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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现场，生命科学奖

项捐赠人、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未来 20 至 30 年生

命科学将取代信息科学，成为改变社会的驱动力量。沈南鹏说，未来

科学大奖颁发的初衷是让基础科学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如同创

业需要优秀的 CEO 一样，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投入

到科学领域的探索与研究中。

沈南鹏特别提到了对于生命科学发展的期待。“随着人工智能大

数据和生命科学的融合，加上基因技术、干细胞的技术等许多领域的

突破，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精准医疗’日

益成为可能。下一个 20 到 30 年，生命科学的发展迎来黄金期，超过

信息产业的影响力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沈南鹏说。

沈南鹏：
希望年轻人
多投身基础科学

在张丽珠的告别仪式上，大屏幕滚动着她的

照片，没有黑白色的，都是彩照。正如她一生的

颜色。

9 月 2 日下午，这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

科创始人、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缔造者挥手告

别，享年 95岁。

曾想开飞机救国

张丽珠 1921 年 1 月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

张耀曾先生是云南白族，做过孙中山的助手，也

是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 1913 年《中华

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

张耀曾有四个女儿。张丽珠是老幺，所以被

人叫“张四珠”。别人议论张耀曾没有儿子，张耀

曾却说：好女孩胜于恶男，生儿生女都要报效祖

国。后来四个女儿都去美国留学，成了专家。张

丽珠非常敬仰父亲。她回忆父亲用一首诗教育

女儿们：“辛辛尽吾时，不知有穷遏，恳恳尽无能，

不暇问收获。”

1937 年，张丽珠中学毕业，那时正号召“航

空救国”。她回忆说：“我满处看这个招生的广

告，最后我看见南京中央大学有个航空工程系，

所以我就报考这个系。”她说自己又想造飞机，又

想开飞机。

尽管张丽珠考上了中央大学航空系，但中央

大学搬迁到内地了。张丽珠留在上海，在暨南大

学读了半年物理，就改去圣约翰大学学医了，那

是租界里唯一的大学。

父亲病逝让她转做良医

张丽珠曾经说过：“医学原来并非我的志愿，

但父亲突然在 1938 年因病去世，纪念他的文中

有‘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使我感到医生的

需要，而且要做一名好医生，治病救人。”

1944 年，她成了圣约翰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并选择妇产科做了住院医师。1946 年她去美国

留学，同船的还有华罗庚跟冯玉祥。

张丽珠去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医学院

进修，后又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在美期间，张

丽珠发表论文，研究从体液早期诊断肿瘤，这是

当时的前沿，因此她接到英国玛丽居里医院的聘

书，又去英国工作和学习。

1951 年，张丽珠决心回国，但她用的还是之

前的老护照，为此她向上海留学生办公室要来一

封电报，才被允许买到了船票。在船上，她遇到了

同样大费周折回国的留学生唐有祺。俩人很快结

婚。之后张丽珠向卫生部申请工作，卫生部把她

分配到北医第一附属医院，她之后一直在北京。

第一例试管婴儿成功

1984 年，张丽珠开始做试管婴儿实验，颇受

议论。有人说：“我们国家已经这么多的人口，为

什么还要做试管婴儿，你是跟计划生育对着干。”

但张丽珠认为病人生不了孩子很难过，所以

做试管婴儿是对的。那时候医院穷，她的试剂要

自己配，针头拿去钟表店磨。

第一位成功的试管婴儿的妈妈是一位甘肃

的小学教员，是四代单传，所以家里很希望她有

后代。但这位 38 岁的女士结婚 20 年也没生孩

子。此前张丽珠做了 12例试管婴儿都失败了。

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的时候，手术室的门口

堆了不少记者。张丽珠进手术室，没跟记者们点

头，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她担心，怕小孩

万一生出来有畸形或者兔唇。等摸摸小孩全身

都挺好，孩子也哇哇大哭了，张丽珠才安心。她

回忆说：“他们就说我这个时候稍微有点笑容了，

所以我的确不会应付这个媒体，当时应当走进去

跟他们多说点话，我没有。”

