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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由居里夫人———玛丽·居里发起，一群朋友在两年间（1907~1908年），对他们的十几岁的孩子进行了一种特别的教育尝试。这些父母借助少量的课本，分
别承担了主要的教学课程。他们采用全新方式，让孩子自己通过实验学习科学。这所后来被称为‘合作班’的‘学校’，给老师和学生都留下了幸福的回忆……”居里夫人的长
女伊琳娜·约里奥·居里，在讨论普通科学教育时，常常提起这种方法，或强调“合作”在唤醒科学功能方面的作用。玛丽·居里的孙女、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埃莱娜·朗之
万·约里奥，为《居里夫人的科学课———居里夫人教孩子们学物理》一书撰写前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本报讯 2011年 3月 3日是第十二
个“全国爱耳日”，今年爱耳日的主题是
“康复从发现开始———大力推广新生儿
听力筛查”。3月 3日上午，北京市残联、
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关
村管委会联合举行了“北京市高危人群
致聋基因筛查项目启动仪式暨‘3·3’全
国爱耳日”宣传活动。
据悉，北京现有持证聋人 2万余

人，而其中大部分听力障碍的发生是可
以预防的。多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听力残疾的预防和康复工作，每
年坚持通过“全国爱耳日”宣传活动，普
及听力障碍预防与康复知识，提高公众
的爱耳护耳意识，切实减少听力残疾的
发生。

2011年，活动主办方与博奥生物有
限公司合作开展了“北京市高危人群致
聋基因筛查项目”，对有需求的听力残
疾人开展致聋基因筛查，旨在建立并完
善听力残疾早期筛查、早期诊断与早期
康复相结合的听力障碍预防与康复工
作模式，有效控制听力障碍的发生。
目前，该项目已被列入“2011年市

政府为群众办实事项目”，计划从 3月
份到 11月底对所有有需求的持证聋人
进行血样采集，分送到 3个国家级实验

室进行检验，并将为聋人提供《药物性
聋母系家族成员安全用药意见书》、《先
天性聋优生建议书》、《其他原因致聋基
因检测报告分析书》等。

2007年，北京市通过制定《北京市
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开展了新

生儿听力筛查，为听力残疾的早期发
现、早期干预奠定了基础。近两年来，北
京市大力开展了聋儿抢救性康复工程，
累计为 103名 6岁以下聋儿免费植入
了人工电子耳蜗，为 60名儿童免费进
行了电子耳蜗升级。 （丁佳）

2010年 2月，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郑咏梅为第一完成人的论文———《蜘
蛛丝的方向性集水效应》成为国际权威刊
物《自然》的封面报道，《自然》新闻网、英
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俄罗斯科学网等国际
媒体对该项研究进行了广泛宣传。世界范
围的研究专家都对该工作的意义给予了
极大关注。同时，这篇论文对郑咏梅所在
的学校来说也具有开拓性意义：这是该校
关于仿生学研究首创的高影响力学术论
文，将为北航新学科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神奇的科学探索
“我们要把人生变成一个科学的梦，

然后再把梦变成现实。”上世纪，居里夫人
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心向科研的心志；现
如今，郑咏梅也以对自然奥妙的强烈探寻
欲望，从事着一系列神奇有趣的科学研究。
蜘蛛丝的集水效应
湿漉漉的清晨，明亮的露珠挂在蜘

蛛丝上，体积远大于蜘蛛丝的直径，其

奥妙何在？郑咏梅通过潜心研究揭示了
蜘蛛丝的集水效应机理，并取得重大突
破。她发现筛器蜘蛛的捕捉丝在遇到雾
而润湿时，能通过表面能量梯度和曲率
梯度产生拉普拉斯压差，协同作用到小
尺度液滴上，从而达成超强的水收集能
力。该研究从微纳米层次上揭示了蜘蛛
丝集水“多协同效应”机制，并通过设计
人造蜘蛛丝，实现了小尺度液滴的方向
性驱动。这项研究为环境集水建设提供
了一个新的思路，启发科学家们设计大
规模人造纤维网，用以收集空气、雾气
中的水分，解决水资源缺乏地区或空间
环境的用水问题等。
蝴蝶翅膀的特殊浸润性
“蝴蝶效应”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只蝴

