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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声机留声机

4月 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无

机化学家、中山大学化学学院教授计亮

年，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 90岁。

“先生一路走好！20 年前在中大

求学时，碰见先生穿着布鞋骑车上班，

当时感慨科学家怎么如此朴素，后来一

想此乃真大师风范！”

“在中大求学，见到先生提着布袋

去实验室，对科学家的勤勉和简朴由衷

敬佩，感慨颇深！”

……

得知消息，许多人在中山大学微信

公众号上留言，表达对计亮年院士的崇

敬和不舍。

倾心无机化学研究

1975 年，计亮年调入中山大学，便

扎根在这里，将满腔热情倾注于化学

研究。

细胞色素 P450 单加氧酶广泛存在

于生物体中，属于亚铁血红素蛋白家

族，因其在 450 纳米处有特殊吸收峰而

得名。作为单加氧酶的一类，细胞色素

P450 在哺乳动物的肝脏和肾脏中催化

氧化各种有毒有机物，将它们转化成为

亲水化合物，促使其能溶解于水，经尿

液排出体外。

在常温常压下，体外研究细胞色素

P450 模拟体系，实现不活泼烃类化合

物的定向氧化生产化工产品，一直是化

学家们的目标。计亮年紧盯这一领域，

开展相关研究。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个时候，

要做科研，非常不易。当时，学校科研

条件非常缺乏，没有常规仪器。为了使

科研工作能够继续下去，他经常骑着自

行车去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原广州

有色金属研究院）借用玻璃分液漏斗做

萃取实验。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计亮年始终

没有放弃。从 1983 年起，计亮年与研

究团队一起系统开展了铁、铜等卟啉

配合物模拟细胞色素 P450 单加氧化

酶活性中心催化氧化碳氢化合物的机

理研究。

40 多年来，他与研究团队合成和

遴选出 1个系列共 200多个当时尚未报

道过的铁、铜等金属卟啉配合物，首次

系统地探索了合成金属卟啉配合物取

代基性质、轴向配体、中心配位各种金

属离子及周围蛋白环境改变模拟等十

多种因素变化影响酶活性的规律。在

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轴向配体活化细胞

色素 P450模拟酶的作用机制。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计亮年与研

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钌多吡啶配合

物作为核酸和生物大分子结构探针以

及治疗药物研究，成为当今全球研究钌

配合物时间最早最长、系列性论文发表

最多、研究范围最广的三个主要课题组

之一。

求真务实做科研

1982 年 10 月，计亮年获得中山大

学推荐、受教育部公派，远赴美国西北

大学，跟随美国科学院院士、无机化学

之父、国际著名配位化学家弗瑞德·巴

索罗学习。

留美期间，他几乎没有休息日，每

天痴迷于研究。

计亮年在美国研究的是化学反应

动力学，要用红外光谱定时测定反应物

的浓度变化。实验刚开始反应时，测定

时间间隔很短，几分钟就要测一次，之

后测定间隔时间逐步延长，最后可以每

隔几个小时测定一次。

为了避免与同事在仪器使用时间

上发生冲突，造成数据不准，计亮年就

与他人错开使用时间。当时，已接近

50 岁的他，经常冒着大雪，凌晨四五

点独自步行到学校实验室做实验。尽

管他的手指被冻得发麻，鼻尖被冻得

发疼，但心中充满干劲。待同事们 9

点来上班时，他已把前段测定间隔时

间短的数据全部测完了。随后，他趁

后段测定间隔时间长，抓紧时间去图

书馆查资料。

有一次，导师巴索罗外出，凌晨 5

点路过计亮年的实验室，听到了里面真

空泵发动的声音。巴索罗以为是学生

晚上忘记关马达了，就走进实验室去

关。他惊奇地发现，计亮年已经在做实

验了。

于是，他对计亮年说：“早上好！”

可当时计亮年专心做实验，误认为

巴索罗是早到的清洁工人。

他头也没抬起来，只是礼貌地回

答：“早上好！”

过了一会儿，巴索罗带着相机来实

验室给计亮年拍照，记录下当时的情

景。

计亮年出色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刻

苦好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导师，巴索罗

给予计亮年高度评价。在已出版的巴

索罗传记中，计亮年被称为发现“茚基

动力效应”的三位贡献者之一。

对待科研求真务实、脚踏实地，是

计亮年不变的追求。凡是他带过的学

生，一定都会铭记“踏踏实实，严禁学术

作假”这条原则。他曾语重心长地说：

“对待科研，若有丝毫造假心理，是永远

不会有真正成果的。真实是做科研的

第一步，想获得公认的成就，必须经受

同行和实践检验。”