张丽珠成为了“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出生

在 1988 年 3 月 10 日的第一个试管婴儿被起名

“郑萌珠”。

女排健将+兽医+网民

张丽珠的爱人是中科院院士唐有祺。唐教

授说夫人有男人性格：“她小的时候在中学演戏，

也是扮男的角色，另外她对家务事没有兴趣。”

而张丽珠则自称“身材魁梧，所以总扮演男

角”。她中学时善于打排球，是全国运动会冠军

上海队的灵魂人物。90 岁的张丽珠，长相年轻，

精神奕奕。

张丽珠还回忆起下乡期间，农民把母猪送来

让她剖宫产。她没研究过猪，硬着头皮给手术刀

和猪肚皮消毒、划开肚子，伸手进去掏小猪，最后

成功了。

张丽珠喜欢跟年轻人逗乐，有次年轻同事给

她买牛奶。她问多少钱，要付钱。年轻人说 20

块。张丽珠说：“这么贵！你是不是敲竹杠啊？”

年轻同事都叫她“张大夫”，而不叫“张老师”。

有同事回忆说，张丽珠说话简洁明了，90 多

岁还是如此。谁回答问题不到点子上，她就不高

兴。她查房时对同事严厉，并“用简捷又无比犀

利不留情面的语言批评人”。

张丽珠 80 多岁的时候还在坐诊，她学会了

PPT，还用电脑打字写书，收发电邮和 google 学

术进展。

9 月 8 日，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前来吊唁

的人们缓缓走入告别厅，和张丽珠作最后的告

别。礼堂内没有播放哀乐，而是她生前最喜欢

的《梁祝》。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生精彩的女大夫
——追忆“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

文·本报记者 操秀英

留声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南方电网公司，有这样一位青年科研人

员，仅用 4年时间带领团队成功攻克了电动汽车无线充电供电技术，

研制了驻停式电动车无线充电装置，成功建成国内第一条电动汽车

无线供电小型试验车道——她就是南方电网广西电力科学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祝文姬。

保研、直博，祝文姬在校园里是自带光环的学霸。她说，读研是

本科学习下来顺其自然的事情，一开始还比较懵懂，但在大四的时候

开始跟着老师做研究，发现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读博、做科研工作的

念头才逐渐清晰起来。

“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热爱，真的感兴趣就能够一直做下去。”祝

文姬说，实验做得越多越感到喜欢，甚至成为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无法割舍。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需要以身作则起带头作

用，早出晚归是常态。

科技项目有 2年的时间限制，而他们做了 4年。在 2013年的时候

项目已经达到了立项时的要求，祝文姬却提出了延期。“技术最终还是

要实现应用的，当时的功率和转换效率这两个参数都还有潜力可挖。”

祝文姬认为要做就做到最好，草率地结题不是科研人员应有的态度。

比起不断地翻越高峰，选择以怎样的姿态到达顶峰更为重要。

改变参数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需要将以往的实验和

调试推翻重来，器件的选型和导轨的铺设都面临改变。经过了两年

的努力，团队把充电功率从 7.5千瓦提高到了 30千瓦，将转换效率从

75%提高到 85%，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祝文姬：
实现电动车
无线充电技术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日，中国物理学会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杨再石

表示，针对青少年开展的科普活动，应该关注大科学视野下的科技发

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知道当前最前沿的研究。“以前大家认为仅‘知

其然’并不够，还要‘知其所以然’。然而，就青少年科普而言，面对迅

猛发展的科技，‘知其然’更加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懂但不能

不知道。”

“我曾在德国遇到一个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教授，开学第一周

给学生讲夸克，第二周讲宇宙和广义相对论。”杨再石说，“当有人

问他这些课程对于职业技术教育有何用处，这位教授的回答是‘当

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成果层出不穷，我们可以不懂但不

能不知道’。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深以为然。”