蝶在加勒比海轻轻地扇动翅膀，却能引起
大洋彼岸一阵滔天巨浪，神奇吗？而郑咏
梅则通过对Morpho蝴蝶翅膀特殊浸润
性的研究，探寻其在斥水特性方面的神奇
机理，揭示蝴蝶翅膀特殊的微 /纳米复合

的异性结构导致了可逆的不对称的黏滞
特性，能够控制小水滴在三相界面的接触
状态，因而有效地控制水滴的运动方向，
引导水滴的方向运动。这个发现打开了对
取向微纳米结构的一个崭新的认识和深
入的理解，为仿生研究中设计功能结构的
超疏水表面，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和
基本模型。该工作在材料、微流控、生物工
程，器件等领域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
科学意义。

荷叶的微观浸润性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尽

管人们很早就知道荷叶有“自清洁”效应，
但是一直无法了解荷叶表面的秘密。郑咏
梅研究了荷叶的微观浸润性，在微纳米层
次上，揭示了液滴怎样在疏水表面的微纳
米结构上产生动态悬浮，进而实现宏观可
观察到的超疏水现象的机理。首次在环境
扫描电子显微镜里原位观察了这个过程。
经过进一步的观察，揭示了这种悬浮液滴
的现象主要归因于乳突表面纳米结构在

空间形成了浸润性梯度。这个梯度能够导
致不同的拉力作用于长大的液滴，从而使
液滴产生一个向乳突顶端移动的趋势。这
个发现对荷叶在自然环境下形成露珠并
具有自清洁的功能的理解有重要的科学
意义。
畅想仿生插上“飞翔翅膀”
“源于自然超越自然”，这是郑咏梅科

学系列研究的特点。虽然取得了多项重大
研究突破，但她心中期待一个梦想：将自
己所取得的成果应用到航空航天领域，为
科学插上“飞翔翅膀”。
为此，郑咏梅对未来的工作进行了畅

想：立足于学校特色，积极开展科学探索，
为学科的基础研究创出成绩。“我还要不
断地努力学习，将我的研究融入北航特
色，融入到航空航天及空间建设的特色学
科之中。”她如是说。
郑咏梅表示：能迈入世界学术领域前

沿研究之列，是件很欣慰的事情。她将负
重前行，以期更大的收获。 （高彤）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为了了解和
宣传中医药以及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最
新动态，笔者采访了福建省中西医结合
医学专家范元芳主任。范元芳不仅在中
西医结合的理论创新和临床实践上卓
有建树，在医德上更是医生的楷模。

范元芳先后就读于上海中医药大
学和华西医科大学，是上世纪 80年代
国家规划培养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专家，
在 20多年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
他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形成了一套自己
的完整理论体系，其著作《范氏中西医
结合理论与实践》科学地把中医药理论
和西医理论结合起来，用现代的科学思
想和方法研究中医药，用现代的术语重
新表述中医药理论，使得西医医生也能
学习和应用中医药理论，为中医的现代
化作出了贡献。

范元芳不仅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
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他还
认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中医医生，应该具
备扎实的临床技术，为此，他不断开拓，
在慢性萎缩性胃炎、宫颈糜烂、慢性乙
型肝炎肝硬化、乳腺增生性疾病等疾病
的治疗研究上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他先
后发表了《原方仁和散治疗晚期癌症临
床疗效观察》、《益气活血法治疗慢性萎
缩性胃炎》等论文 20多篇。《四君子汤
对晚期肿瘤病人免疫功能的影响》曾获
得全国中医学研究会优秀论文奖一等
奖；《中医辨证论治结合化疗治疗中晚
期癌症疗效观察》获得中国抗癌协会
1998年度优秀论文奖；《原方仁和散治
疗晚期癌症临床疗效观察》获得“全国
中医药发展论坛”2006年优秀科技成果
奖一等奖，该奖项是全国中医药界的最

高荣誉，代表着这项科研成果是该年度
的最主要成果之一。

范元芳的中医中药肿瘤治疗研究
攻关成果打破了传统治疗方法的局限
性，以往的观点认为中医中药只能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放、化疗的疗效，
但经范医生中医中药治疗的病人中不
仅生活质量和生存期明显提高，且肿瘤
大小也发生了明显改变。针对原发性肿
瘤，在中医经典名方的基础上结合多年
的临床经验，他研制成功了最具代表性
的科研成果———原方仁和散。
范元芳对医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

