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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专注中升华
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他 们 不 做 APP，
不玩 O2O，不搞 P2P，
不要多轮融资，也不
卖手机的情怀。

他 们 就 是 一 群
纯 粹 的“ 以 科 研 为
生”的人。

也许你不熟悉他
们从事的领域，但并
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
与 你 无 关 。 准 确 的
说，每一项让他们欣
慰的成果，都有可能
让 你 我 的 生 活 更 美
好、更安全。

他们不是最耀眼
的明星，但我们选择
为他们留下这一块展
示之地，就是要围观
他们的辛劳深沉，点
赞他们的科学精神；
他们就是最耀眼的明
星，在各个领域，可能
他 们 的 名 号 尽 人 皆
知，他们的成果远近
闻名。

当然，出现在这
里的并非 2015 年“前
沿 人 物 ”的 全 部 ，更
不 是 科 研 工 作 者 的
全部，我们会坚定不
移地坚持下去，让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更 多 的
全 心 投 入 科 研 事 业
的他们。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先进的科学文化或者科研

机制，能够有利于这种原始的创新的产生？如果

有，那么这种体制机制，所需要的文化、社会环境、

人才环境又是什么样的？”带着这样的思考，王晓东

进行了“试验田”上的十年耕耘。

王晓东说，北生所这块“试验田”当时建立的初

衷，就是“探索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怎样建立适合

科研原始创新产生的体制机制。”2003年 4月，他出

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在北

生所这块培育着希望的试验田间，探索着科研人理

想中的科研体制。

十年历程中，北生所也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

卷：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

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质量为行业

翘楚；2012 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 17 个国家的 28 位科

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 7 名

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 4 席。由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

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

此重要的地位。

王晓东：开垦科研体制的试验田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有这样一群人，在

基地、牧场做实验时，他们总先让牛羊吃上饭后自

己再吃；如果牛羊和人同时病了，自己的治疗往往

放在后面。他们像对待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着幼龄

牛羊，苦并快乐着。

中国农业科学院反刍动物饲料营养创新团队

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家畜营养

研究室主任刁其玉，是这群人的“大家长”。

刁其玉和团队长达10余年的科研攻关研究，收

获了早期断奶技术的突破和我国第一个代乳产品的

研制成功，发明了以植物原料为主导的犊牛羔羊代乳

品产品，构建了犊牛、羔羊健康养殖饲养技术体系。

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代乳品的研制，成功实现了

代乳品的国产化，并摆脱了对国外乳制品的依赖。

如今，新技术产品已形成成熟的生产工艺并实

现产业化生产，相关成果通过北京和山东的示范基

地，实现了规模生产与应用，产品应用到全国 4000

多个大中型养殖企业和养殖户。

刁其玉：幼畜健康成长的营养师

在2105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中国农业科

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姚斌站到了领奖台上，他牵

头的“饲料用酶技术体系创新及重点产品创制”项目

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饲料用酶是应用效果极为显著的新型绿色饲

料添加剂，能显著提高饲料利用效率、降低氮磷等

有机物排放，减少药物性添加剂的使用，从而实现

节约饲料粮、保障环境和动物产品安全，从养殖业

源头——饲料层面解决动物产品安全、养殖环境污

染等问题。

姚斌带领研究团队进行了饲料用酶技术体系

创新，建立了完整的酶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自主技

术体系，系统解决了饲料用酶性能、成本、知识产权

和可持续研发等产业化应用的瓶颈问题，打破了国

际大公司的垄断，使我国饲料用酶迅速发展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及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显著的新兴

产业。

据统计（年初数据），该技术成果推广应用近八

年来，累计生产销售单酶及复合酶产品 20余万吨，

产品已应用于全国 80%以上的猪、鸡、水产等动物

饲料，并节约粮食 5000 万吨、磷资源 1000 万吨，减

少养殖业磷氮等有机物排放 1300万吨。除了在全

国 31 省区上千家饲料及养殖企业推广应用，还出

口欧美等 20余个国家。

姚斌：饲料用酶创新者

在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摄影测量与

遥感学家李德仁教授为带头人的“武汉大学对

地观测与导航技术创新团队”荣获国家创新团

队奖。

团队成员中，不少人已跟随李德仁多年，受老

师影响，他们都觉得地理空间信息科学的“空间”无

限，需要抓紧分秒进行钻研。团队成员觉得，比起

李德仁的科研和取得的成就，他们还只能望其项

背。李德仁长期从事摄影测量与遥感领域的教学

科研，并积极推动高新科技产业化，曾五次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正是在以他为首的科学家团体

