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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何家庆笑得特别明朗。

照片旁，是一束开得正好的鲜花。在野

外跟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何家庆，或许更

喜欢窗外叶子泛黄的大树，农户地里蓬勃生

长的植物吧。

在他因病去世后的第十天，在安徽大学

那间不到 70 平方米的老房子里，除了简单布

置的灵堂，似乎没有什么他的印记。

但是，在他的亲人、同事、学生，以及被他

帮助过的农户的记忆中，他可以凭气味闻出

安徽大学每一种植物的神奇、他伏案工作的

瘦弱背影、他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包疾步前行

的身姿、他急于帮助贫困户的迫切、他临终前

还念念不忘栝楼产业的执念，都是那么清晰、

深刻。

“父亲从生病到去世这段时间，很多他的

学生，他帮助过的种植户都来看他，有些甚至

从国外赶回来，这一刻，我可能才真正理解他

一生坚持做这些事情的价值。”女儿何禾说。

从魔芋到栝楼 他一
直在路上

安徽潜山市梅城镇栝楼种植大户胡海结

地里的栝楼长势正好。这是他在何家庆指导

下选育出来的新品种。

“遗憾的是，再也没有机会让他老人家尝

一尝。”这位拘谨的庄稼人用最朴素的语言道

出了对“何教授”的敬重与怀念。

在潜山的栝楼种植圈里，“何教授”大名

鼎鼎。

渊源还要从上世纪 80年代说起。

1984 年，在安徽大学生物系任职的何家

庆走上考察大别山之路。

225 天 ，他 步 行 12684 公 里 ，足 迹 遍 布

鄂 豫 皖 三 省 19 个 县 ，采 集 3117 种 近 万 份

植物标本，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面考察

大 别 山 的 人 。 考 察 成 果 受 到 中 央 和 安 徽

省的高度重视，为国家星火计划的实施提

供了依据。

更重要的是，这次考察让何家庆充分掌握

了安徽省的植物资源，更深刻体察了农民的贫

困处境。自此，他一直走在科技扶贫的路上。

最初，他盯上了魔芋。他研究发现，魔芋

适合山区生长，栽种技术要求不高，产量高，

是助力山区脱贫的合适品种。

他先后出版了《魔芋栽培及加工技术》

《魔芋栽培新技术》，翻译了《日本国魔芋的开

发利用》。其中，18万字的《魔芋栽培新技术》

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著作。

一个研究植物分类与实用经济植物的学

者，成了魔芋专家。

但何家庆不愿成为只著书立说的专家。

他的目标在田间地头。

1998 年 2 月份，在留给女儿一封信后，何

家庆前往我国西南地区考察、推广魔芋种植

技术。

那些日子里，何家庆孤身一人，怀揣多年

积攒下来的 27720 元钱、一张学校介绍信和

一份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穷县名单，途经

安徽、湖北、重庆、四川、浙江、湖南、广西、云

南 8个省区市、108个县、207个乡镇、426个村

寨，行程约 31600公里。

他沿途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

办培训班 262 次，受训人数逾 2 万人，指导了

57家魔芋加工企业。

这段经历经媒体报道后，他成为被当时

很多人熟知的“魔芋大王”。

18 年后的 2016 年，67 岁的何家庆再次上

路。这一次，是为了栝楼。

栝楼，又名瓜蒌，至今已有千余年种植历

史。栝楼籽原本是药材，一般人不轻易食

用。早在第一次考察大别山时，何家庆在潜

山发现当地人吃栝楼籽，随后他进行实地调

研并组织了几十位老人的座谈，证实该地食

用栝楼籽已有数百年历史。

何家庆当时在杂志上对栝楼籽的来历和

营养成分进行了介绍。此后，潜山将栝楼作

为一个产业发展起来。

像当年着魔“魔芋”一样，何家庆开始研

究栝楼。他搜集了全国各地栝楼栽培区、栝

楼园的分布、栽培管理现状等信息，并在实验

室开展安全性研究，出版了《中国栝楼》，取得

6项发明专利授权。

准备妥当后，原本退休后受聘成为南京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主任的何家

庆，又开始了自费推广栝楼技术之路。

“仅仅 2016 年，我就陪何教授跑了安徽、

湖南、湖北、江西、江苏5个省的15个县。”潜山