他对那些和肿瘤有密切关系的癌前病
变如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节结性肝硬
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成果。他
开创性地提出，通过以恢复胃黏膜等组
织正常生理功能的办法，达到对萎缩性

胃炎等胃病的根本性治疗，主要以中医
中药“益气活血”为基础，根据病人的实
际情况，或佐以“清热化湿”，或兼以“温
中健脾”等，以恢复胃肠道正常的消化
吸收功能，修复胃肠黏膜的损伤，逆转
已经发生“肠化”或“不典型增生”的胃
黏膜组织，阻止黏膜组织继续向恶性疾
病演变。范元芳不仅在胃病的病理病因
上发展了新的理论，而且在胃病的治疗
上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全新的药
方。
范元芳因为在中西医结合医学发

展上的成就，特别是在肿瘤和胃肠道疾
病的治疗上作出了贡献，曾在北京钓鱼
台国宾馆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亲切接
见。
范元芳不仅在医学上辛劳耕耘收获

了丰硕的成果，在维护千百年来备受人们
赞颂的医德上，他更是身体力行，表现出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出一个白衣天使
无限仁爱的品德，他许多关爱病人、挽救
病人生命的感人事迹曾被各大媒体广泛
报道，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
我们介绍范元芳医生既是因为他

在医学上作出了杰出贡献，更是因为他
高尚的医德堪称医生的楷模，他不愧为
一个真正的白衣天使！ (潘致远)

“说到雌激素，几乎无人不晓，人类
有一半是女性，动物中有一半也是雌
性，即使是雄性体内也分泌一定量的雌
激素。但鲜有人知的是在雌激素排放背
后，自然界隐藏着生物生殖异常现象的
潜在危害。”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
教授史江红由此进入了雌激素话题。

顺势所为：对焦雌激素

1996年，《我们被夺去的未来》在
美国出版之后，由化学物质所导致的内
分泌干扰现象成为人类关注的，亟待认
识且急需解决的新型环境问题，而雌激
素作为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是引起鱼
类雌性化的主要原因物质。雌激素主要
包括天然雌激素雌酮（E1）、雌二醇
（E2）和雌三醇（E3）以及作为口服避孕
药主要成分的合成雌激素乙炔雌二醇
（EE2），环境中的雌激素主要来源于人
和动物的排泄，其污染减排难以做到。
近十几年来由欧美、日本等发达国

家率先开始，学术界正在关注雌激素等
内分泌干扰物在污水处理厂以及受纳
水体中的分布特征和环境行为研究，发
达国家已经开始了雌激素标准制定的
相关工作，但我国尚未制定相应的污水
处理厂出水中雌激素等内分泌干扰物
的水质标准，因此开展雌激素在我国水
体及污水处理厂中迁移转化特征以及
生态风险控制研究，具有学术前沿性以
及管理现实性。
史江红 1987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

学环境工程系，1999年到日本留学，开
始从事雌激素的微生物降解以及在环
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研究，2004年博
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在日期
间，以雌激素作为唯一碳源从牛粪堆肥
中驯化出了对 EE2以及 E2/E1有显著
降解能力的微生物菌株 HNS-1株；发
现硝化污泥不仅可以降解 E1、E2、E3，
而且可以降解 EE2；初次发现硝化细
菌———欧洲亚硝化单胞菌对上述 4种
雌激素均能有效降解。由于在雌激素
研究领域取得突破进展，史江红获得了
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颁发的 2002年
度“中国人留学生研究奖励赏”。谈及东
瀛七年的经历，史江红说留学生活虽然
艰难，还是特别感谢日本文部省及日本

Yuasa国际教育学术交流财团给予的奖
学金资助，以及博士生导师———东京农
工大学细见正明对她的严格要求。

站在前端：雌激素研究追索

2005年，史江红从日本回国，任职
于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当时国内还
未对环境中的雌激素引起足够重视，所
以科研经费的获取以及实验室的建设
都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这使她在回国
初期感到有些茫然。但随着她认真努
力，积极推进雌激素的相关研究，她的
实验条件也从无到有，终于走上了正
轨。近几年，她热心的研究内容也逐渐
成为国内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环
境热点问题。
史江红关注我国水体及土壤环境

