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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眼镜，低马尾，着装优雅，笑起来有酒窝……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瞿礼嘉团队成员、副研

究员钟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柔、热情。

钟声长期从事被子植物雌雄互作过程的分子机

制研究工作，在被子植物合子前重要节点的远缘杂

交障碍的形成机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和突破

性成果。

不久前，钟声参与的研究项目“植物远缘杂交过

程中花粉蒙导效应的分子机制”入选“2023 年度中国

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帮植物解决“不孕不育”问题

被子植物通过有性生殖方式繁衍后代。在整个

陆地植物中，约 90%是被子植物，比如玉米、水稻、大

豆等。被子植物有性生殖过程中雌方和雄方相互作

用机制，是钟声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与 动 物 的 精 子 不 同 ，被 子 植 物 的 精 细 胞 没 有

鞭毛，不能自主游动。这些不能自主游动的精细

胞，如何与卵细胞相遇呢？花粉管扮演着“红娘”

角色。

钟声说，被子植物的精细胞包裹在花粉管中，后

者像一位勤恳的司机，载着精细胞去见卵细胞。其

间，花粉管首先与雌蕊柱头“碰面”，并通过柱头进入

花柱道。接着，雌方胚珠分泌“吸引”信号，花粉管收

到信号后，会载着精细胞穿过隔膜、沿着珠柄进入胚

珠中。最后，花粉管在与胚珠助细胞“打招呼”后，爆

裂释放两个精细胞，完成双受精。

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环出问题，都可能导致受

精失败，无法产生种子。“这和部分动物精子与卵子

相遇的情况是一样的。精子要历经‘千难万险’才能

与卵子结合。”钟声说，“我们有时开玩笑说，团队是

在帮植物解决‘不孕不育’问题。”

对钟声来说，进入植物生殖领域纯属偶然。“一

开始我跟着师兄做叶片发育相关研究，后来跟一位

师姐做植物生殖相关课题。其间，我们鉴定了首个

响应花粉管吸引物质的受体复合物成员。当时，我

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于是就打算在该领域

深耕。”她回忆道。

找到解锁的“钥匙”

回顾自己的科研经历，钟声觉得，兴趣和好奇心

是最好的“引路人”。

小时候，钟声就是个好奇心很重的孩子，因此干

过不少“傻事”。她回忆道，小时候电灯都是拉线开

关，线经常断。有一回看爸爸打开电盒盖子维修开关

后，她就非常想知道拉线是如何操纵电灯开关的。

“于是，我就自己偷偷打开电盒看，现在想来还挺

危险。”钟声捂嘴笑着说。

因发现玉米中的转座基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女

生物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是钟声的偶像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提出的转座

子理论不被人接受，甚至遭到同行质疑。但她不改初

衷，坚持自己的实验结果。”钟声说。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对科研的执着深深影响了钟

声。凭借着对工作的热爱，近年来钟声取得了一系列

突破。

160年前，著名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达尔文用实验

验证了“同种花粉优先”现象。2019年，钟声以第一作

者身份完成的研究在分子层面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机

制性解释，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该成果入选“2019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22年，钟声再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科学》杂志

发表论文，揭示了植物中多肽信号及其受体控制阻止

多花粉管穿出隔膜的分子机制和工作模式，同时鉴定

了合子前杂交障碍重要步骤中的多肽信号分子。

2023 年 10 月，钟声和瞿礼嘉作为共同通讯作者

在《细胞》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提出柱头—花粉间识

别与信号交流的“锁—钥模型”。相关成果解析了

20 世纪提出的“花粉蒙导效应”的分子机制，对实

现植物远缘杂交以及为农业、园艺等领域创制全

新种质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教科书级的重

大突破”。

这些成果都是钟声在实验室里“泡”出来的。

“可能有人觉得做实验很辛苦、枯燥，可我觉得在

实验室的时光是非常有趣的。”钟声进一步说，“做科

研有时会陷入迷茫，但只要坚定地做下去，终会在某

次实验中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上锁的‘门’。”

为科研注入“她力量”