的努力下，中国测绘科学与美德并驾齐驱，稳立世

界三强。

李德仁说，他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的思想能

够影响更多的人，更希望自己的弟子能从学科带头

人变成领军人物。他自己坚持“读书、思维、创新、

实践”，也希望自己带领的科研团队做永不停歇的

探索者，在神奇的测绘遥感领域，用数字绘就天地

之大美。

李德仁：用数字描绘天地大美

高福的名字，一般是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频

繁进入公众视线。当禽流感大流感、人感染猪链球

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来袭时，他组织协调

多家单位紧急攻关。这位中科院院士是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病原微生物与免疫

学，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

免疫应答。

就在去年，他的身影还活跃在非洲埃博拉疫

区，这位勇上前线的科学家坦言，“我们这些研究传

染病的人，每逢重大自然灾害，总是冲在第一线，因

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而我们的工作就是防止

‘大疫’的发生。”

多 年 来 ，高 福 带 领 的 研 究 团 队 最 早 弄 清 了

禽流感病毒“H5N1 型”异种间的感染机制。而

在 非 典 大 流 感 、禽 流 感“H7N9”与 新 型 病 毒 领

域 ，屡 获 新 突 破 并 发 表 系 列 研 究 成 果 。 2013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不期而至。在非

常短的时间内，高福团队很快揭示了它是如何

侵入细胞的。以至于，一位外国科学家在开会

时 见 到 他 就 问 ：你 们 怎 么 在 四 、五 个 星 期 之

内 ，就 能 把 受 体 、病 毒 和 蛋 白 之 间 互 动 的 机 制

破解了？

高福：破解病毒密码

为了保证粮食高产，我国过量、超量施肥现象

普遍存在，尤其是大量氮肥的使用，对生态和环境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引发

了面源污染、全球变化、土壤质量退化等一系列严

重的环境问题。能不能在保证作物产量、土壤质量

的情况下尽可能少施化肥，找到提高产量和保护环

境的“最优组合”？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熊正琴把研究方向瞄准了“农田碳氮循环与农

