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邢军武自己看来，这 30 年来他只做了一

件事，就是唤起人们对盐碱地与盐生植物的新

认识。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邢军武就想，如果盐碱

环境的高含盐量很难改变，传统作物的耐盐能力

也很难提高，为何不直接筛选具有潜在经济价值

的野生盐生植物，形成规模化种植技术和综合利

用的产业技术，这样盐碱荒地无需改良即能用于

作物种植或园林与生态建设，这个想法在他心里

深深扎了根。

想法有了，实施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

单。上世纪 80 年代条件艰苦，课题起步时没有

经费支持，交通不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邢

军武和同事、朋友常常要骑自行车往返上百里去

胶州湾滩涂考察，对海滨盐生植物进行作物化筛

选。他发现，碱蓬这种植物具有强大耐盐能力，

甚至可以在土壤盐含量 10%以上的高盐环境生

长。他还发现，这种野生植物还具有作物化和经

济生态价值。

1991 年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农 办 和 海 洋 研 究

所“所长择优基金”支持下，邢军武首次将碱

蓬用于海水入侵区域及盐碱环境生态治理，

通过实验室人工控制实验和野外实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并确定了碱

蓬的最佳播种时机播种深度和方法。由此，

邢 军 武 完 成 了 世 界 首 项 有 关 碱 蓬 的 发 明 专

利，首创了碱蓬的规模化人工栽培及其综合

开发技术。

在我们看来盐碱地只能生长高耐盐植物，看

似简单的道理，科学研究却不简单。

经过反复试验，邢军武成功地从数百种野生

植物中筛选培育了新型盐生作物碱蓬，并对其进

行了系统的规模种植与综合产品开发研究，首次

通过比较营养学研究证实了碱蓬是一种优质蔬

菜、油料和蛋白质以及饲料经济作物，具有良好

的营养保健价值。

1993 年 ，邢 军 武 的《盐 碱 荒 漠 与 粮 食 危

机》专著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碱蓬

的总结性学术专著，其中首次确立了碱蓬的

比较营养学价值与作物化目标，建立了碱蓬

栽培生物学和开发利用途径与产业化方向，

首 创 了 碱 蓬 治 理 盐 碱 尘 暴 的 理 论 与 技 术 方

法，碱蓬的规模化栽培和综合开发项目由此

列入青岛市火炬计划。三年后，人类历史上

首次碱蓬大规模人工栽培在邢军武的主持下

正式实施并取得成功。

随后，邢军武主持的“抗盐耐海水植物碱蓬

的规模种植与综合开发”成果获国际领先鉴定结

论，这一成果使山东省青岛市成为盐碱农业的发

源地而载入史册。由邢军武创立的碱蓬用于滩

涂生态修复、盐碱荒漠治理和盐碱尘暴防治的技

术成果已分别在河北、内蒙古、新疆、山东等内陆

和沿海省区进行大规模推广，已使中国内陆及沿

海十万余亩盐碱荒漠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三十年只做一件事
唤起对盐碱地的新认识