大学入学时，钟声作为全校唯一的新生代表上

台发言。当时，她很困惑为什么自己获得这个机

会。后来辅导员告诉钟声，每位新生报到时都收到

了一张“新生情况表”，其中有一栏是“讲述高中最难

忘的一件事”，只有她一个人非常认真填写了。正是

这个细节让辅导员发现了她。

“态度决定一切，这是从小到大妈妈一直对我说

的。”钟声说，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她都用认真负责

的态度去对待。

母亲的言行影响着钟声。“妈妈从初二开始写日

记，到现在已经写了几十本。以前为我记录，现在记

录我的小孩。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让我意识到凡

事贵在坚持。”钟声说。

钟 声 愿 做“ 时 间 的 朋 友 ”，相 信 水 滴 石 穿 的 力

量。除了坚持做科研，钟声在钢琴学到十级后依然

经常弹，几乎每天都会早起练瑜伽，还坚持每周打羽

毛球。

2021 年，钟声升级做了妈妈，她不想因生育放

慢探索前沿的脚步。等待接受剖宫产手术时，她还在

进行数据分析工作。她坐月子时撰写了国家自然基

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并在产假期间

顺利通过答辩。

“现在很多项目都有年龄限制，我不想因生小孩

让工作留下遗憾，所以有时就得对自己‘狠’一点。

女性需要社会的包容与友善，同时女性自己也要付

出更多努力。”钟声坦言。

作为职场妈妈，钟声没有将工作与家庭摆在对

立的位置。“生育后，我有过情绪不稳定、很抓狂的时

候，但那样做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我要努力

调整自己，尽量保持积极乐观，这样更有助于提高效

率。”她说。

钟声很感激团队的包容和照顾。“尤其是在怀孕

和生育后，团队的支持让我有信心和底气继续自己

钟爱的科研。我希望社会能给予像我这样的年轻女

性科研工作者更多关爱和支持，使她们的职业发展

更顺利，为科研注入更多‘她力量’。”她说。

钟声：探寻植物生殖的奥秘

科技日报讯 （记者洪敬谱）记者 4 月 12 日从安徽省宣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获悉，“诚觅宣城合伙人 2024 百所高校行”活动近日在安徽师范大学展

开，通过现场宣讲，发布城市合伙人招募令。

此次活动发布了 161个教师岗位人才需求、107个“政聘企用”人才需求、169

家重点产业企业的 1450个人才需求。

“宣城的舞台足够大，可以容得下大家所有的梦想。”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李

中在活动现场说。

这次开展的“诚觅宣城合伙人”活动并非首次。2023年 11月，宣城市领导带

队，以 150 所“宣城校地合作联盟”成员高校为重点，奔赴华北、华中等地开展招

才引智活动。截至 2023 年底，宣城市已在 169 所高校开展现场招聘活动，向 2.5

万名大学生发出来宣“邀请函”，引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才 1200余人。

安徽省宣城市

发布城市合伙人招募令

科技日报讯 （记者宋迎迎）记者 4 月 12 日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崂山区出台了《崂山区推进新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通过 14条举措支持人力资源产业发展，

为当地扩产业、揽人才。

与原有政策相比，《若干措施》的奖补标准进一步提高。比如，对纳入崂山区

规上人力资源服务业统计的机构，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2 亿元、5 亿元、10 亿

元、20亿元、30亿元的，分别给予 10万元、30万元、50万元、80万元、100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

在品牌创建方面，《若干措施》明确，对在崂山区注册经营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首次获得中国 500 强、中国服务业 500 强以及列入人力资源服务业国家级权

威榜单前 20名的，分别给予 1000万元、500万元、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若干措施》还提出，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请高新技术

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14条措施支持人力资源产业发展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水稻育种材料脱粒、分包时期，在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

院的植物全生育期智能育种工厂，聂守军正在观察不同生长阶段的水稻育种材

料植株，为选育出类拔萃的品种提供基础材料。

聂守军是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院副院长，在他看来，想育出一个新品种并

不难，但要选育出既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却难上加难，失败更是家常便饭。

在聂守军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育种专家们的“秘籍”——满满一柜子的笔记本。

“这只是聂老师团队的一小部分笔记本，年头再老一些的都收藏起来了。”黑

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院水稻品质育种所所长高世伟搬出一摞笔记本。

“这些可都是‘宝贝’，有时候在地里调查，一不小心就摔倒在泥里，但拿着笔

记本的手一定会高高举起，绝对不能沾湿。”高世伟一边说着，一边高高举起手中

的笔记本，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他下意识的反应。

小心翻开这些沾满了泥土的笔记本，除了密密麻麻的序号，偶尔还有一些标

记符号。

“这些本子都没怎么记录？”“没记录的，是因为这些编号的品种都失败了。”

聂守军接过笔记本解释道。

“选育的新品种同时具备两个优良性状出现的概率只有 1.4万分之一。可能

某一阶段倒伏了或者品质不好了，十几年的心血白白浪费。”聂守军说，育种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从配制杂交组合到后代选择、中间试验再到品种的审定推广需要

十几年时间，要下“笨功夫”和苦功夫。

这些堆成小山的笔记本，大概就是聂守军说的“笨功夫”，而育种人的苦功

夫，则是从育种就开始“泡”在田间地头——播种、管理、观察、记录、选择、收割，

再对收获的水稻进行对比试验，从中筛选出理想的种子，再播种、管理、收割、对

比试验……春去秋来，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吃稻粒’是我们育种人的‘职业病’，走到田间地头，就会不经意间抓两颗