对科研精益求精的计亮年，生活朴

素简单，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追求。

日常生活中，他坚持自己买菜做饭，出

行尽量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在他看来，这样既方便又环保。

培养优秀青年人才

计亮年不仅是一名成功的科研者，

也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培养了大批科

技型人才。

在培养研究生时，即使已是年逾花

甲，计亮年仍然以身作则，每天早起到

实验室实地指导。对于即将发表论文

的学生，他也会耐心、细心地给予指导，

一字一句检查论文，并做好批注。

计 亮 年 说 ，看 到 学 生 在 成 长 ，看

到事业后继有人，就像自己的科学生

命在延伸。计亮年为化学领域，特别

是生物无机化学这一新兴学科培养

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带出了一批学科

带头人。

计亮年非常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他强调要多关心

别人，“对人好一定会有好报，即使没有

回报，自己心里也高兴，说明我帮助了

人，并且有能力帮助人”。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14 年 4 月，计亮年院士荣获广

东省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评上这

个奖的第一时间，他就给时任中山大

学党委副书记李萍打电话，说要把他

个人获得的全部奖金捐给学校基金

会，希望能借此鼓励年轻学子们继续

攀登科学高峰。

李萍说，根据评奖委员会对奖金分

配的原则要求，他把能分给团队的部

分，都分给了团队，将规定属于个人的

50 万元全部捐出来，通过学校教育基

金会，设立化学生物学奖学金。

“老实说，对于一个几十亿身家的

企业家来说，50 万不是一个大数目。

可是我相信，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

做了一辈子教师的计亮年先生来说，

这是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大一笔属于自

己的钱。他的纯粹和真诚令我动容！”

李萍说，她一再劝说计亮年，无论如

何，要留一点给自己，毕竟当时先生已

经 80 岁高龄，且夫人曾患过大病。然

而，无论怎么劝说，都无法改变他的决

定，基金会只好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

奖金。

计亮年对李萍说，虽然自己年纪

大了，但只要生命尚存，就不会停止工

作。虽然他还会为国家的发展、为人

类科学的发展尽自己最大努力，但他

要将重点转向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希

望青年学子成长起来，朝着科学高峰

攀登。

““真实是做科研的第一步真实是做科研的第一步””
——追忆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机化学家计亮年