大阪冬雨淅淅，吴清玉暂搁工作，来到日本。

11月 26日—28日的世界先心病学会京都论

坛上，面对台下云集的世界顶级先心病专家，吴

清玉带领一行 3人做了“低压型右室双出口的外

科治疗”与“中国先心病数据库的应用和需求”的

大会报告，赢得了来自世界同行代表的掌声。

吴清玉是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院长，我国心外科专家，此次是作为中国内

地唯一受到邀请的参会代表，参加世界先心病学

会论坛。

大会前一天，Ichikawa热情友善地接待了吴

清玉一行，特地安排他们参观了该医院的心外科

ICU、左心辅助监护病房、外科病房、PICU、3D

打印实验室、心室辅助及组织工程瓣膜动物实验

室等，并与相关临床科研人员进行了热烈讨论。

提起北京同行的学术水平，日本著名心脏病

专科医院大阪国立循环中心小儿心脏外科主任

Ichikawa深有感触，他曾率队来华信医院进行学

术交流，为华信医院心脏中心医护人员的奉献精

神和技术水平所折服。

尊重与友善，都是积累而来。从无到有十

年间，医院的名声还不甚响亮，但却一直是四

处求医无果的心脏病患者的终点站，并在此获

得新生。

在该院心脏中心的网站上有这样一组数据：

心脏中心外科手术的患者从生后 2 小时的新生

儿到 80 多岁的老人，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内的祖

国各地，以及菲律宾、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外

科手术的病人 85%为复杂、危重和疑难心血管疾

病，其中 50%以上是辗转全国各大医院后经专家

推荐来到医院的，绝大多数痊愈出院。

这背后，是吴清玉带领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努

力工作、深入临床研究、不断在心血管外科领域

取得突破的结果：全新概念的 Ebstein 畸形（三尖

瓣下移畸形）手术解剖矫治方法，取得目前世界

上最好的手术效果，吴清玉被国际同行在公开文

献中认为是该领域世界领先级的专家；世界著名

的美国心外科专家认为，法洛氏四联症手术矫治

效果是世界上最好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桥血管

通畅率和近、远期疗效达到国内最好水平；技术

要求很高的瓣膜成形手术，可使患者免于瓣膜替

换和术后终身服用抗凝药物，不仅降低了费用，

而且特别有利于处于快速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

和青少年……

也正是对华信医院心脏中心学术水平的认

同，医院连续六届主办的“清华大学心血管病进

展国际研讨会”，国际大牌专家均积极参与和支

持，会上对中国同行都很热情友善。

对外国同行的友善，吴清玉说：“多贡献于民

族、国家、科学技术和人类，才能尽可能多去获得

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和尊重，没有认可和尊重，就

不可能有真正的友善。”

吴清玉：赢得真正的尊重和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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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点击

文·本报记者 蒋秀娟 通讯员 杨 静

今年秋天，辽宁盘锦的红海滩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去观赏，一种叫碱蓬的植物让辽阔的湿

地犹如一片红海。地处辽河三角洲的红海滩是

一片盐碱滩涂，无法生长作物的盐碱滩上为什

么碱蓬草如此茂盛呢？近日，记者采访了最熟

悉碱蓬植物的专家——盐碱农业的开拓者、中

国科学院“STS”计划高耐盐项目首席科学家邢

军武。

邢军武：让盐碱滩长成红海滩

■周三有约
文·袁志勇

近日，WhatsApp首席执行官简·库姆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原因就

是他抛售了他在 Facebook中持有的大量股权。

简·库姆于 2014 年初，以 190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公司 WhatsApp

卖给了 Facebook，并由此获得了 Facebook 的大量股权。据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就在上周，库姆通过多次交易，抛售了价值

2.74 亿美元的 Facebook 股权。信息显示，库姆根据 Rule 10b5-1 交

易计划抛售了他所持的 250 万股 Facebook 股票。11 月初，Facebook

的老董事和早期投资者马克·安德森就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先后抛售

了他在 Facebook公司所持股票的 73%的股票，套现约 1.6亿美元。

目前，Facebook 发言人还未对库姆大规模抛售公司股权的行为

发表评论。

简·库姆：
一周抛售 2.74亿美元 FB股票

梅琳达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公开了当年同意与比尔·盖茨第一次

约会的原因。

梅琳达表示：“在大学时代，我关照过许多非常聪明的人，因为女

生太少了……现在回想起来，比尔·盖茨是我在大学时代可以与我玩

到一起的人。我对当时那些同学非常尊敬，他们也非常尊敬我。我

的确被比尔·盖茨聪明的头脑所吸引，不过，除此之外，他的好奇心也

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他还非常风趣，我喜欢上了他的‘歪门斜道’

之处。”

当然，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的爱情的确缺乏足够的浪漫，毕竟在

结婚之前，他们已经约会了 7年之久。

梅琳达：
爱上盖茨因他头脑聪明且风趣

四川成都武侯区的王启思是社区里的红人，大家称他为“老达”，

意思是“老达人”。今年 67 岁的他，退休后和老伴一起环游世界，他

俩几乎游遍了中国，还去过了几十个国家。

每一次旅行前，“老达”都会提前一个月精心计划和准备，旅行路

上还会详细记录攻略和心得体会，细致到小旅馆的价位，公交车的路

线……12 年的旅行经历，他还写出了 30 万字的旅游攻略，并配上自

己用 cad、ps等各种软件制成的图，整理成册，成为了许多人的出游宝

典。他说要趁着时光未老多看看世界，“等我走不动的时候，可以慢

慢回味。”

