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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一段低频噪声时，将海绵、岩棉

等传统吸音材料覆盖在音箱上，人们依

然能够听到嗡嗡的噪声。但倘若换一种

布满孔洞的超构吸声材料覆盖，噪声立

即小很多。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南京大

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该院教授

卢明辉通过这一试验，向科技日报记者

展示了他带领团队成员研发的超构吸声

材料。

自 2007 年获得博士学位进入南京大

学工作，卢明辉便在声光世界潜心研制新

型功能材料和传感器件，打造出一个个

“声音捕手”。

近年来，卢明辉参与成立新型研发机

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声学超构材

料和光声检测技术在交通载具、电网输

运、装备制造声振工程等领域的应用。

卢明辉说，与此前埋头在实验室做科

研不同，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要让自己

成为“六边形战士”，既有科技创新能力，

又能够敏锐捕捉行业需求，还要可以将成

果产品化。

日前，卢明辉获 2023年度江苏省青年

科技杰出贡献奖。

步入声光世界

“空气中粒子的冲击会使耳膜产生

振动，这些信号经过大脑处理，就形成

了我们听到的声音。”初遇卢明辉时，他

用 这 番 话 向 记 者 解 释 声 音 是 如 何 产 生

的。

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时，卢明辉便开始

与声学研究结缘。本科毕业后，他进入南

京大学教授陈延峰课题组，踏入更广阔的

声光世界。

“作为人工周期性复合结构材料，声

子晶体成为当时的研究热点。大家都很

好奇，能否用声子晶体控制声的散射、吸

收、透射和传播。”卢明辉回忆道。

在微电子技术领域，科学家利用半导

体材料能带结构可以控制电子流动。而

在声学光学技术领域，研究人员希望利用

人工结构材料设计能带结构，实现能带剪

裁、调控波的传播。这是人们操控光波和

声波的一条新途径。

在陈延峰的指导下，卢明辉和团队成

员从人工结构的周期性设计、材料物性的

选择出发，研究人工带隙材料和人工超构

材料中声的传播问题。他们首次在声子

晶体中发现了声双负折射效应，发现了声

波通过表面修饰的平板结构时的反常透

射增强现象，研制出声学拓扑绝缘体。这

些成果有的入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有的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在 声 波 的 探 测 检

测、隔音降噪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 我 希 望 能 够 把 这 些 科 研 成 果 尽 快

转化落地。”卢明辉回忆，自南京大学博

士毕业留校后，他便开始研究吸隔音超

构材料。

在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后，2017 年，

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的

支持下，卢明辉团队联合上海复享光学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江苏省南京市

首批新型研发机构之一——南京大学光

声超构材料研究院，致力于向业界提供

专业的声学、振动及检测领域的技术解

决方案。

穿越“死亡之谷”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很难

一蹴而就。这中间存在一段空白地带。

要想跨越它，需反复技术验证和大量资金

投入。这段空白地带被形象地称为科技

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南京大学光声超构材料研究院成立

后，团队接到的第一个项目，给卢明辉浇

了一盆冷水。

“当时，有家公司想对化工管道进行

流量控制，我们认为利用超声技术可以实

现，但没想到技术产品化成本非常高。”卢

明辉告诉记者，这番经历让他认识到，将

技术成果转变为产品，不仅要充分了解产

业生态，还要确保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和标

准化。

此后，卢明辉更加关注产业动态，带

领团队成员以产业重大需求为导向，开展

科学研究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探索用光、

声技术为产业赋能。

汽 车 在 行 驶 过 程 中 会 产 生 多 种 噪

声。如何通过分析噪声来源和大小，找

出零部件质量隐患？声音分析技术大有

可为。

卢明辉带领团队成员自主研制的热

线式矢量传声器技术，能够满足低频、高

灵敏声学矢量探测。

“在车辆下线前的噪声测试中，将我

们研制的矢量传声器放在车里，传声器就

可以拾取汽车发出的各类声音。通过三

维重构车内声场，我们利用声纹识别技术

测量声波的振速、压强，就可以判断声音

的来源。”卢明辉介绍，“这一方面可以帮

助车企生产出更安静的汽车，另一方面也

可以通过声音识别部件故障。”

