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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娄玉琳

科星百年科星百年

编者按 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壮丽舞台上，众多老科学家以奉献诠释初心，以执着践行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巨大贡献。他们矢志报国的崇高理想、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一代代科技

工作者。今起，本报开设“科星百年”栏目，选取今年恰逢百年诞辰的部分科学家，回顾他们的科研历程，传承他们的科学精神。

多年前，一个水乡小村的男孩在与

湖中小船挥臂竞游时曾想，将来要是自

己也能造条大船该多好。后来，男孩长

大了。他参与设计的一艘艘大船、舰

艇，足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

这个想要造船的男孩就是中国科

学院院士、船舶设计专家许学彦。

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舰船设计专家，

许学彦创造了多个中国舰船设计史上

的“第一”。他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艘

万吨级远洋巨轮东风号、中国第一艘长

江大型高级客轮昆仑号、第一艘大型氦

氧潜艇救生船、第一艘综合航天远洋测

量船远望号、第一艘远洋打捞救生船和

最大的科学调查船向阳红 10 号……在

这一个个“第一”中，不畏艰难、勇于创

新的科研精神如同航标一样，从始至终

贯穿许学彦的科学生涯。

为国产万吨级
远洋货轮减重

远 洋 船 舶 是 重 要 的 海 上 运 输 工

具。新中国成立后，自行设计建造中

国自己的远洋货船迫在眉睫。然而国

外专家并不认为当时中国具有自主建

造大型船舶的能力。面对国际上的质

疑，许学彦和同事们一直憋着一口气，

想要把中国自己的万吨级轮船研究设

计出来。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设计出万

吨级大船，航行于五大洋，显现中国船

舶设计建造的科技实力，耸立于世界造

船大国之林。”许学彦说。

1958 年，许学彦接过中国首艘万

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的设计任务。在

当时的条件下，要完成这个任务可谓困

难重重。设计团队缺工作经验、缺完整

图纸……面对客观条件的匮乏，依靠自

己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许学彦大胆创新、小心求证，取得诸多

突破。

如在船舶设计中，降低船体重量是

提高货轮航速、增加载重量的重要途

径。为实现这一目标，许学彦提出全船

使用高强度低碳合金钢。但在当时，采

用高强度低碳合金钢在国内是首次，世

界著名船级社的造船规范中也没有相

关资料。许学彦将自己在苏联考察时

获得资料中的工作原理用于东风号设

计，并将船板的腐蚀裕度和船体刚性纳

入考虑，最终在船板厚度的计算中，采

用乘以换算系数，再增加厚度的方法。

用这一方法计算出的船板厚度可在提

高船的刚性、船体抗腐能力的同时，减

轻船体重量。

整个设计过程中，许学彦经常夜不

能寐、反复思考，进行大量的理论计算

和方案比较。由于许学彦等人的努力，

东风号的重量减轻了约 500 吨，约占船

体重量的 20%。此外，他还带领团队在

优化线型、提高推进效率、提高主机功

率利用率、调整货舱设计等方面实现一

系列重要突破。

当 时 江 南 造 船 厂 船 台 边 的 一 座

小屋就是东风号的施工设计室。夏

天 的 上 海 闷 热 难 当 ，房 屋 隔 热 条 件

差，在烈日的照射下，屋内如同蒸笼

一般，闷热又不透风，里面的人大把

大把淌汗。但许学彦却十分怀念那

时的工作情景：“工人、设计人员挤在

里面共同攻关，那种苦干实干的精神

十分难忘。待总装完成，每日清晨，

晨 曦 微 露 ，薄 雾 轻 绕 。 站 在 船 台 边

上，看着从自己手中孕育出的中国第

一艘万吨级远洋轮的迷人雄姿，若隐

若 现 ，如 同 身 处 如 诗 如 画 的 意 境 之

中，令人陶醉……”

1960 年 4 月 15 日，我国自行设计、

自行建造、全部采用国产材料和设备

的万吨级远洋轮东风号从船台滑道上

平稳地滑入黄浦江，它的快速性、装载

量、钢材消耗量和机舱长度等指标都

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其成功设

计和建造，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跨上

新台阶。

许学彦说：“东风号远洋货船的研

制过程充满艰辛，它在自力更生时代所

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这艘船也

是我学术成长的一个关键点。东风号

远洋货船的研究设计，使我学到许多东

西，为以后研究设计大船奠定了基础。”