稻粒尝一尝。”聂守军笑着说，生的稻粒要吃，焖熟的米饭也要吃，有时一天要尝

四五十个品种的大米。

“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身泥水。渴了一瓶水，饿了一桶面，

累了地头打个盹，手里掌握调查本。”这句顺口溜道出了和聂守军一样的育种人

的工作常态。

扎根黑土地近 30 年，聂守军和团队将水稻常规育种与生物育种技术相结

合，选育优质、多抗、广适水稻新品种 70余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40余项。

“绥粳 18”是聂守军团队的代表成果之一。

“‘绥粳’是我们绥化分院水稻品种的系列名，‘18’是品种审定的序号，14年

才选育成功。”聂守军骄傲地说，“绥粳 18”不仅实现了优质、高产、多抗等多优集

成，还是目前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香稻品种。

黑土地上的春耕画卷已徐徐展开，无数像聂守军一样的育种专家，奔赴田间

地头，在黑土地上播种希望的种子。

“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到农民家。别叫我专家，我们都是农民。”聂守军说。

育种专家和他的笔记本

奋进者奋进者

景生启在大秦线上驾驶重载列车。 孟越摄

4 月 12 日，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

公 司 湖 东 电 力 机 务 段 2 万 吨 重 载 列

车 主 控 司 机 景 生 启 收 拾 好 行 装 ，准

备再次踏上熟悉的旅程。从山西省

大同市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全长 653

公 里 ，30 多 年 来 景 生 启 紧 握 手 中 闸

把，在这条线路上往返 1800 余趟，无

一安全事故。

前不久，2023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

物”提名人选公布，景生启榜上有名。

“每一秒都耽误不得”

653 公里的大秦铁路，承担着中国

铁路 1/4 的煤炭运量，创造了年运煤量

4.5 亿吨的世界奇迹，被称为中国能源

大动脉。

1993 年，大秦铁路全线开通之初，

20 岁的景生启成为大秦线湖东机务段

的一名火车司机。

“ 会 开 车 是 技 术 ，开 好 车 是 艺

术。”这是景生启常说的一句话。大

秦铁路 60%的线路处于山区，东西海

拔相差上千米，桥梁与隧道相接，坡

道与弯道相连，线路蜿蜒曲折。2 万

吨重载列车，总长 2611 米，最大首尾

落 差 超 过 30 米 ，具 有 惯 性 大 、易 冲

动、难停车、难控速等特点，驾驶难度

超乎寻常。

开行初期，为保障安全，重载列车

司机需在大下坡区段先停车再启动。

这一停一启至少要耽误 6 分钟，后续列

车也要配合停车。这对日运量 130 万

吨的大秦铁路来说，影响不可小觑。

“大秦铁路承担着国家西煤东运

的重要任务，是一条与时间赛跑的铁

路，每一秒都耽误不得。”景生启对记

者说。

为了优化平稳操纵方案，进一步提

升运输效率，景生启刻苦钻研业务。他

将每一次关键操纵的数据都记下，密密

麻麻记满了十几个笔记本。下班回家

后，他根据运行数据绘制受力分析图，

计算缓解时间点，等下次出乘时再一米

一米地调整制动地点，一秒一秒地修正

制动时间。

为了练就稳中求快、快中有稳的操

纵技术，景生启在操纵台上放了一个盛

满水的杯子。列车每次冲动，水就会洒

出一点。他把仅 10 厘米长的操纵手柄

滑槽，细分了 100 个级位，揣摩级位与

刹车速度之间的关系。

“那时候，我几乎着了魔，只要手里

有东西，就会不由自主地用它模仿调速

动作。”他回忆道。

一段时间后，景生启杯子里洒出的

水越来越少，后来可实现杯满不溢。经

过上百次的数据分析和试验，景生启和

同事让大秦铁路大坡道停车重启彻底

成为历史。

“用心开好每趟列车”

“列车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国，工

作上的事绝不敢有一点马虎。”景生启

说，他参加工作以来，经历了大秦铁路牵

引重量从 6000 吨升至 1 万吨、1.5 万吨、

2.1万吨的发展过程，同时还驾驶 3万吨

重载组合列车完成了开行试验任务。

“‘大秦人’始终以国家需要为使

命。我不仅要把重载技术传承下去，

而且要把重载精神发扬光大。”景生

启说。

为 了 培 养 更 多“ 景 生 启 式 ”的 司

机，让更多青年司机掌握驾驶技术，景

生启所在的湖东电力机务段启动了

“名师带徒”工程。

近年来，景生启手把手带出 100 多

名司机，其中包括“三晋技术能手”呼长

宝、“铁路工匠”王亚军等能工巧匠。

除此以外，湖东电力机务段还组

建了以景生启名字命名的技术团队，

团队成员从最初 3 人增至 12 人。 这

些年，团队连续攻克了“多机平稳过

分相”“上坡道启车”等重载操纵技术

难题。他们将这些操纵技巧称为“闸

谱”，把它们整理成“操纵提示卡”，发

给新入职司机。值得一提的是，团队

总结出的“2 万吨精准操纵法”作为标

准范本，被推广至我国瓦日铁路、唐

呼铁路等重载新线，填补了世界重载

列车操纵技术标准的空白。

“用心开好每趟列车，用心做好每次

操纵。”景生启说，值乘好一趟重载列车，

就能让千里之外的许多人实现夏有凉风、

冬有暖气，为守护万家灯火出一份力。

景生启：会开车是技术 开好车是艺术

聂守军在标本室介绍种植品种情况。 新华社记者 魏海摄

钟声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