目前，卢明辉团队已经与蔚来汽车、

奇瑞汽车等车企达成合作，应用热线式矢

量传声器技术。

随着工业界产品精密化程度不断提

升，人们对设备的无损探伤水平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卢明辉带领团队成员自主研

制出基于国产化激光测振仪的激光超声

设备，其可以对碳纤维、高温合金等材料

进行无损探伤。

“这就像给材料‘做 B 超’。我们先用

脉冲激光发出超声信号，然后接收材料反

射回的信号，根据声信号的特征，分析材

料内部是否有损伤或缺陷。”卢明辉介绍，

这种技术可以探测毫米级、百微米级的材

料缺陷，更适合高温高压辐射等极端环境

下的材料探伤。目前，卢明辉研制的激光

超声设备已被应用于航天相关项目的检

测中。

经过多年耕耘，卢明辉带领团队成

员研制出超构材料、激光测振仪、声像

仪 等 一 系 列 产 品 ，形 成 了 振 动 噪 声 的

创 新 解 决 方 案 。 相关成果已经在变电

站、高速公路、大型装备减振降噪中广

泛应用。

布设城市“耳朵”

让城市更美好，是卢明辉现在带领团

队成员进行科技创新的又一个新目标。

最近，卢明辉正在与团队成员共同

努力，推动“苏州·中国声谷”建设项目的

落地。

“我们尝试在当地进行噪声监测，构

建噪声地图。”卢明辉告诉记者，目前他们

正在江苏省常熟市的交通干道、商圈、隧

道口、高架桥布设传感器，以获取这些区

域 24小时噪声数据。之后，他们希望利用

人工智能算法，把噪声的监测点位与地

理、交通流量等信息以及 24小时的噪声数

据叠加在一起，分析城市不同区域的噪声

分布情况。

“如果说遍布城市的摄像头是一双

双‘ 眼 睛 ’，我 们 希 望 为 城 市 布 设 一 些

‘耳朵’。”卢明辉介绍，他和团队成员正

在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声纹信息，构建

噪声模型，使模型能够识别出水声、虫

鸣鸟叫声、建筑噪声、发动机轰鸣声等

不同声音，以方便城市管理者对噪声进

行管理。

这已经不是卢明辉首次用声音探测

技术助力城市管理。此前，他带领团队联

合北京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北

京市大兴区的一处高速公路上，安装用于

声音定位的矢量传声器，同时结合摄像

头，开发出用于道路噪声监控的声相系

统，抓拍噪声超限车辆，摸索解决道路车

辆噪声控制问题。

不管是在高校做科研，还是在研究

院 做 产 品 ，卢 明 辉 都 愿 意 跳 出“ 舒 适

区”，在不确定的科学世界中寻找新机

遇。

“ 搞 科 研 有 很 大 的 不 确 定 性 ，而 唯

一确定的，就是我们一直走在创新之路

上。”卢明辉说。

卢明辉：打造“声音捕手”服务宁静生活

“现在连非洲都有那么多国家用上

咱 们 的 种 子 了 。”得 知 2024 年 前 9 个 月

甘 肃 省 外 繁 种 子 出 口 额 大 幅 增 长 的 消

息，著名玉米育种专家、河南农业大学

教 授 陈 伟 程 激 动 不 已 。 他 抚 摸 着 案 头

一本泛黄的实验笔记，仿佛回到了 37 年

前那个播种瞬间——在甘肃省张掖市，

他 第 一 次 将 金 灿 灿 的 玉 米 种 子 撒 向 大

地。

张掖，自古以来是丝绸之路咽喉要

道，素有“塞上江南”“金张掖”的美誉。如

今，这个“金”字有了新的含义——金灿灿

的玉米种子。这里有全国最大的玉米制

种基地，我国每两粒玉米种子便有一粒来

自张掖。

打 造 这 个 新“ 金 ”字 招 牌 的 就 是 陈

伟程。从 1988 年首次踏上这片土地起，

他 就 与 我 国 西 部 玉 米 制 种 事 业 紧 紧 连

在一起。

参 与 研 制 南 方 冬 繁
加代技术

20 世纪 50 年代，在第一代“玉米人”、

著名玉米遗传育种学家、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吴绍骙的带领下，该校科研人员开始了