设 计 远 望 号
航天测量船

1965 年 8 月，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中央第十三次专委会会议上，钱学森等

专家提出发展运载火箭的初步设想，并

锁定南太平洋为理想落点。而要实现

这一目标，航天测量船不可或缺。

航天测量船被人称为“海上科学

城”。其主要任务是跟踪和遥测各种

中、远程导弹、卫星和飞船，精确测定其

落点，回收弹头锥体、卫星仪器数据舱

和飞船座舱等。

由于拥有设计东风号等船的经验，

许学彦在航天测量船的设计工作中被

委以重任，成为后来被命名为远望号的

航天测量船的总设计师。

分 歧 意 见 多 、技 术 复 杂 、缺 乏 经

验……当时，研究设计航天测量船困

难重重。许学彦作为项目总设计师，

不仅完善了方案论证和技术任务书，

还提出一整套科学、合理、可行的技术

途径。在他的指挥下，工作组在短时

间内完成了测量船主要参数与总体性

能设计。

在航天测量船的研究设计建造过

程中，团队碰到许多具体技术问题，包

括确定测量船整体方案、确保船舶极度

稳定、研究高精度的导航定位系统等八

大技术难题。时间紧、任务重，许学彦

没有退缩。他带领设计团队刻苦攻关、

大胆创新。

回 忆 起 这 段 经 历 时 ，许 学 彦 说 ：

“忆往事，步履艰难。”工作到深夜、到

处寻找点滴资料、分工钻研理论、为选

择合适的设备跑遍祖国大江南北……

许学彦和科技人员带着极大的勇气与

热情，一心一意搞研发。测量船视角

要一致，就把所有测量设备垂直排列；

要减少船体晃动，就在船的两侧安装

伸缩式减摇鳍；防止船体变形就用韧

性更强的碳素钢替代合金钢；降低噪

音不用柴油机改为蒸汽轮机……在许

学彦的带领下，八大技术难题一一成

功解决，确保了航天测量船研究、设

计、建造、试航的顺利进行。

最终，远望 1 号、远望 2 号在 1977

年顺利下水。1980 年 5 月，我国第一颗

洲际导弹划破长空，远望号航天测量船

圆满完成测量任务。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四个能够自主设计建造航天测量船

的国家。

许学彦曾这样描述他对于船的情

感：“我对船可以说是奉献了很多光阴，

一辈子都在造船，这是一种对自己孩子

的感情吧。”