王启思：
带老伴当背包客 12年
用软件制图并写 30万字旅游宝典

我国有 16 亿亩的盐碱荒漠，海水与咸水资

源十分丰富，因地制宜发展盐碱农业，不仅能发

挥盐碱地的资源潜力，扩大食物来源，还能绿化

环境，降低盐碱粉尘污染，对抵抗饥荒、治理荒

漠、保护生态环境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然而，什么是盐碱农业，了解的人并不多。

这正是邢军武多年来一直倾心钻研的方向。在

邢军武的科研生涯中，盐碱农业、盐生植物、盐碱

环境、盐碱荒漠生态修复与盐碱尘暴防治等是他

工作的主要“坐标”。

传统农业是一种淡水依赖型农业，必须依靠

淡水和淡土环境生产，因此环境土壤或水体中过

多的盐碱对传统农业是一种致命性的限制因

子。所谓盐碱农业就是直接在高盐碱环境种植

盐生作物，不依赖淡土和淡水的农业生产体系。

这种新农业产业，使盐碱环境可以无需改良就可

以直接用于食物生产。

据介绍，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就通过

灌溉淡水压盐和洗盐以种植水稻。周朝初年太

公封齐后，齐国就利用盐碱地种植水稻并获得丰

产，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所有的传

统作物都不是盐生植物，无法在高盐环境生长，

因此传统农业必须依靠淡水资源。在耕地、淡水

资源和人口矛盾日益紧张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

突破这种局限，将作物来源扩大到盐生植物，从

而使盐碱地无需改良，即可用于农业生产。

正是对未来耕地和未来生态环境的担忧，让

邢军武多年来从未动摇过自己的科研方向，他

说：选择盐碱农业这一研究方向是他人生的必

然。从一开始到其后的几十年里，无论遇到多少

困难和挫折，都从未动摇过，因为他觉得这是需

要有人为之奋斗的事业。

为什么要搞盐碱农业？
这是需要有人为之奋斗的事业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揭晓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晓莹）“为提升我国智能科学技术的创新水

平，激发广大智能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潜力和活力，决定授予 23 项科

研成果 2015 年度‘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11 月 30 日上午，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黄河燕教授在中国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宣

读《奖励决定》，授予清华大学孙富春、南京大学张旭苹等 23 项科研

成果“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改变世界的前沿战略和‘未来科技’，未

来，每个家庭都拥有机器人不会是梦想。那么，如何去发挥科技奖励

对创新人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就显得尤其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

德毅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我们发起主办‘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

术奖’的目标，就是秉承‘激励创新，成就荣耀’的第一要务，不断扩大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的品牌影响力，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

创新。”