市农业农村局栝楼技术指导站站长孙勇回忆。

所有“古怪”只因一颗
为了贫困农民的心
“何教授真不像个教授，看起来就跟我们

农民一个样，一点架子都没有。”这是何家庆

留给栝楼种植户们最深的印象。

他其实比农民更朴素。在外人看来，他

过着近乎“苦行僧”式的简朴生活。

洗得发白的涤卡中山装和解放鞋，一头

略显凌乱的长发是他的标志。

“大概十年前，我们在学校食堂一顿饭吃

七八块钱的时候，他还只吃一块五的饭菜。

他说不能浪费。”与何家庆共事多年的安徽大

学资环学院工会主席许仁鑫回忆。

在何家庆居住了几十年的家中，一台 32

寸大小的电视机很显眼。因为现在很少能看

见这么小的电视机。

“这还是前几年才买的，我们家之前的电

视机是小姨家淘汰下来的。”何禾说，父亲觉

得买大电视机是浪费。

“女儿小时候，他有时候会跟我说没必要

给孩子买那么好的衣服，但其实，孩子衣服主

要是捡的亲戚家的，连幼儿园老师都让我给

孩子买点新衣服。”爱人胡建群说，日后，她才

理解，何家庆的脑子里刻的是当时贫困山区

孩子的样子。

是的，贫穷，以及贫困年代乡亲们给他的

温暖，深深烙在何家庆的心里。

何家庆出身安庆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

拉板车的。他曾说过，从 9岁至 93岁，父亲身

上的汗水没干过。

1983 年，何家庆对父亲谈了自己去大别

山的计划。临行前，老父亲送来他一生的积

蓄 4000元，以及一本账。

那张四五个香烟盒纸粘在一起的账单

上，是父亲一笔笔写下的，何家庆从上小学

起，国家、老师、同学给他的一点一滴的资助：

“1955 年 9 月编入永安街小学许维实老

师班，许老师送旧胶鞋一双，练习簿四本，学

费全免。”

“1956 年 2 月许老师班，学费全免，送旧

胶鞋一双，洋袜子一双，练习簿三本。”

“7日，不知名同学送来棉裤一条。”

“1966年 1月送助学金 7元 8角。”

“本月 10 日张爱坤同学的母亲送来单蓝

裤一条，短裤两条……”

这本账一直记到何家庆工作后，包括单

位送来的救济金、救济物资。在账本的最后，

老人写下一段话：

“读着共产党的书，拿着共产党的钱，好

好学习，努力向上，以求深造，成长后要成顶

天立地之业，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那时候，他在笔记本上悄悄写下一句话：

给我一捧土，还你一座山。

这句话解释了他那些从前不被人理解的

行为：极度节俭却花 7万元出版了 200万字的

图书《中国外来植物》；不爱交际不爱热闹，却

跟农民有聊不完的话题；不收企业一分咨询

费；不热衷职称，对名利淡然……

“他经常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我

可能依然是个拉板车的。”安徽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书记刘家友回忆。

何家庆喜欢穿那件穿了几十年的中山装。

因为那是父亲靠拉板车赚来的钱给他买的。

“如果扔掉了这件衣服，等于扔掉了对父

亲的感情。我哪能为迎合时代的变化改变我

心里面的东西。”他曾这样说。或许，他怕扔

掉对父亲的感情，也怕扔掉父亲对他的嘱咐。

“父亲遇到过各种非议、质疑，但他很少

跟我们聊，我相信这些言语可能在他脑海中

也不会停留太久，因为如果一直想着这些负

面的东西，他不可能一辈子坚持做这些事。”

何禾回忆，父亲总说，他是个“自在人”，不会

被外界评论所干扰。

这束光照亮希望的未来

今年 7 月份，年轻人都追不上他脚步的

何家庆，病倒了。

“这之前他刚来潜山调研，看不出有任何

生病的迹象，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真的难以接

受。”安徽省久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娇红着眼圈说。

事实上，病痛早就有征兆。

“三四年前，他经常感觉身体不适，每次看

到布告栏的讣告时他就开玩笑说，他还能活多

久，还能干多少事。”何家庆学生、安徽农业大

学博士后王强回忆，但何家庆拒绝去医院，“怕

浪费时间，其实也是对陌生环境的抵触。”

由于从本科开始就在何家庆实验室学

习，王强与导师的关系亲密于旁人。他有机

会深刻体察到何家庆少与人说的孤独。

“他有一次在森林里拍到一株比他还高

的古老植物，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有人能给我

拍张合影就好了。”王强说，“当时正在读博士

的我就想着要早点毕业，陪他去野外。”