2016 年 3 月许学彦与世长辞，享年

91 岁。遵其遗愿，他的骨灰归于浩瀚

海洋。

如今远望 7号搭载了 947套世界先

进的航天测控设备，测控范围远至月

球；远望 1 号则静静停靠在黄浦江畔作

为科普教育基地，承托起一代代青少年

的科学梦想……斯人已逝，但留下的精

神将薪火相传，常驻人间。

创 新 为 楫 笃 行 为 帆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船舶设计专家许学彦

◎李 鹏

字里行间字里行间

得益于联想集团携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共同打造

的“智慧应县木塔”方案，968 岁的山西应县木塔焕发新

的活力。

在近日举行的“新 IT，新文遗：应县木塔数字新篇启

幕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想集团 AI 赋能智慧木塔成

果发布会”上，“智慧应县木塔”方案首度亮相。

应县木塔建于公元 1056 年，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

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被誉为我国木结构的“史

诗”，也被梁思成称为“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

然而，如今它也面临如何保护与传承的难题。由于

地震、风雨、战乱等因素带来的损伤千年间逐渐累积，应

县木塔目前已无法供游客登塔参观。

这是一座塔的困境，也是众多文化遗产面临的难

题。AI技术则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新路径。

2023 年 2 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基于此前的研究成

果，举办了以“古建筑保护的数智化转型与元宇宙构建研

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山西应县木塔的数

字化保护，深入探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会

上，联想集团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启动“新 IT，新文

遗：AI赋能智慧应县木塔”项目。

按 照 分 工 ，清 华 大 学 建 筑 学 院 充 分 发 挥 研 究 优

势，开展木塔内部结构的建模工作，并打造木塔参数

数据库；将工作成果转化为木塔的展示和科普内容，

创作虚拟体验脚本。联想集团发挥技术创新优势，结

合人工智能、神经辐射场以及扩展现实技术，为应县木塔构建数字世界中的

“孪生体”。

在文遗活化利用方面，“智慧应县木塔”实现了模拟登塔、艺术还原、古今融

合三大突破。在景区已暂停登塔参观的情况下，“智慧应县木塔”通过虚拟现实

设备实现游客模拟登塔，尽可能保障游览体验。

与大多数古建数字化方案不同，“智慧应县木塔”不仅还原了古建筑的内外

结构，还将木塔千年历史融入其中。体验者可以在梁思成、老僧等角色的引领下

“游览”木塔，通过点击翻阅相册日记等操作，了解木塔的前世今生。基于最专业

的建筑和历史知识，“智慧应县木塔”把木塔所经历的重要历史时刻，通过科技手

段“复活”。

在创新保护方面，“智慧应县木塔”为木塔建立了可视化数字资讯档案，为日

后开展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框架支持。与此同时，项目结合 AI技术新增多项交互

式创新尝试，例如以 AI 与增强现实技术辅助现场勘察。下一步，研发团队还将

尝试利用大模型进行专业训练，打造“智慧守塔人”AI助教，在古建人才培养、木

塔研究传承等方面展开更多创新探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刘畅说：“与联想集

团携手打造这一项目，不仅是为了运用新技术记录和理解这座古代建筑，更希望

能够探索未来保护木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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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或清澈或混浊，哪怕乌黑，