玉米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工作。

1956 年，陈伟程从河南农学院（河南农业

大学前身）毕业，留校当吴绍骙的专职科

研助手。

陈伟程第一次见吴绍骙时，吴绍骙问

他：“做田间工作很辛苦，而且没有暑假，

你愿意干吗？”

“我能吃苦，也有兴趣搞科研。”陈伟程

说。从那时起，作为吴绍骙首批学生之一

的陈伟程，便开始和玉米育种“较劲”。

1956 年，在吴绍骙主持的玉米自交系

异地培育研究项目中，陈伟程参与研制南

方冬繁加代技术。这一创新技术显著缩

短了育种周期，使育种年限少了一半。该

技 术 后 被 用 于 其 他 作 物 育 种 并 沿 用 至

今。相关成果于 1990 年获河南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上世纪 80 年代，甘肃、河南等地的

玉米制种产量低、质量不稳。陈伟程希

望用技术创新解决这一问题。当时，他

需 要 一 个 繁 殖 亲 本 基 地 改 良 单 交 技

术 。 张 掖 当 地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了 解 到 这

一情况后，为陈伟程团队辟了一块制种

用地并邀请他们前往考察。

此后，陈伟程不断将育种技术带到

河 西 走 廊 ，在 那 里 建 起 科 研 与 制 种 基

地 ，拉 开 了 张 掖 市 制 种 产 业 发 展 的 序

幕。

历经 30 多年发展，玉米制种业如今

已 成 为 张 掖 市 的 支 柱 产 业 。 为 表 彰 陈

伟程所作的贡献，张掖市人民政府特授

予陈伟程“西部种子生产基地开拓者”

称号。

用 雄 性 不 育 系 培 育
“豫玉 22”

20世纪 90年代初，相关部门对全国玉

米杂交种进行种子纯度检查，发现 1993年

来自河南省的 51 份样品纯度合格率仅为

9.8%，1994年的 88份样品均未达到国家纯

度标准。

导致种子纯度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去

雄不及时、不彻底。这造成大田种植的杂

交种中混入部分自交株。

“利用雄性不育系制种便可避免这一

问题。”陈伟程回忆，从 1993 年开始，他所

在团队与有关部门合作，推广不育化制种

技术。同时，他们将该技术与改良单交技

术结合并应用于制种，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此后，陈伟程利用雄性不育系培育

出新品种“豫玉 22”。2003年，在张掖，“豫

玉 22”不育化制种面积达 1.3 万亩，为 250

万亩大田提供了玉米种子。2004 年，“豫

玉 22”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科研工作之外，陈伟程还是一位育种

成果市场化的开拓者。他在全国首创“有

偿使用，选择授权”运营模式，将“豫玉 22”

的生产和销售授权给 4 家种子企业，提升

了育种成果的转化效率。

“豫玉 22”上市后，迅速赢得了客户青

睐。2001年，“豫玉 22”成为黄淮海区第一

大、全国第二大推广种，2003 年累计推广

面积达 8600万亩。

让“中国碗”盛上更多
“中国粮”

在陈伟程的推动下，张掖市的玉米制

种面积从 1996 年的不足 3 万亩升至如今

的 120 万亩，年产玉米种子 4.5 亿公斤，约

占全国年需玉米种量的一半。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年产

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四成。一粒小

小的玉米种子，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陈

伟程说，他不能停下脚步，总有一种紧迫

感。

2018 年，陈伟程带领团队研制的具有

矮秆抗倒、耐高温、抗锈病等优点的“美玉

22”玉米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该品种于

2016年、2017年参加了华北中晚熟春玉米

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 814.3 公斤。

这是陈伟程继“豫玉 22”之后培育的又一

个当家品种。

除了“美玉 22”“豫玉 22”，从事玉米遗

传育种科研工作 70年来，陈伟程还育成 20

余个适应不同生态区的玉米优良品种，完

成了具有独创性的玉米自交系异地培育

研究，为我国玉米种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鲐背之年，壮心不已。

陈伟程说：“只要我还能走，就决不会

离开田地。我要让‘中国碗’盛上更多‘中

国粮’。”

陈伟程：西部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开拓者

卢明辉（中）和学生在探讨研制低频扬声器。 受访者供图

陈伟程在查看玉米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做科研，往往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科技