据悉，本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共评出创新奖 11 名；

进步奖 12名；成就奖首次空缺。

■资讯

自 2010 年以来，有着这样一支被养殖户或

牧民称之为“大专家、年纪轻、本领强、贴心人”的

畜牧兽医科技扶贫服务团队，奔走于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牧团场的牛羊专业养殖

户和养殖合作社。

他们扎根基层、克服重重困难，为畜牧养殖

户致富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就是

新疆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所第十师养殖业科技

服务专家团队。

他们是长期驻点服务的科技特派员，确定了

大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养羊，提高养殖效率和

养殖规模，以肉用多胎羊为主要品种，以建立推

广应用体系和科技培训为保障的科技扶贫服务

思路。随后，驻点服务的同志最终选取 181团额

河养殖基地、188 团汇祥养殖基地和 188 团额河

草原地为示范点，以新疆农垦科学院培育的多胎

肉用萨福克为主推品种。

2013年9月底，3个示范基地陆续传来产羔的

好消息，“张技术员，刘技术员……，我们的母羊下

了6个羊娃子，全部都是黑头（萨福克），我养了二

十几年羊还没有见过一次能下这么多羊娃子，真是

了不得呀。”这时候专家们的手机成了报喜的热线。

“有了这几个好巴郎仔，我们还怕不能致富，

这才是我们的财神呀，是我们牧民自己的技术

员”，这是 181 团养殖大户王大军对专家团队的

评价。

给羊春季人工受精秋季产羔并且还是多胎，

一时间成为养殖户们热议的话题，纷纷要求他们

前去指导。

春季配种秋季产羔的成功，激起了 181团养

殖户大力发展多胎肉羊的积极性，粗略的估算，

十师截至 13 年末约有能繁多胎母羊 10 万余只，

如果按照每只母羊多产一只羔羊，成活率 80%计

算，仅此一项就可以多增加收入 6000多万元。

养殖户们看着“嗷嗷待哺”的羔羊满心欢喜，

然而服务团队的同志们却没有因此而高兴，而是

继续挨家挨户的走访。如何做好常见多发病和

重大疾病控制，提高羔羊成活率又成为摆在他和

他的团队面前的又一现实问题。

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阶段的

饲养标准和营养配方；雇用有养殖经验的牧工，

做好羊羔的接生并能及时吃上初乳的工作，给母

羊和羔羊提供温暖干净的产圈；做好日常的消毒

工作，及时清理产房内的污物；采用中西药联合

应用的方法，完善了综合防制方案。

养殖场在采取以上措施后使羊发病率较之

前下降了 20%—25%，成活率提高了 10%—15%，

以种羊场为例 2014年在 2013年的基础上多成活

种羊 85只，直接经济效益就达 60余万元。

经过反复论证，专家决定采用同期发情技

术，以农牧民大量引进的小尾寒羊为母本，以肉

用萨福克、多胎萨福克和肉用美利奴为父本，开

展春季配种秋季产羔，进行杂交选育提高。

时间紧、任务重，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在三

个示范点共进行人工授精杂交选育改良了小尾

寒羊 1500余只。

牧民自己的技术员
——记新疆农垦科学院第十师专家团队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三区”科技人员扶贫记

有担当的人是忘我的。邢军武说，关于个人

爱好，别人问我的时候总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因

为我从未考虑过，也许观察、阅读和思考就是我

的生活习惯。就像探索自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嗜好一样，我倾力去做的事情是在盐碱环境与盐

碱农业的领域进行持续地探索，这既是我的工作

也是兴趣所在。

把事业当爱好是邢军武能够全力投入科研

的原因，而在记者采访时，回想最初的科研之路，

邢军武感慨颇多。他十分感念在课题起步极度

缺少经费的日子，他说，那时候很多朋友和同事

都义务参加调查研究，一起骑自行车长途考察，

搜集资料，我家属不仅给予全程支持，还和我一

起出入盐碱荒滩，用工资支持我搞研究，这些都

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历和精神力量。

现在，多项突破性进展的取得让邢军武取得

了行业认可。2014 年，中国科学院将“滨海盐碱

地高耐盐经济植物筛选与规模化繁育”项目列入

科技服务网络（STS）计划首批启动项目，由邢军

武任首席科学家。

这个汇聚了中科院 8 个研究所 10 个研究团

队几十年的研发成果的项目启动以来，邢军武长

期奔波在青岛和数百公里外的项目实验基地之

间，深入田间地头，与团队成员和合作企业共同

努力，超额完成了各项预定指标。目前，项目一

期已对 60余种耐盐经济植物进行了高耐盐和区

域适应性栽培筛选，形成了可用于高盐环境生态

修复，园林绿化，工农业利用和污染治理的高耐

盐经济植物种苗与栽培技术和相关产业技术。

开发利用广阔的盐碱地，对我国农业的持续

发展，生态环境的修复以及粮食安全供应等都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邢军武说，我国具有发展盐碱

农业的优越条件和社会需求，充分利用辽阔的滨

海与内陆盐碱环境发展盐碱农业，具有很大的潜

力。虽然现代盐碱农业的研究与发展还刚刚起

步，与传统农业相比，盐碱农业的作物驯化历史

还很短，种类还不够多，更远未形成足够丰富的

良种品系，对盐生作物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以及

多用途盐生植物的筛选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他说，我们还有很多难题需要突破，耐盐植

物筛选的种类和种苗繁育的数量及其适应性还有

待继续提高，综合产品开发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

强，下一步我们将建立经济盐生植物种质资源库，

筛选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适合不同区域特

色的多种天然盐生植物并予以驯化改良，形成适

合不同盐碱环境栽培的盐生作物与植物类群。

在邢军武心中，只要盐碱地犹存，奋斗便不

会停止……

盐碱荒漠犹存
同仁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