4 月的南京明孝陵，春花烂漫，绿

意盎然。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中国明清皇家陵寝，近

日多了一双双“慧眼”。在神道的石像

生和西配殿基址附近，耸立起几个特别

的监测仪器。

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 2120 个，温

度 21 摄氏度，相对湿度 62.55%……记

者走访这里看到，监测仪屏幕上的数

据，实时反映着这些文化遗产周围的

“小气候”，为遗产地环境保护与管理提

供具体数据支撑。

“对明孝陵进行生态环境监测，还

是头一次。”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

处工作人员林滟茹说。

明孝陵位于南京中山门外钟山南

麓，为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

陵寝。陵寝始建于 1381 年，历时 30 多

年，于 1413 年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

碑亭，是明初最重要、规模最浩大的工

程之一。其中，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

在的宝城，纵深约 2700 米，神道长约

1100米。

2003 年 7 月，明孝陵作为明孝陵

皇家陵寝扩展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

产名录》。

作为明代第一座帝陵，明孝陵在中

国陵寝制度史上开创了一代新制，影响

了明清两代 500余年的陵寝制度。

“此次选择在神道和西配殿区域

增设生态环境监测仪，也是考虑到这

两处地点植被比较丰富，遗产本体较

多。我们希望通过监测，为了解生态

环境对遗产本体的影响积累数据。”林

滟茹说。

记者在神道看到，生态环境监测仪

的一边是已经耸立了600多年的24只石

像生，另外一边是姹紫嫣红的梅花山。

在西配殿基址附近，茂盛的枝条，将遗址

笼罩在一片青绿中。

监测是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

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林滟茹介绍，作

为南京目前唯一一处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 6月，钟山

风景区正式启动明孝陵遗产监测预警

体系项目。这也是“中国明清皇家陵

寝”保护管理单位首次建设遗产监测预

警体系。

几年过去了，记者依然能在景区的

多个角落不时看到监测建筑物“生命体

征”的各种设施。

“我们对明孝陵 48 个遗产要素进

行了 4 大类 16 项 56 个方面的监测。在

硬件方面，采用最小干预原则，安装监

测仪，监测遗产的沉降、倾斜、裂隙、光

照、酸雨等多项指标。在软件方面，搭

建遗产保护大数据中心、监测预警展示

平台、监测预警管理平台，对明孝陵进

行全面监测。”林滟茹说，下一步，景区

还将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

对世界遗产监测的定位、要求以及程序

规定采取措施，促进保护管理水平进一

步提升。

明孝陵有了监测生态的“慧眼”

位于故宫内廷区域的乾清宫，在

清代为帝王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乾

清宫内宝座前后两侧，各有清代座镜

一个。各镜均属于平面镜，总宽约 3

米，总高约 4.5 米 ，底 座 为 紫 檀 雕 龙

造型。乾清宫宝座旁安放多个平面

镜，大臣在进入殿内过程中，既可看

到宝座上皇帝的正身实像，又可从

宝座两侧的平面镜中看到皇帝“分

形”（侧身虚像）。从光学角度而言，组

合平面镜的运用，反映了古人对镜面

反射的认识。

光的镜面反射，是指光在均匀的

同种介质中沿着直线传播，而传播到

镜子等光滑物质表面上时，会改变方

向，返回到原来的介质中。古人对镜

面反射有着较为丰富的认识。如战国

时期的《墨经》认为：阳光直射到人体，

则人影在人体另一侧；但阳光经过平

面镜反射到人体，则人影位于太阳与

人体之间。又如南宋魏了翁在《春秋

左传要义》中认为：当火光斜照水面，

或日光斜照镜面时，会产生“旁照他

物”的效果，即产生镜面反射的效果。

再如明代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认

为：太阳照射地面的水，或用火光照射

镜面，均可看到光反射到屋梁上。方

以智称之为“转光”。

两个平面镜组合，可以改变光路，

古人用此法来隔墙观物。如西汉时期

刘安的《淮南万毕术》载：“取大镜高

悬，置水盘于其下，则见四邻。”这句话

的大意是：将一面镜子挂在院墙上，镜

子下面放一个盛有水的盆，那么院墙

外的景物可以通过镜子反射到水面

上，再通过水面反射到人的眼睛里，这

样人就可以看到院墙外的景物了。实

际上，上述两个平面镜的组合运用方

式，与近代潜望镜的原理基本相同。

潜望镜由上下两个平面镜组成：上面

的位于水面以上，下面的则位于水面

以下，二镜均与平面成 45 度夹角。当

水面上景物反射的水平光线射到第一

个平面镜后，垂直向下射向第二个平

面镜，再经过第二个平面镜反射后，又

变成水平光线，映入观者的眼帘。这

样，观者就可从水面下观测到水面上

的景物了。

古人对两个平面镜组合成像的规

律进行了探讨。唐代路德明在《经典释

文》中认为：当一面镜子的反射光遇到

另一面镜子，就会变成入射光，并再次

产生反射；在两面镜子中的成像，不仅

有实物的像，还有像的二次成像，因而

可以看到多个成像。明代熊明遇在《格

致草》中指出：两个平面镜组合成像，其

中第二个镜子成像的内容，不仅包括第

一个镜子已有的像，还包括镜外的一些

事物。清代刘岳云在《格物中法》中进

一步认为：光的镜面反射，入射角等于

反射角；两镜相照，光从两镜中入射角

度相同时，则两镜中有多个像。

多个平面镜组合，可形成多个虚

像。古代道士们利用这种成像特点，

修炼“分形术”。如晋代葛洪在《抱朴

子》中提出了道教“四规镜”用法，以展

示“法力”或“神性”。所谓“四规镜”，

即在人的前后左右各放一面镜子，则

可在镜子中看到道教中的诸位“神仙”

（实际就是观者本人的正面、背面、侧

面等多方位的像）。乾清宫宝座两侧

平面镜的组合运用，与“四规镜”有一

定的相似之处。

五代道士谭峭在《化书》中，进一步

描述了多个组合平面镜的成像特点：用

一个镜子照人的形体，用其他镜子照形

体所成之影像，镜子之间互照，影像则

不断成像，在镜子间传递。所有镜子之

影像，不会改变形体衣冠，而服饰上的

花纹色泽亦不会衰退。而这些镜子所

成之影像，皆为同一人的形体，且可以

产生形影难辨、虚实难分的效果。

从科学角度而言，古代“分形术”