由于安全和体力原因，何家庆很少带学

生去长时间野外考察。王强是唯一一个。“出

发前，我每天去操场和他跑步，第一次跑的时

候，他把我落在后面四圈。”王强说。

“每天六点早餐，一直步行到中午，吃完

午餐不休息，继续走到晚上六点，中间除了遇

到他想拍的植物就不会停。”王强感慨，“我在

的时候还能说说话，难以想象，他一个人独行

时会经历怎样的孤独。”

足够了解，才更感老师的不易与珍贵。

“他是一团炽热的亮光。”王强感慨，“可

能因为太耀眼了，刚开始很难和他靠近，但当

我们读懂它，会理解这种光的温柔，也会成为

自己发光的力量。”

这束光直到最后一刻还倔强地发热。

意识还清醒时，虽已无法进食，只能靠打

营养针维持生命，他仍躺在病床上写栝楼产

业扶贫的调研报告，并决定逝世后捐出眼角

膜，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恢复光明。

“父亲在病床上接到种植户的咨询电话时

总是急得不行，他对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担心

今年的栝楼籽能不能卖上好价钱。”何禾回忆。

“再炽烈的日光下都有阴影，我走了，没

有闪烁的光彩，余烬虽有星点晶亮，但终究会

被湮灭。”在告知女儿病情时，何家庆在微信

最后写道。

余烬会灭，精神和动力永存。

在这束光的照耀下，小时候会埋怨父亲

总不陪她的小姑娘何禾，如今也成为一名出

色的生态学研究者和人民教师；许多像王强

一样的学生选择坚守在生物学领域；陈娇这

样的栝楼从业者不仅明白科学种植的重要

性，更深知这个行业承载的责任，会努力完成

他的遗愿；得到眼角膜的孩子，会用明亮的双

眼，替他望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本报记者吴长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愿 作 光 明 烛愿 作 光 明 烛 长 照 扶 贫 路长 照 扶 贫 路
—— 追 记“ 魔 芋 大 王 ”何 家 庆

本报记者 操秀英

人物简介 何家庆，男，安徽省安庆人，1949 年 12 月 20 日出生。1972 年 9 月至 1975 年 7 月

在安徽大学生物系学习，1975年 7月至 1990年 6月在安徽大学生物系工作，1990年 6月至 1993

年 9 月在安徽省绩溪县担任科技副县长职务，1993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安徽大学生物学任

教，2013年退休。

先后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第七届扶贫状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和称号。2019 年 10 月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章。

