是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

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组

组长、研究员及博士研究生导师。

得知自己获奖，刘真非常意外，同时深感荣

誉带来的责任和压力。“优秀的年轻人很多，我需

要时刻督促自己更加努力。”他说。

时间拨回到 2008年。

彼时，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

明提出：要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

研究，并着手筹建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

这个决定意味着，我国要准备攻克克隆猴技

术，而这是领域内公认的难题。跨越这道“天

堑”，是国内外该领域很多科学家的梦想，但付诸

实践的团队均铩羽而归。

当时，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刚走出一穷二白

的局面，花大量经费攻坚克隆猴技术被认为是拿

科研经费开玩笑。

不过，蒲慕明自有想法。他希望中国的神经

科学研究能领跑世界，他相信，非人灵长类研究

就是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地方。

深入理解大脑认知对脑疾病的干预治疗、类

脑器件的研发及启发新一代人工智能意义重

大。非人灵长类由于其跟人类更相近的遗传关

系和生理解剖结构特点，被认为是现今研究脑科

学的理想动物模型。

2009 年，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顺利

建立了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该所研究员孙强担

任负责人。一年后，22 岁的刘真成为该平台招

收的首名硕士研究生，师从孙强。

“来到研究所后，我才开始接触非人灵长类

研究，并在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逐步加深对这

个领域的了解。非人灵长类研究之所以引起我

的兴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很重要。”刘

真说。

这是一片“无人区”，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但刘

真信奉“干一行爱一行”而不是“爱一行干一行”。

在孙强的带领下，刘真开始了这场探索未知

之旅。他们在位于太湖中心的西山岛上租了一

个猴场的实验空间。

刚开始时，实验室位于猴场三楼的拐角处，

有 150平方米的空间。此外，团队还在镇上租了

一家民宅当宿舍，轮流排班做饭，出行靠几辆电

瓶车，实验仪器设施也不尽完善。

年轻的刘真不问世事，在这个偏僻的小岛

上，一待就是 8年多。

在科研中，刘真细心观察、大胆假设、小心严

谨求证。2016 年他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顶级学

术杂志《自然》上发表了有关 MECP2 自闭症转

基因猴模型的研究论文。这为自闭症的发病机

制研究和干预手段研究提供了更加高等的理想

动物模型。该成果获评 2016 年度“中国科学十

大进展”和“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首个研究生

体细胞克隆猴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吸引着

刘真。“有机会向领域内最重要、最难的问题

发起挑战，想想就非常令人兴奋。”他说。

刘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为

此投入了全部精力，誓要把这件事做

到极致。“即便在这个项目上没有取得

成功，只要一直保持努力的状态

和积极的心态，日后再面对其他

难题时，更容易解决。”他说。

制约体细胞克

隆猴实验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非

人灵长类动物胚胎的操作技术不完善。

体细胞克隆猴技术的一大难点是细胞

核移植，包括卵母细胞的去核以及将体细

胞 核 注 入 卵 母 细 胞 。 这 个 过 程 要 既 快 又

好，最大限度减少对体细胞核及卵母细胞

的损害。

由于猴的卵细胞无法在正常的倒置显微

镜下观测到，需要使用额外的偏振光显微镜

才能观测到其细胞核。而且，猴的卵细胞对

外界刺激特别敏感。这导致猴的卵细胞去核

操作比其他物种更难。

为了更好地对猴的卵细胞进行去

核操作，首先需要使用小鼠

的卵母细胞进行常规

的 去 核 练 习 。

扎根小岛苦练体细胞核移植技术

刘真曾获得“何梁何利”青年创新奖、中组部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

奖等荣誉。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刘真的努力。“踏实

努力永远是第一位，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

一定不能成功。”他说。

在刘真看来，获得科研灵感是走向成功的

第一步。“多读、多交流、多思考，是提升理论水平

迸发科研灵感的关键。当然，我们还要有合作精

神，这往往能让科研事半功倍。”他说。

提到刘真，有人使用过一个标签——土博

士。刘真是在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没有出国留

学经历。

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出国读博士或从事博

士后研究是常见的选择，对刘真来说，出国学习

也并非难事。2017 年他博士毕业时已在国际顶

级学术杂志《自然》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跟他同时

期入学的很多同学都在美国波士顿和加州的几

个顶级机构做研究。

不过，刘真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我当年之所

以没去国外，主要是觉得我们单位在非人灵长类

研究方面的积累和重视程度远远好于国外。在

国内，我有更好的条件去挑战体细胞克隆猴这一

难题。”刘真回忆道。

从结果来看，刘真的选择是对的。“留在国内

让我的科研之路走得更顺利。目前我们有最好

的平台和支持，有积极向上的团队共同研究探索

领域内重要的科学问题。”他说。

刘 真 也 欣 喜 地 看 到 ，如 今 越 来 越 多 的 优

秀博士，选择留在国内继续开展博士后研究

工作。

“随着国内近 20 年来的科学技术积累和发

展，越来越多学科达到国际水平，甚至超越国际

水平。我相信，留在国内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的

人以后会越来越多，也会有更多用人单位不再要

求海外学习经历。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外的博

士来中国做博士后研究，甚至成立课题组。”对未

来，刘真充满信心。

作为一名新生代青年科技工作者，刘真庆幸

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

踏实努力的中国本土博士

他闭关他闭关88年年，，攻克体细胞克隆术攻克体细胞克隆术

当熟练掌握去核操作后，刘真再使用废弃的猴卵

细胞进行练习，最后再用优质的猴卵细胞进行去

核练习。

熟练掌握猴的卵母细胞核移植操作，一般需

要约两年时间。在太湖的西山岛上，刘真花了大

量的时间训练这项技术，最终可在 10 秒内完成

一次卵母细胞“去核”精准操作。“去核”速度提升

后，刘真所在的团队打通了体细胞克隆猴实验中

的重要一关。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世界上首个体细胞克隆

猴“中中”在西山岛上的非人灵长类平台诞生。

不久后，“华华”也顺利诞生。相关研究论文发表

在《细胞》杂志上，刘真是第一作者。

至此，中国率先在国际上开启以体细胞克隆

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实现了在非人灵

长类研究领域由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中中”和“华华”是刘真的代表作。如今，这

一对克隆猴已随着实验室从太湖中心的西山岛

搬到了“新家”——位于上海松江的 G60 脑智科

创基地。谈及耀眼的科研成果，刘真说：“这都已

经是过去时了，以后我们必须要有更重要的工作

成果。”

2018年 9月，刘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脑科

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组组长、研究员

及博士研究生导师。2019 年，他们团队又构建

了 5 只用于睡眠障碍研究的疾病克隆猴模型。

目前，这批猴正在用于睡眠干预设备评估和抗抑

郁药物测试。此外，他们还在对体细胞克隆猴的

重编程机制进行研究，希望能提升体细胞克隆猴

的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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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觉得我们单位在非人主要是觉得我们单位在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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