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如果对一个方

向没有兴趣，就很难真正

在科学研究上有很好的发

展，兴趣是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内在推动力。

杨学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
学理学院院长杨学明杨学明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人 物
P E O P L E

5责任编辑 许 茜

2022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一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洪恒飞 吴瑶瑶 本报记者 江 耘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新华社记者 强 勇 朱 悦

匠心追梦人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基于可调极紫外相干光源的综合实验研

究装置”（以下简称大连相干光源）项目近期传

来好消息——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大连光源科学研究室研究员江凌和中国科

学院院士杨学明团队与清华大学教授李隽研究

组合作，利用自主研制的基于大连相干光源的

中性团簇红外光谱实验方法，在类冰中性水团

簇七聚体中发现了多个棱柱状和笼状结构，为

揭开液态水至微冰的氢键网络演化机制提供了

新的思路。

对领导该装置研发建设的杨学明来说，团

队成员的重要发现值得庆贺，大连相干光源持

续产出重量级成果更令人兴奋。

作为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杨学明几十年来遨游于钟爱的学术世界，在

国际分子反应动力学领域取得系列重大成果，

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更让杨学明

感到自豪的是，他推动和主导了诸多原创科研

仪器的设计研发工作，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科研

仪器的水平。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一辈子都在做自己特

别喜欢的事，而且这些事多少为国家作了些贡

献。”杨学明感慨道。

杨学明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 2001年。

此前，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

博士学位后，杨学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了几年博士后工作，而

后应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邀请，赴台

湾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工作，从副研究员干

到终身研究员，一待就是 6年。

2001 年，杨学明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访

问。回到攻读硕士学位的母校，杨学明感慨

万千，他那颗想要回国干一番事业的心更加

炽热。

彼时，因出色的学术成绩，杨学明已蜚声

业内。正在外地出差的、时任中科院大连化

物所所长包信和得知他造访的消息，第一时

间拨通了他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到所

里工作。

杨学明欣然接受了邀请。而这一声应允，

意味着一切要从头开始。原本蒸蒸日上的科研

事业要中断，辛苦研制的科学仪器无法搬迁随

行，还要从零开始组建科研团队……杨学明深

知，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将要面临怎样的艰辛。

但他依然很坚定。

回国后，杨学明担任了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

大连化物所为其开辟了“绿色通道”，拨给杨学

明 1000万元启动经费，并尽可能地为其提供自

由而优越的科研环境。

入职后，杨学明的第一项工作是研究氟加

氢反应共振态。“氟氢体系是化学激光领域最重

要的研究内容之一。”杨学明说，幸运的是，他很

快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由杨学明领导完成的研究工作，连续两年

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短短几年，他所带

领的团队就成为化学反应“共振态”领域国际知

名的研究团队，而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也成了国际上在这一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研究基地。

回首过往，杨学明动情地说：“没有什么比

自己的成果给国家科研带来价值更重要。”

从零开始，回国入职大连化物所

除了产出系列重磅成果，让杨学明更骄傲

的，是一件件自主设计研发的科研仪器。

这 些 仪 器 是 杨 学 明 驰 骋 学 术 战 场 最 有

力的“武器”，是他与钟爱的化学世界对话的

工具。过去 20 多年，正是利用自行研制和原

创的国际领先的科学仪器，杨学明在化学反

应 动 力 学 研 究 方 面 取 得 了 备 受 瞩 目 的 研 究

成果。

“我的工作就是用实验物理的方法来研究

化学反应，而研究工作的水平取决于实验思路

的设计及特殊仪器设备的研制。”杨学明说，“在

当代绝大多数科学领域中，先进科学仪器都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仪器也是国家科技

硬实力水平的重要体现。”

杨学明领导研发的总预算达 1.4 亿元的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专项——大连相干光源已

于 2018年通过验收。

这 是 我 国 第 一 台 大 型 自 由 电 子 激 光 用

户装置，也是全球唯一运行在极紫外波段的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是世界上最亮的极紫外

光源。

极紫外光源是对分子进行激发和软电离

最有效的光源，有助于科学家在原子分子水

平上开展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研制一

站位高远，领导研发高端科研仪器

杨学明的研究内容是原子、分子级别的化

学反应过程。原子、分子……这个微小却变幻

无穷的世界让他着迷。

和很多知名科学家从小就因各种机缘对科

学产生浓厚兴趣不同，杨学明坦言，他直到进入

大学后，才对科学有了初步的认识。

“我上初中时虽然对化学很感兴趣，但那主

要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与学科本身关系

不大。”杨学明笑称。

虽然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但中学时对化

学的浓厚兴趣，最终还是将杨学明带到化学的

世界。

“考研时，我极其坚定地选择了化学方向。”

杨学明说，“一个人如果对一个方向没有兴趣，

就很难真正在科学研究上有很好的发展，兴趣

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内在推动力。”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大学物理专业背景，

后来成为我在化学动力学研究上的优势。”杨学

明说。

个人经历让他深知做一个好老师的重要

性，以及在科研范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推

进学科交叉融合的紧迫性。2017 年 11 月，杨

学明有了一个新身份——南方科技大学理学

院院长。

“我非常有幸一直走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也特别兴奋有机会参与南方科技大学理学院的