“学习我什么，学我重新走一遍大西

南？”在 2000 年左右被当成全国学习的榜

样时，何家庆曾对相熟的记者直言。

而这也是我此次采访开始时的困惑。

从普通人的视角看，何家庆确实是个

“怪人”。或者说，他的很多行为，我们学不

了，做不到。

比如说，他极度的节俭，超级自律的工

作态度，不怕得罪人的直来直去，对职称、

住房等世俗之物的不屑一顾。我承认，我

一点也做不到。

其实，他也深知自己的与众不同，曲高

和寡。

“物以少见为稀，人由个性而怪。”在

《我的 1998——何家庆西行日记》的自序

中，他这样写道。

但是，在采访中，从何家庆学生的泪水

中，从种植户们哽咽的感恩中，我意识到，

对何家庆这样有个性、一心为民的知识分

子的报道不仅不会没有意义，相反，在当今

这个大多数人被物质左右、精神稀缺的年

代，我们太需要多几个“何家庆”了。

他的“怪”，只是因为选择了与大多数

人不同的追求目标而已。

何家庆不是圣人。在他的日记中，也

有委屈、不甘和动摇，但最初的信念和责任

感战胜了这些。我甚至觉得，朴素的衣着、

极致简单的生活，一开始可能是他刻意与

热闹和世俗保持距离的铠甲。后来，才慢

慢成为习惯。

今天，了解和学习何家庆，并不是说我

们都要成为“何家庆”。每个人的行为源于

其成长的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但我

们至少可以学习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

任感，学习他对待工作时的兢兢业业。在

考虑自己的房子、车子、职称等因素时，也

想想能为这个社会、为别人做些什么。可

能会很难。其实，也正因为难，像何家庆这

样的人更应被尊敬和铭记。

我们太需要多几个“何家庆”了

（上接第一版）
学部成立后，全体学部委员组织全中国

的科学家参与编制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

景规划（1956 年—1967 年），这是新中国成立

之后我国制订的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并将

原子能、电子学新技术、喷气技术等 12 个重

点任务凝练为“四项紧急措施”：发展计算技

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

距离操纵技术。由中科院集中科技力量筹建

相关研究所，投入强国强军的科研大业。

中科院秉持了“科学为人民”的初心，建

院初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急民生之所急：

联合攻关，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抗生素的局

面，填补朝鲜战争前线部队的医药急缺；开展

全国调研，在苏、皖、鲁、冀、豫推广治蝗方法，

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历史；集结 20 多个

研究所，几百名科研人员，投身风沙肆虐、旱

涝、盐碱并存的黄淮海平原的腹地，持续 30

年打赢一场改造中低产田、新建大粮仓的“黄

淮海战役”。

中科院的创建不仅奠定了新中国的主要

学科基础和科研体系，也带动了我国工业技

术体系、国防科技体系和地方科技体系的形

成和发展。

大象无形，彪炳史册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与一批高水平的

同事建成中科院力学所。1956 年，毛泽东主

席在中南海问钱学森：“我们国家用 15 年，在

原子弹和导弹尖端技术上能不能接近世界先

进水平？”钱学森回答：“只要计划周密，工作

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国家大事就是科学院的大事，“到科学院

搬兵”成了常态。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

长张劲夫曾说，中科院是按照中央确定的“大

力协同”和“三家拧成一股绳”（二机部、七机

部和中科院）的精神，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弹

研制中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任务，包

括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

批量制造所需的各种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

器、设备等。

为落实“两弹一星”研制任务，中科院动

员了当时全院 2/3 的科研人员参加相关研制

工作，投入 40多家单位、约 17000余人参与相

关的工作，约千余名科技骨干输送到其他机

构，孕育或共建多家研究院所。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23位

科技专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21位

为中科院院士，17人曾在中科院工作，还包括钱

三强、钱学森、赵九章3位科技帅才。

在中国确立载人航天目标后，中科院扛

起重任，动员 50 余家院属单位，实施空间科

学先导专项，积极承担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

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等国家重大任务，创新空天平台及先进有

效载荷等空间技术，突破了大批关键核心技

术。“神舟”“天宫”和“嫦娥”的精彩背后，是一

批无名科学家在默默托举。

中科院甘当国家科技机构的孵化器。“两

弹一星”研制时，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决定

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中科院

卫星研制任务移交给国防部门，具体交给了

七机部，即现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的前身。

当年，中科院播下种子，开枝散叶；如今，

其衍生的科研机构已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勇立潮头，改革尖兵

中科院还是科技改革发展的急先锋。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中科院在全国科

技界率先拨乱反正。1978 年 3 月，邓小平同

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阐述了“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科技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

化”等振聋发聩的重要论断。中科院在这次

大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筹备等方面做了关

键工作。郭沫若院长在闭幕式上发表的“科

学的春天”演讲，成为全国风向转变的、鼓舞

人心的标志性事件。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打破桎梏后，中科

院率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正常科研秩

序，率先开展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交流

合作。1979 年 1 月，中科院恢复学部活动，行

使学术领导职能。1980 年 10 月，增选出 283

位新学部委员。1977 年 10 月，中科院率先恢

复研究生制度，新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即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成立。1982 年 6

月，经中科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授予新中国第

一批博士学位。

20世纪 80至 90年代，中科院贯彻党中央

关于“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

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在科研组织管

理、拨款制度、人事制度、学部制度、研究所管

理体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和探索，走在全国科

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前列。

陈春先，这个在中科院物理所造出中国首

个托卡马克装置的核聚变专家，立志要建中国

的硅谷，地点就在中关村。他与中科院同事创

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

他的创业事迹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

后，吹皱了一池春水。科技开发型公司大量

涌现。1984 年，柳传志与计算所 10 名职工，

用 20 万元创办了计算机公司，在中关村这块

创新创业的沃土上迅速发展成为后来的联

想。20 世纪 80 年代，中科院人员创办的“两

通两海”（信通、四通、科海、京海）等为标志的

高技术企业在中关村崛起，发育成为中国高

新技术的第一基地。在我国掀起了科研人员

“下海”创业的第一波热潮。

如今的中关村，成了中科院的代名词，也

成了我国创新创业的地标。

回顾中国科技发展历史，若干重大科学决策

和机构设立都与中科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81 年 5 月，为推动我国科技体制

改革，变革科研经费拨款方式，中科院 89 位

院士（学部委员）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设

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在邓小平的亲

切关怀下，国务院于 1986 年 2 月批准成立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986年 3月 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