人类都不会感到意外。然而，假如横亘

在眼前的，是一条色泽艳丽的粉红色河

流，恐怕看到的人就要惊掉下巴了。

位于南美洲哥伦比亚的热带雨林

中，就流淌着这样一条河。它一改平

常河流的绿水清波，水底浮游着鲜艳

的粉红色丝状物，远远望去，仿佛倾泻

了满河的粉红颜料。加之沿岸各色植

物的点染，时而粉红一片，时而五彩缤

纷，整条河像极了打翻的调色板。因

此，这条河又被称为彩虹河。

有颜色，必有颜料。为彩虹河“着

色”的，正是河床上密布着的一种水生

植物——虹河苔。

这里的虹河苔统统呈浓郁的粉红

色，粗壮的犹如“变身”的藻类，比较弱

小的则如同铺在石头上的苔藓。它们

从岩石生出，在水中拉伸为一种柔软

的丝条状。这种丝状物随着河水的流

动悠悠漂浮，却未随水冲走，而是牢牢

吸附于河床的岩石上。

别看它们与水、泥、石为伍，但对

环境有着极高的要求，偏爱清澈、奔腾

的水质。一旦遇到适合的美好家园，

它们会自然分泌一种高强度黏合剂，

欢欣鼓舞地安营扎寨，将一片熊熊燃

烧的粉色“烈火”投放在河面上，营造

出一种惊世骇俗的美。

虹河苔作为彩虹河缤纷色彩的

“总设计师”，对季节有着严苛的要

求。它们在每年 7—11 月才能形成彩

虹效应。这个时节阳光暴烈，雨水充

沛，河流湍急，正适合虹河苔生长。激

流冲刷和太阳炙烤，才能使苔体的颜

色更加鲜艳、夺目。苔体随着水深、生

长位置和受光多寡而呈现出多样色

彩。越是靠近水面，受光充足的地方

颜色越红，而一些光照不充分的地方，

则会呈现出淡粉色、橙黄色或嫩绿色；

水流越急，虹河苔越是艳丽。它们在

清波中缓缓摇曳，幻化成云絮，又像人

体内伸展的毛细血管。

彩虹河流经一百多公里，因地势

的起伏跌宕还形成了彩虹瀑布。虹河

苔紧紧吸附于一座座大小不一的瀑布

上方，似彩虹飞落一般。瀑布上方的

苔红与垂落部分的水帘彼此映射，红

白相间，错落缤纷。“红流”飞溅，疑似

“红河”落九天……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独特的

彩虹河景观，营造出光怪陆离的奇景，使

我们的地球更加丰饶多姿。

虹河苔：河流五彩斑斓的秘密

位于哥伦比亚的彩虹河位于哥伦比亚的彩虹河。。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人物简介

许学彦（1924 年 5 月 11 日—

2016 年 3 月 5 日），新中国造船

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

科学院院士，著名舰船研究设

计专家；历任七○八研究所第

一研究室技术员、工程师、副所

长、总工程师等职务；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一等奖、

何梁何利奖等。

最近看了一本有意思的书，书名叫

做《“吃鸡自由”科学简史》。作者用轻

松愉悦的笔调带领读者在鸡的世界纵

横，从考古学到现代生物学，从历史到

未来，从文化习俗到“吃鸡产业”……让

人眼界大开。

这本书开篇独具匠心，通过用现代

鸡复活远古恐龙的大脑洞，串起恐龙变

鸟的传奇，叙述恐龙到鸟、再到鸡的演

化史，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在本

书的 6 个章节中，类似的巧妙设置还有

很多。譬如“鸡和欧洲人到底谁先到达

美洲”“难道是贪玩的人类推动鸡成为

全球物种”“从‘预言家’到盘中餐：世界

人民吃鸡缩影”“儿时的土鸡味，到底是

啥味”“细胞培养肉能代替养殖鸡肉吗”

等都是作者的巧思。

《“吃鸡自由”科学简史》里面还有

很多十分有趣的知识点。譬如公鸡打

鸣时在其头部附近测得的音量超过

130 分贝，有的甚至超过 140 分贝。研

究发现，当音量超过 120 分贝时，会导

致内耳毛细胞受损甚至死亡，从而使听

力受损。那么公鸡打鸣为何不会震聋

自己呢？原因是公鸡已经进化出一套

自我保护机制。在本书中，有趣的内容

还有很多。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内容并

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始终与科学性密切

结合。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也能增

长科学知识。

《“吃鸡自由”科学简史》并不是一

本一般意义上的科普书。该书纵横捭

阖，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庞杂，但是在作

者独具匠心的逻辑架构下，一点儿都不

让人觉得凌乱。书中不断增加的知识

点，在给读者提供阅读丰度与深度的同

时，还通过轻快明朗的语言给读者创造

出阅读的快感。对于“为什么肉鸡长得

快”“乌骨鸡到底有没有药用价值”等大

家十分关心的问题，本书也都基于科学

研究给出了明确且令人信服的回答。

这些年，随着国家对科普工作越来

越重视，科普图书琳琅满目。但是国内

高水平的科普读物并不多。这种局面

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在

科学传播方面高水平的科普作者有

限。因为一名合格的科普作者不仅需

要掌握专业知识，还需要有高超的文字

表达技巧，在研究领域同时能够做到这

两点的屈指可数。其二，很多行业忽视

了大众对本领域及关联领域的科学传

播和科普需求。研究人员一般提供的

都是专业性很强的论文或专著。

《“吃鸡自由”科学简史》的三位作

者都有着良好的专业能力：文杰是中

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

究员、副所长，致力于肉鸡遗传育种和

营养研究 35 年，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肉鸡领域首席科学家；刘冉

冉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研究员、科普工作者；汤波是中国

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

士，主要从事动物生物技术研究的他

一直热心科普创作，这几年陆续撰写

并出版了《动物世界奇遇记》《探秘生

命密码》等科普书籍。由这三个人合

作撰写的《“吃鸡自由”科学简史》确实

很让人期待。

一本好的科普书，有趣是一个重要

的评价指标。但是对于某些领域或者

行业的科普而言，这很有一些难度，要

么就是语言或内容艰涩，让读者难以提

起阅读兴趣，要么为了轻松热闹，难以

对内容本身进行深入解读和阐释，导致

科学传播和科普效果大打折扣。在本

书中，三位作者共同用深入浅出又不失

专业的方式为读者们打造了一本“吃

鸡”领域的科学佳作。

总而言之，《“吃鸡自由”科学简史》

做到了专业性与大众性的完美统一。

它不仅是一本有趣的大众读物，也是一

本肉鸡产业相关从业人员的参考书。

这本书不仅能开阔从业人员的视野，也

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启迪。

一本书带你了解人类如何实现“吃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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