实质就是将多面镜子组合后，产生多

次反射成像的效果。而乾清宫内安放

的多面雕龙座镜，则可反映古人对组

合平面镜成像规律的认识，亦为我国

光学史研究的宝贵实物资料。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乾清宫组合镜隐藏的光学原理

◎本报记者 金 凤

近日，“春满松江 逐梦亚冬”黑龙江省开江季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
开江民俗文化周开幕式在哈尔滨举行。活动当天，主办方组织开展了民俗表演、
非遗展示、美食品鉴、群众演出等一系列开江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图为活动演出
现场。 本报记者 李丽云摄

哈尔滨市开江民俗文化周启动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4 月

22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重庆出版集团

与重庆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长篇报

告文学《创作之伞——中国文字著作

权保护纪事》（以下简称《创作之伞》）

新书发布会在重庆市南岸区精典书店

举行。

原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副 局

长、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中国版权协

会理事长阎晓宏在致辞中表示，4 月

既是“全民阅读月”，又是“著作权保护

与开发主题月”。重庆出版社策划出

版《创作之伞》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作者是图书创作的首要因素，出版社

是图书的传播者，希望能够借这本书

的出版激励作家倾情创作，也希望版

权工作能够把关注视角投射到保护作

家权益上，使作者和传播者建立良性

亲密关系。

据介绍，《创作之伞》以 2021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著作权法诞生、修订及

最新版出台背后的故事为主线，以作

家们的亲身经历和典型案例为副线，

用报告文学的方式讲述一般人并不十

分了解但又非常重要的版权重点和冷

知识，是别具一格的“文学普法”。作

品旨在提高广大创作者和社会公众的

版权意识以及全社会对著作权的重

视，讲述版权故事，推进版权强国建

设。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文

字著作权协会原会长、著名作家陈建

功评论道，一个个熟悉的版权案例、

版权热点事件经过作者梳理，以严谨

又 轻 松 的 故 事 形 式 ，展 现 在 我 们 面

前。“专业的案例，文学的讲述，使原

本生硬的法律条文，找到了直抵人心

的入口。”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评

论家丁晓原认为，作品以著作权法的立

法酝酿、首次正式立法、颁布和三次修

订作为叙事的重要纵线，讲述立法或修

改的背景、说明具体的法律要义，通过

个案插叙说明著作权法的时代价值与

社会意义。它既是中国著作权法发生

及其“进化”的具体叙事，同时也映照出

当代中国法治化历史进程和社会文明

程度提升的历史演进图景。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文字著作权保

护的长篇报告文学，《创作之伞》入选中

国作协 2023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创作之伞—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纪事》发布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任维亚 记

者赵汉斌）4 月 22 日，在第 29 个世界

读书日到来之际，伴随着琅琅读书声，

云南省红河州科技局“书香科技悦读

阅美”读书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红河州科技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杰带领全体干部职工重温

读书故事。从看“砖头一样厚的书”，

到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薄的

读厚”，一个个与书相伴的故事，让大

家深切感受到书中蕴含的经验智慧，

也深切感悟到读书学习不仅关系到一

个人的成长和成才，也关系到国家、民

族的进步和发展。

在“好书推荐”环节，红河州科技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向东将精心准

备的好书——高尔基的著作《在人间》

推荐给大家。红河州科学技术院青年

干部李悦向大家推荐了好书——《麦

肯锡方法》。他们从不同角度畅谈了

自己的读书收获和心得体会，与大家

共享学习成果，进一步营造了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氛围，让更多干

部职工加入阅读者行列。

此 次 读 书 活 动 ，进 一 步 在 红 河

州科技局营造了团结和谐、奋进向

上 的 读 书 氛 围 和 文 化 环 境 。 接 下

来，各族干部职工将进一步投身科

技创新事业，推动书香机关、清廉机

关建设。

云南红河：书香沁润读书人

乾清宫内的后方座镜乾清宫内的后方座镜。。 周乾周乾摄摄

2013年，计亮年院士（一排左二）和无机化学团队讨论工作。
中山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