业和环境效应”。

反复试验测算，熊正琴发现大多数农民采用的

施肥方案中，肥料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被农作物吸

收，而是损失到环境中。

经过长期田间试验科研实践，她提出了水稻

高产、氮肥高效的低碳减排模式，也探索了集约

化蔬菜生产的低碳减排模式……熊正琴说，她正

尝试适量适时施肥、增加农业生物质的循环利

用，比如秸秆还田、在氮肥中加入由秸秆制成的

生物炭或者配施有机肥等，用于改良因化学氮肥

施用过多造成的环境污染、土壤酸化板结等问

题，打造健康的土壤。

熊正琴：专注“减肥”增产的人

熟悉中国艾滋病治疗史的人都知道，李太生功

不可没。

在 20多年的抗艾临床研究中，这位勤奋、执着

的临床医生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探索出

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临床研究之路,为绝境

中的“抗艾”患者打开希望之门。

“我可以自豪地说，在诸位同道的携手努力下，艾

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

如果好好吃药治疗，活20年没有问题。”李太生说。

2015 年初，李太生和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

疗中心的同事们通过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

队列研究，国际上首次阐明艾滋病病毒（HIV）感染

者糖尿病发生率及空腹血糖受损率，发表在艾滋病

领域世界顶级杂志《艾滋病杂志》上。

他们的工作不仅为降低艾滋病患者重要脏器

并发症导致的病死率提供了科学的临床治疗依据，

而且在临床实践中，探索创建了艾滋病综合诊治的

“协和模式”，并推广至全国。

李太生：为抗艾患者打开希望之门

由于技术门槛高，研发难度一点也不亚于载人

航天产品，脑起搏器被誉为神经外科医疗器械的

“大飞机”。2013 年前，国内脑起搏器市场完全被

美国一家公司垄断，动辄 20多万的医疗费用，让大

多数患者难以承受。

经过 10 多年的科研攻关，清华大学航天航空

学院李路明教授带领的研发团队，打破了美国的技

术垄断，不仅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这一技

术的国家，还将系列脑起搏器的价格降低了 50%。

现在，李路明团队研发的脑起搏器继实现无线充电

技术后，又新增远程调控、手机 APP 管理两项功

能，开始在全球领跑该项技术。

十年磨一剑，他们利用实验室在微小卫星、载

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在脑起搏器的设计、集

成、可靠性等领域实现了自主创新，完成了脑起搏

器的研制、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

李路明：脑起搏器全球领跑者

伴随着PM2.5的高频出现，检测仪器质谱仪火了。

专注质谱仪研究近二十多年的周振也火了。

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空气质量保障、2012年粤北血

铅事故溯源、“东方红Ⅱ号”黄渤海科考研究、2014

年 APEC 空气质量保障等多项大型外场实验中，周

振团队带着他们研发的质谱仪发挥了积极作用，全

面实现数据快速处理、在线动态源解析等关键功能。

2004 年，35 岁的周振怀着“做中国人的质谱仪

器”的梦想，带领全家回国，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

质谱公司。

10 年艰辛，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飞行时间质谱仪器生产线，解决了多项

军事和国防领域的检测难题。其中，气溶胶质谱

仪是我国最高端商品质谱仪器，是当前 PM2.5 污

染源解析的关键工具，为国家节约上百亿元的污

染治理资金。

周振:做中国人的质谱仪

退休两年后，德力格尔这位气象科学领域的老

兵获得 2015年度周光召基金气象科学奖。理由是

带领瓦力关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 20年如一日

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偏远地区开展大气温室气体本

底浓度观测并取得卓越成果。

德力格尔的“意料之喜”在业内人看来却是实

至名归。这是对一线科研人员的肯定与褒奖。他

们终年坚守在这山巅，耐得住艰辛和孤寂，他们进

行气象观测，一丝不苟，使中国对大气研究的贡献，

享誉全球，在这里我们见证了科技工作者应有的本

色，找到了科学精神的当代基准，再次感悟了堪称

民族脊梁的价值观。

瓦力关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是由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政府联合组建

的我国唯一一所全球大气本底基准监测站，是世

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系统的 29 个大气本底

基准观测站之一，也是唯一在内陆的大气本底基

准观测站。

该团队所观测的温室气体资料已经应用于世

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WMO 温室气体公报》、全

球同化数据库，并应用于大陆源汇通量估算和全球

源汇分布数值模式，成为世界气象组织二氧化碳、

甲烷、氧化亚氮等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的全球基础数

据源之一。

德力格尔：山巅追寻气候变化

中国各地频频出现的雾霾天气让人们知道了

PM2.5 对人体的危害性，也开始异常重视空气质

量，也给了巨大的民用空气净化市场迅猛升温的机

会。研究离子风技术多年的苏州贝昂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冉宏宇稳稳抓住了这个契机。

将空气电离后接上电场，在电场力驱动下产生

离子风，不需风扇也可以产生很大的风量，同时也

不产生噪音，开始本来想用在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

这项技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很容易吸附灰

尘，因此最终被苹果弃用……既然吸灰能力极强，

为什么不索性拿来做空气净化器呢？

转个弯，冉宏宇这个理科男凭借空气动力学的

博士学位、硅谷多年的工作经历、关于离子风的专

业研究成果……归国创业，在空气净化器领域创下

零耗材的技术神话。

国内的净化行业还停留在简单的民用层面，在

工业用品方面其实也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

冉宏宇将走更专业化的路线，要做的不止提供净化

器，同时还提供家庭、办公室等空气环境的智能化

综合解决方案。

冉宏宇：乘离子风飞得更高

李德仁李德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