中雌激素等内分泌干扰物的浓度分
布、迁移转化特征以及控制技术的研
究，带领她的学生们投身于雌激素的
研究追索。近几年探明了海河流域、
长江口等水体中雌激素的浓度分布
特 征 ， 开 发 与 建 立 了 利 用
SPE-LC/MS-MS 检测痕量雌激素等
多种物质的分析技术手段，并申请了
国家专利。研究结果有助于检测水体
中是否存在雌激素的潜在安全隐患，
对于饮用水源的水质安全评估亦具
有现实意义及前瞻性。
史江红的另一项研究工作主要

是探讨了污水脱氮除磷活性污泥工
艺系统中雌激素的生物降解特性和
迁移转化规律。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
为即将到来的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
大规模脱氮除磷工艺改造过程中，兼
顾内分泌干扰物的去除效果提供技
术基础。此外，针对养殖业所排放的
雌激素问题，史江红也将关注的目光
放在雌激素在施用有机肥的土壤中
迁移转化过程，以及雌激素因迁移转
化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上。
回国后的史江红忙忙碌碌地生

活着，热情真诚、认真严谨地对待每
一份工作。科研与教学工作任重道
远，老老实实做人，认认认真做事是
她的座右铭。岁月无痕似有痕，历练
过后积累的是执著，未来之路她会更有
信心。 （徐嫦泽）

德医双馨的生命使者
———记著名中西医结合医学专家范元芳主任

投身科研事业
抒写无悔人生
———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江红

立足北航特色 加强基础研究
———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郑咏梅

阴本报记者 朱广清

“一天，我祖父决定将地窖里的东西
收拾一下，特别是他的姐姐伊莎贝尔·夏
瓦娜留下的一箱子纸张。我被一个黑色
活页夹里的内容吸引住了。这里面是玛
丽·居里在讲基础物理课时伊莎贝尔做的
笔记。于是，我祖父将这个活页夹笔记本
送给了我。”伊莎贝尔的笔记后来被整理
成《居里夫人的科学课———居里夫人教孩
子们学物理》一书出版。伊莎贝尔的侄孙、
法国勃艮第大学教授雷米·朗之万，讲述
了这本书出版的传奇故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原副部长韦

钰，将这本书从法国带回中国：“位于法国
巴黎的居里夫人博物馆不大，就是一座小
楼，它也是居里夫人最后进行研究工作的
实验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向我推荐了这
本记录着一个世纪以前，一位科学巨人所
进行的科学教育实践的书。我立即感到这
是一本值得向国内推荐出版的书……”
经中国科协常委、科技与人文专门委

员会主任张开逊提议，中国科协青少年科
技教育专门委员会不久前举办了《居里夫
人的科学课———居里夫人教孩子们学物
理》专题研讨会。

宝贵的科学基因与难得的教育遗产

“《居里夫人的科学课———居里夫人
教孩子们学物理》一书的价值在于，其中
记载着宝贵的科学基因，这是一份难得的
教育遗产。”
张开逊强调，实验，是认知物质世界

最好的途径。当年，居里夫人教孩子们所
做的一系列有关基本物理量及其因果关
系的实验，其智慧在于使用简易经济的古
典仪器探究前沿科学。譬如，使用带有阀
门的玻璃球测量空气与水的比重；像做游
戏或变魔术一样———在水中加糖、加油、
加酒，置换实心、空心物体，再现阿基米德
浮力原理等等。这对当今我国青少年的科
学教育，无疑极具重要意义。
“居里夫人教孩子们学科学的智慧并

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科学家从科研中深
邃的领悟以及深沉的爱。居里夫人所处的
时代是核科学时代。当贝克勒尔铀射线研
究遭遇最大困惑时，居里夫妇的研究跨越
了这一障碍———他们采用皮埃尔·居里与
兄长雅克斯·居里在 1880年发明的压电
石英静电计测量方法，将贝克勒尔的铀射
线研究从定性提升至定量层次。在科学研
究中，定性揭示事物本质，而定量往往导
致新发现，从而引导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事
物本质。”

张开逊说，科学家肩负两副重担，其
一，探究自然规律，为人类增加新知识；其
二，传播科学，使科学文明薪火相传。当
今，我国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往往停留在讲
意义、提兴趣层面，很少由实证进入科学
殿堂进行理性思考。由此，居里夫人教科
学课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尤需大力弘
扬。