那么，青少年必须知道，却不必追求懂得原理的科技前沿是什么

呢？杨再石认为重点在四大领域，第一是顶尖技术科学重大成果；第

二则是战略先导科技的重大发展；第三是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项目；

第四是国计民生要素的重大进展。

“在顶尖技术科学领域，必须要提到的是引力波事件。”杨再石

说，人类首次探测到的引力波是距离地球 13亿光年以前的两个黑洞

发生合并，其产生的引力波传到了地球上被观测到，这些是青少年们

应该了解的，而最近发射的天宫二号和量子卫星则是在战略先导技

术领域向青少年科普的最佳案例。

杨再石：
青少年该知道
四大科技前沿

2008 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发现了临界转

变温度为 26K的铁基超导体，随后中国科学家发

现了临界温度超过 40K的铁基超导体，突破了麦

克米兰极限温度，并进一步将临界温度提高至

50K以上，表明铁基超导材料是继 1986年发现的

铜氧化物超导体之后的新型高温超导材料。

“超导材料因为没有电阻，也就没有损耗，可

以节省大量能源，所以一直是材料领域研究的重

点。”马衍伟说，前些年超导研究非常热，虽然高

温超导、低温超导材料都有些应用，但总体而言，

由于制备技术、工艺和成本等原因，超导材料的

应用还比较少。

由于铁基超导上临界磁场最大可超过 100

特斯拉，并且在高磁场下仍能保持超导无损传输

和高载流密度的特性，使它迅速成为国际超导领

域争相竞逐的研究热点。铁基超导材料在工业、

医学、国防等诸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被

《科学》认为是目前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型高温超

导体之一。

正因如此，2008 年后，国际材料学界掀起一

股铁基超导研究热潮。马衍伟敏感地捕捉到这

一机会。

“我在留学期间是做硼化镁超导材料的，2004

年回国后继续做这方面研究，而且电工所有非常好

的超导材料研究平台，所以我们能迅速在铁基超导

材料的研发上做出成绩。”马衍伟说。

敏感抓住铁基超导课题

他们的速度很快。开始研究仅两个月后，马

衍伟团队就首次成功研制出转变温度达 25K 的

铁基镧氧铁砷线材，这是世界首次将铁基超导材

料加工成超导线材。

但随后的实验证明这根线材其实并没有太

大意义。“它的传输电流为零，说明它是不及格

的。”马衍伟至今还记得，虽然当时得到国内外同

行的关注，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成果的分量。

此后又做出一些传输电流仅为几安培的线

材。“2009 年我在欧洲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作报

告，国际应用超导权威专家、美国国家高场实验

室的 Larbalestier教授听完扭头就走，会后我又找

到他交流，他说这么小的电流有什么意义？”马衍

伟说，权威的评价给他极大压力。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2010 年，马衍伟带

领团队在铁基超导材料中采用金属添加剂掺杂

工艺，增强了超导材料的晶粒连接性，从而使铁

基超导线带材的电流密度得到很大提升。

2011 年，通过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术和电

子能量损失谱等先进表征手段，研究小组首次直

接观测到 122 型铁基超导体晶界中存在的富氧

非晶层，并深入分析了其形成机理，为进一步提

高铁基超导线带材的性能奠定了基础。

随后，研究小组将轧制织构和化学掺杂相结

合，有效抑制了铁基超导体的弱连接问题，显著

提高了铁基超导线带材的载流能力，测得铁基超

“实际意义不大”的第一根超导线诞生

2014年，马衍伟团队再次取得重要突破。

在铁基超导带材短样性能不断获得提高的

基础上，马衍伟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多芯线

带材制备工艺和线带材规模化制备工艺的研究。

“在高场强电应用中，为了防止磁通跳动，减

少交流损耗，必须使用复合在金属基体中的多芯

丝超导线带材。”马衍伟说。2013 年初，研究小

组将单芯线材进行二次装管，克服了复合包套多

芯结构在成型加工中的诸多困难，最终成功制备

出了国际首根高性能铁银复合包套的七芯超导

线带材。

在此基础上，他们迈出了在铁基超导长线制

备的第一步，2014 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根 10 米

铁基超导线材。“我们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毕竟是

第一根 10 米量级的线带材，但是我们也清醒地

知道，作为一种新型材料，要达到实用级别，10

米远远不足以满足规模化制备需要，它只是一个

开始，”马衍伟说。“对于铁基超导线材的产业化

应用，突破百米量级的长线制备是其中的关键

点，也是该领域应用研究的重大技术难点。”