发展和建设，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内的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做些事情，特别是在学科交叉融合发

展方面做些努力。”杨学明说。

如今虽然事务繁杂，但杨学明依旧将至少

一半的工作时间留给科研。

“让我感到最快乐的，可能就是整天在实

验室里面思考科学问题、与学生一起讨论。”

杨学明说，“科研工作对我来说，就像南方人

每餐都要吃米饭一样，一顿不吃就好像少了

点什么。”

遵从兴趣，投身化学研究领域

杨学明杨学明：：
““点亮点亮””世界上最耀眼的极紫外光源世界上最耀眼的极紫外光源

个高亮度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光源，是杨学

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时就

有的一个梦想。

“这也是我回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最想做

的事情之一。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自然科学

基 金 委 的 大 力 支 持 。 这 个 梦 想 终 于 得 以 实

现。”杨学明说，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当年资助

了体量相对较大的科研仪器设备研发，体现

了其魄力和远见。利用这一先进光源，在已

开展的实验研究中，科研人员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研究成果。

目前，杨学明正在积极推动我国新一代高

重频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发展，努力推进深圳

规划中能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和大连极紫外自

由电子激光项目的建设，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世

界上最先进的极紫外和软 X射线光源。

和当年建设大连相干光源一样，杨学明深

知，高重频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也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但是，我们就是想要做一

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杨学明说。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国家在很多技术领域

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科研仪器研发的底子还是

相对薄弱。科研领域许多方面受制于人，就是

因为我们在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方面的实力不

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杨学明在不同场合为

发展高端科研仪器鼓与呼。

20 多年来，贾春成坚守在熔炼生产

一线，不断攻坚克难、自我突破，从一名

普通工人成长为中铝集团东北轻合金有

限责任公司特级技师，获得 2022 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他把美好的青春年华刻在了铸造

“大国重器”的机台上。

“这是我的主战场”

“第一次到熔铸现场，近 50 摄氏度

的高温是第一层考验，不动一身汗，一动

汗满衫。”回忆起 1996 年初次走上铸造

工岗位，贾春成说当时的工作环境远超

出他的想象。

东轻公司被誉为“中国铝镁加工业

的摇篮”，在航天长征、神舟、嫦娥、天宫

系列等国家重点工程中，独家生产了

1000 多个规格的产品，多项技术填补国

内空白。

对于初出茅庐的贾春成来说，高温

的工作环境只是一个方面，更大的考验

是铸造机的操作技术和铸造工艺。合金

的品种规格近百种，技术难度和工艺复

杂程度让很多人望而生畏。

但贾春成没有被“唬”住，他身上有

股不服输的劲儿：“我就不信，攻不下这

块阵地。”从此，贾春成每天早上班 1 小

时，晚下班 1 小时，向师傅学、向技术人

员问、向书本挖。

他在铸造机上“摸爬滚打”，潜心钻

研技术，熟悉工艺流程，把岗位当成了

家。几年下来，他快速成为铸造岗位的

骨干。

现在的贾春成，依然每天早早就出

现在车间，了解每班的实际生产情况，检

查工艺纪律和技术要求的执行，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纠正止损。遇到哪个岗位忙

碌，他就及时顶上去。

“苦点累点没啥，这是我的主战场，

我要把活儿干好。”他说。

追求极致出新

贾春成的父亲干了一辈子工人，他的师傅吕彦泽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耳濡目染，让贾春成即便拥有了多项荣誉，也没有停止钻研新的技术

工艺。追求极致，是他的座右铭。

贾春成所在的熔铸厂北线作业工区，承担着东轻公司铸锭生产和大部分

航空航天等高端材料铸锭生产任务。而每当有新材料的研发试制任务，贾春

成也都是第一时间参与其中。

为满足国产大飞机用铝要求，贾春成夜以继日穿梭在熔铸炉、料场、会议

室之间，笔记本上写满了思路和数据，终于攻克铸锭不成型等系列难题。

东轻公司熔铸生产线组长赵永说，在一次难题攻坚中，贾春成带领大家连

续攻关 7天，每个环节都争取做到极致。晚上 12点别人都休息后，他还要再次

梳理一天的情况，防止犯相同的错误。

2016 年，东轻公司以贾春成名字创建了劳模创新工作室。随着科技发

展，老生产线设备升级变得迫切，贾春成劳模创新工作室历时数月完成老线自

动化升级改造，实现了圆锭自动化加工，极大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使生产效

率提高 30%，加工成品率提高 8%。

2021 年，贾春成依托工作室自主设计完成专业电控预热系统，摆脱进口

依赖，节省资金数十万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铸造工作又苦又累，要求又高，能学、

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当好学的年轻人向他请教技术问题时，贾春成

耐心细致地进行讲解，口头说不清楚就一遍遍演示。

“技术传承下去了，才是活的，年轻人快速成长起来，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才

会越来越强。”贾春成说。

近年来，贾春成通过劳模岗位示范、专题讲座、技术交流等活动，把以劳模

为代表的高技能人才长期积累的操作技能和工作经验传授给普通员工。

他带过的徒弟中，不少人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利用劳模创新工作室这

个平台，他帮助年轻人成长，至今已攻克重要创新项目 14项，创造经济效益数

百万元。

“在我印象里，师傅周末和节假日很少休息，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贾春

成的“90 后”徒弟刘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成长很快，已经是同龄人中的佼

佼者。

正是这些技术过硬的工匠和技术工人，让企业发展拥有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一季度，东轻实现高端合金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21.4%，经营性利润增长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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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在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熔铸厂，贾春成在车间生
产作业。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基于土壤景观理论和环境遥感大数据，