嘉墀、陈芳允 4 位中科院院士给邓小平写了

《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

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

的建议，邓小平立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

可拖延”，863计划由此诞生；

——1994年，为解决当时科技人才断层、

新兴学科薄弱等问题，中科院决定从院内紧

张的经费中筹措一笔人才专项经费，实施了

我国第一个面向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百人计

划”，此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科技人才

回国，使我国一些重要学科领域迅速走到世

界前沿。

随着知识经济概念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的广泛传播，中科院 1997年 12月向中央提交

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的研究报告。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科

院率先进行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试点工

程，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中科

院发挥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先行先试、积累经

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率先引领，创新驱动

2013 年 7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

科院，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视察的首

个科教机构。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中科

院“是一支党、国家、人民可以依靠、可以信赖

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勉励其要“发挥集科

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的优势，不断

出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出创新思想，率先

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

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

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科院实施了“率先行动”计划，全面推

进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实行研究所分类改

革，加强科研战略布局，推进机关科研管理改

革，深入实施人才培养与引进系统工程，开展

国家高端智库试点等。中科院还深入推进科

教融合，将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这一时期，中科院组

织实施的先导专项和四类机构建设，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各项事业进入快速发展轨

道，呈现出崭新气象。

70年来，中科院走过不平凡的道路。

这里成果丰硕，从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

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到建成并改造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数十载接续撰写《中国植物志》，

到“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墨子号、悟空号等空

间科学系列卫星飞向太空；

这里思想深邃，从提出“科学十四条”到迎

来“科学的春天”，从成立国情研究小组到发布

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再到建设国家创新人才

高地建设、开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这里人才济济，从华罗庚、钱学森、竺可桢、

童第周、陈景润，再到吴文俊、黄昆、刘东生、叶

笃正、李振声、吴征镒、师昌绪、谢家麟、郑哲敏、

张存浩、赵忠贤等，改革开放以来，中科院先后

有 700多人次在国际重要科技组织任职，超过

100位科学家获得国际科技界的重要奖项；

这里活力迸发，从建立研究生制度到实

施博士后制度，从“百人计划”到知识创新工

程，从中关村第一个民营企业到建立数百个

科技成果转化、孵化机构，从启动实施先导专

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再到全面参与北

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 3 个科创中心和 4 个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承载起几代中国人科技兴国、强国的期

待，中科院在“科技创新、报国为民”的征程

中，不断砥砺前行！

（李大庆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接第一版）
当前，国内外对链上链下数据协同的技

术均刚刚起步。如何使区块链系统与传统可

信信息系统互相嵌入，实现链上链下数据的

关联性、一致性？

在陈纯看来，要设计标准的、融合区块链链

上链下数据协同的模型框架，还需要研究大规

模高性能点对点网络。“因为区块链本就是点对

点传输的，但网络技术若没有突破，区块链系统

性能很难得到提升，即链上链下难以链接。”

值得高兴的是，中国在链上链下数据协

同上，已有了成功的应用案例。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联合中国建设银行运用区块链技术将

全国 491 个公积金中心连接，此举极大地便

利了异地查询和办理公积金事务。

据了解，陈纯所在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

中心已基本可提供国产、自主、可控、完善的

中国国密算法支持，提供系统的链上链下协

同服务，包括大规模可信存储、集群节点数可

达数万个。

陈纯也坦言，现有区块链技术仅仅是个

开始，无论单点技术或是系统性的突破，都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区块链发展应加强监管

今年年初，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了《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区块链信

息服务的提供、使用、管理等提供了有效的法

律依据。

对于区块链的监管话题，陈纯持积极乐

观的态度。“没有一个好的监管，就像马路上

没有红绿灯，车子最终会乱成一团糟。”

他进一步举例解释道，公有链已成为新

媒体的传播媒介，因为公有链本身具有去中

心化、不可篡改、不可删除、低成本的特点。

因此，在没有监管的前提下，利用公有链传播

有害信息、网络谣言和煽动性、攻击性信息的

成本非常廉价。“这会给区块链技术的产业布

局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陈纯说道。

陈纯特别提出，区块链目前处于发展初

期，应当在其快速发展、拓宽应用领域前未雨

绸缪，加强监管。

“紧扣区块链节点的追踪与可视化、联盟

链条穿透式监管技术等技术发展趋势，我们

正在积极探索区块链可监管的解决方案。”陈

纯说。

目前，中国对联盟链的监管相对可控。

今年以来，国内已经公布了两批区块链信息

服务备案编号，区块链监管正初显成效。

在陈纯看来，正因为有效监管，国内或将

大规模应用区块链以赋能经济建设。

（科技日报杭州10月31日电）

陈纯院士：中国区块链发展亟待突破四项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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