从 10 米到 100 米有多难？铁基超导线材的

制备采用的是粉末装管法。简单来说，就是将超

导粉装到金属管里，然后将这个根管子不断拉

长、拉细，直到成为横截面积直径为 1 毫米左右

的细管。

“这么细的管子里，超导芯只要有一丁点不

均匀，导电性能就会变差，而且线带材越长，均匀

性越难控制，这对超导线制备中的各项工艺技术

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马衍伟解释说。

不停地改进工艺—失败—再改进，成功终

于到来。“我们通过对超导长线的结构设计和

加工技术的试验优化，解决了铁基超导线规模

化制备中的均匀性、稳定性和重复性等技术难

点，最终成功研制出国际上第一根百米量级铁

基超导线。”说到这，马衍伟掩饰不住的兴奋，

“ 这 一 成 果 在 圈 内 影 响 非 常 大 ，大 家 评 价 很

高，认为我们迈出了铁基超导材料产业化的关

键一步。今年 Larbalestier 教授专程来到我们实

验室参观，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国际权威

专家的肯定。”

取得重大突破的第一根十米线材

如今云淡风轻笑谈的背后是十几年如一

日 的 执 着 与 辛 苦 。 家 与 单 位 只 有 步 行 15 分

钟的距离，马衍伟泡在单位的时间要远远多

于在家的时间。

目 前 ，铁 基 超 导 线 材 研 制 已 成 为 国 际 范

围内相互竞争的领域，对于铁基超导线材的

产业化应用，突破百米量级的长线制备是其

中的关键点，也是该领域应用研究的重大技

术难点。美国佛罗里达国家强磁场实验室、

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意大利

热那亚大学等均有所布局。

“ 它 们 的 相 关 研 究 还 处 于 线 材 短 样 性 能

研 究 阶 段 ，还 没 有 开 展 线 材 规 模 化 制 备 研

究。可以说目前我们处于领先阶段，但学术

就 是 逆 水 行 舟 ，不 进 则 退 ，我 们 不 能 放 松 。”

马衍伟说。

他 介 绍 道 ，接 下 来 的 目 标 是 将 7 芯 做 到

19 个芯，最后要实现上千芯，“已经在应用的

超导材料都有上千个芯，这是我们的目标”。

至 于 什 么 时 候 能 最 终 产 业 化 ，马 衍 伟 满

怀期待同时审慎严谨：“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做

好 眼 前 。 认 准 目 标 后 就 要 坚 持 ，不 言 放 弃 。

对于任何人而言，执着和勤奋是成功的不二

法则。”

执着和勤奋是成功的不二法则

条纹衬衫，普通框架眼镜，中科院电工研

究所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正在埋头工作的马

衍伟似乎已将几天前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成果

淡忘了。

但聊到工作，他还是掩饰不住科研人员获得

梦寐以求成果时的兴奋：“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

这确实是有象征意义的成果。”

不久前，马衍伟带领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世

界首根百米量级铁基超导长线。业界和媒体普

遍评价：这一成果创造了铁基超导材料从实验室

走向产业化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在铁基超导材

料技术领域的研发走在世界前沿。

事实上，从 2008 年制备出世界首根铁基超

导线材，到目前将其载流性能提高到 10T的强磁

场下 10 万安培每平方厘米的国际最高纪录，再

到研制出世界首根百米量级铁基超导长线，马衍

伟团队始终在高性能铁基超导材料的研制中保

持国际领先水平。

马衍伟马衍伟：：
领跑铁基超导领跑铁基超导““百米赛百米赛””

文·本报记者 高 博

▲马衍伟手持世界首根百米量级铁基超导长线。 徐小傑摄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88年张丽珠与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合影。

导线带材的临界传输电流达到 180安培，相应临

界电流密度超过 25000 安培每平方厘米，处于当

时世界领先水平。

从第一根铁基超导线材的传输电流零安培

提高到 180 安培，马衍伟研究小组只用了不到 3

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