我 们 科 研 团 队 在 浙 江 大 学 教 授 史 舟 的 带 领

下，于 2019 年开发出了我国首个 90 米空间分

辨率土壤有机质和酸碱度数字制图产品。”浙

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青年科学家陈颂超

于近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有

了这个产品，我们就可以给土壤做‘CT’，帮

助其更好地预防隐疾。”

据悉，这一产品集成了机器学习和土壤

有机质与酸碱度混合空间预测模型，已被用

于评估国内各个地区土壤质量的变化趋势。

不久前，陈颂超获得第二届“Dan Yaalon

青年科学家奖章”，成为全球第三位获得该奖

章的学者。该奖章是国际土壤学联合会唯一

针对青年学者设置的奖项，每四年颁发一次，

主要表彰在土壤地理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并

具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

研发土壤固碳潜力评估产品

“进入大学后，我起初学习的专业是应用

生物科学（农学大类）。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后，结合个人兴趣，我选择了农业资源与

环境这一细分专业。”陈颂超回忆道。

转入新专业后，陈颂超很快就发现了一

个问题。“传统的土壤调查和制图技术往往依

赖专业人士的经验判断，存在周期长、精度低

等问题，难以实现大规模土壤信息的精准监

测和管理。”他说。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陈颂超干脆

将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通过数字土壤

制图技术来精准表征土壤信息的时空分布，

“类似于给土壤做精细的‘体检’”。

2015 年 12 月，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举办期间，作为大会东道主的法国农业部

提出了名为“千分之四计划：服务于粮食安全

和气候的土壤”的国际动议。该计划旨在每

年提升土壤中千分之四的有机碳含量，在增

强粮食安全的同时，通过土壤固碳以降低大

气中 CO2的浓度，进而减缓气候变化。

考虑到土壤—气候特性的巨大差别，不

同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土 壤 有 机 碳 储 量 和 CO2 排

放量均有差别，因此精准估算土壤固碳潜力

是科学评估不同地区是否能够落实该计划的

关键。

基于这一背景，当时正在法国攻读博士

学位的陈颂超，与法国科研团队通过数字土

壤制图技术，研发出法国第一套 90 米空间分

辨率土壤固碳潜力评估产品。

“空间分辨率是指遥感影像上能够识别

的两个相邻地物的最小距离。当时团队主要

绘制了理论条件下和当前耕作技术下，农田

土壤固碳潜力的空间分布。”陈颂超介绍，这

一土壤固碳潜力评估产品已被法国农业部采

用，相关数据被用于评估法国实现“千分之四

计划”的可行性。

搭建土壤大数据信息平台

继开发土壤固碳潜力评估产品之后，在

史舟的带领下，陈颂超又首次完成我国 90 米

空间分辨率土壤有机质和酸碱度数字制图，

为摸清我国土壤资源情况、评估土壤质量变

化趋势提供了参考数据。

据介绍，通过挖掘土壤采样点信息与环

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实现土壤数据从点到

面再到三维空间的精准表征，可以实时、高

效、精准地智能分析土壤信息的空间分布格

局，为国土资源调查、土壤质量监测和污染风

险评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当时开发的土壤有

机质和酸碱度数字制图产品包含 11 亿多个网

格。”陈颂超告诉记者，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团

队提出了基于切片的多线程并行框架，将全

国 90 米预测制图所需时间从 1 至 2 天缩短到 1

小时。

回 顾 过 往 ，陈 颂 超 坦 言 ，在 法 国 求 学 期

间，自己有过一段迷惘期。“当时，总觉得自身

研究方向偏重于基础研究，研究成果和产业

需求之间有一段距离。我总在想，如何才能

更有效地参与到土壤污染防治市场化和产业

化？”他回忆道。

近期，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预计利用 4 年时间全面查清我国土壤

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家底”。陈颂超对此充

满期待。

“精准监测是精准、动态治理的前提。”陈

颂超表示，早在今年年初，团队就开始搭建土

壤大数据信息平台，旨在集成和开发我国高

分辨率、高精度土壤属性空间分布数据，实现

土壤质量的监测和预警“一张图”，有利于推

动我国土壤资源数字化管理。

陈颂超表示，目前团队正在集成最新的

土 壤 遥 感 大 数 据 并 进 一 步 升 级 人 工 智 能 算

法，在提高土壤信息空间分辨率的同时提升

产品精度，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建成这一土壤

大数据信息平台。

陈颂超：用数字技术给土壤做精细“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