工作者，也常常隐于幕后，不为人知。本报今起推出“人才

点击”栏目，将目光聚焦这一低调的群体，用述评盘点的方

式，描绘他们披荆斩棘、敢为人先的科研之路，展现他们开

拓进取、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

首期关注参加“北大科学 yeah”跨年演讲的 3 位科学

家。让我们一起领略他们扬帆科海的风采。

在看视频、打游戏时，越来越多的

人追求画面的高分辨率，却不得不面

对高分辨率带来的数据量大、传输难

度高的挑战。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马思伟所在团队，就致力于应对这一

挑战。

这是一段“从 0 到 1”的探索，持续

20年。这支团队研发的高清视频编解

码技术，将超高清视频数据进行大幅

压缩编码，通过网络传输到用户终端，

再解码还原清晰度。在他们的持续努

力下，3代中国自主制定的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在北京

大学实验室诞生。它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而且成为世界领先

的技术标准。

“我们一直在追求，让视频分辨率更高、色彩更丰富、动态范围更

大，让大家看到更真实、自然的场景。”马思伟说。

如今，马思伟所在团队与博物馆合作，把古画“挂”在虚拟展厅。

游客在虚拟导航指引下观看展览，品鉴画作的精妙。除此之外，他们

将未名湖“搬”到线上。人走进屋子，仿佛推开了“任意门”，来到未名

湖畔……

马思伟说，未来的视频内容会突出体验和交互，让每位用户

都有参与感。更重要的是，这些创新成果可以给中华文化赋能。

随着视频编解码技术不断发展，更多中国故事将会被更生动地讲

述和呈现。

“在科技的助力下，我们可以听到更多历史的回响。”马思伟说。

马思伟：

用中国技术“讲”好中国故事

具 身 智 能 ，是 近 年 来 人 工 智 能

（AI）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北京大

学前沿计算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博士

生导师王鹤，则是近年来 AI领域备受

关注的创业者之一。这位“90后”创立

的公司——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

公司，成为资本的“宠儿”。

具身智能是指一种依托物理身

体，通过感知、决策、行动与环境进行

交互的能力。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

的最佳载体。拿苹果、端盘子、放杯子

等人类做起来似乎“不用过脑子”的行为，机器人若能顺利完成，就堪

称“惊艳”。

王鹤说，他希望机器人能像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把人从枯燥的

工作中解放出来。人们下达指令，机器人分解意图，然后连续高频输

出动作。“这就是‘言出法随’。”他说。

他所在团队的愿景，是让具身大模型机器人服务千行百业、千家

万户。

虽然年轻，王鹤却已在 AI 领域积累多年。早在读博时，王鹤就

投入到具身智能的研究中。他不是追热点，而是预判了热点。当潮

水涌来，他成了站在潮头上的人。

王鹤：

在人工智能潮头等“风”来

激光技术是现代科技文明的重要

基石之一。

光 学 晶 体 可 谓 激 光 技 术 的“ 心

脏”，能够精准调整激光的传播路径，

甚至改变激光的颜色和强度。北京大

学博雅特聘教授刘开辉则长期研究这

颗“心脏”。

2014 年，刘开辉所在团队确立了

轻元素材料光学晶体研究方向。近 10

年后，2023 年他们攻克轻元素单晶材

料制备的超级难题——生长堆垛取向

调控，实现了菱方氮化硼晶体材料的大面积制备。

2024 年，他们发明了世界最薄的光学晶体，厚度仅为 1 微米至 3

微米，其能效比传统光学晶体提升了 100倍至 1万倍。

刘开辉所在研究团队还首创了界面转角相位匹配理论。刘开辉

说，这一理论有望让激光器的尺寸缩小至微米级，可以帮助量子光

源、光子芯片、AI等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介绍自己的研究时，刘开辉目光炯炯、充满激情。“基础学科

一旦有突破，带来的就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科技红利。”刘开

辉说。

有人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日臻完善，如今的物理学家或难有

机会再取得突破性成果。但刘开辉并不认同。“新的需求不断涌现，

只要我们坚持对基础科学的热爱，就有机会像先辈一样，做出有影响

力的工作。”刘开辉说。

刘开辉：

让激光技术“心脏”跳动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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