最高层次科研世界
与小学教育建立联系

“100多年前，居里夫人观察她的女
儿所受的小学教育，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
法，一是读写训练耗时太多；二是科学课
程缺少实践。居里夫人向她的朋友们发出
倡议：咱们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吧。”
“就在这之前———1906 年 4 月 19

日，居里夫人的丈夫皮埃尔·居里遭遇车
祸身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祸，居里夫
人‘被打垮了，感到无法正视未来’。她开
始给皮埃尔·居里写信。她每天都在书写，
书写那一封封无法寄出的信。皮埃尔·居
里生前曾嘱咐玛丽·居里：‘即使我不在
了，你也必须继续我的工作。’居里夫人按
照丈夫的嘱托，继续着丈夫的工作。其中
有一件事，就是教育孩子。”
居里夫人一家创造了 3次获诺贝尔

奖的纪录：1903年，玛丽·居里和皮埃
尔·居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玛
丽·居里获诺贝尔化学奖；1935年，居里
夫人的女儿和女婿———伊琳娜·居里和
约里奥·居里获诺贝尔化学奖。当年，伊琳
娜·居里上“合作班”的课程时，是个 10岁
的小学生。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科技
日报》原副总编辑王直华说，读《居里夫人
的科学课》，学习居里夫人的教育思想，让
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和理解下面四个概念：
学习、习学、学问与问学。“学而时习之”，
是传统的学习，习而时学之，是探究式学
习；“学而时习之”加“习而时学之”，是我
们的终身学习、学习型人生。学而时问之，
是传统的学习，问而时学之，是探究式学
习；“学而时问之”加“问而时学之”，是我
们的终身学习、学习型人生。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在发言中

说，当年，“合作班”的师资，可谓大师云
集。物理课由玛丽·居里任教，当时她已是

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课由让·佩兰任教，
他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后来在 1926年获
诺贝尔物理学奖；数学课由著名物理学家
保罗·朗之万任教。这些人的名字在 20世
纪科学史上光彩熠熠。

王渝生引述法国科学院院士伊夫·凯
雷在《居里夫人的科学课》序言中的一段
话：“没有人比她（玛丽·居里）对科研工作
更加投入，她是科研阵地前沿的斗士，是
未知领域的探索者，但她有时会把前沿工
作暂放一边，而去面向儿童教授最基础的
物理知识，带动他们自己进行探索。由玛
丽·居里、保罗·朗之万和让·佩兰所代表
的最高层次的科研世界，与小学教育建立
了联系。”

王渝生说，爱因斯坦与居里夫人有
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在《悼念玛
丽·居里》的演讲中，爱因斯坦说：“居里夫
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
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
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北京大学教授钱尚武认为，居里夫人
教科学课有三重境界：其一，处处从实践
出发，引导学生动手动脑；其二，直击科学
实质，让学生领悟科学原理的简约美；其
三，实实在在指导学生养成科学思维习
惯。

世界史教学中的居里夫人专题

应研讨会主办单位邀请，北京市第二
中学高级教师朱广簪以“世界史教学中的
居里夫人专题”为典型案例，介绍了她在
历史教学中融入科学教育的一些探索：
“自 2002年开始，我在每一学年的世界历
史教学中都设有居里夫人课题：‘两次获
诺贝尔奖的非凡女性──居里夫人’（这
一历史课案例曾于 2002年发表）。具体做
法是，课前组织学生自愿组成几个小组，
分别搜集居里夫人‘忍受生活煎熬’‘艰辛
的留学生涯’‘伟大的科学发现’‘崇高的
品质’等方面的资料和图片；将其整理成
小短文；连同图片一起制作成专题软件
‘科学家小传’。”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了
解到：

由于在放射性上的研究和发现，还由
于成功地分离了镭元素，居里夫人成为第
一个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钋和镭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放射性

物质研究，同时开拓了核物理学乃至医学
研究新领域。据说，当时 1克镭的价格是
75万法郎。然而，居里夫妇并未申请提炼
镭的专利权，他们的无私奉献使镭工业在
世界各地迅速发展起来。
居里夫人将生命融入高尚的科学事

业，在崎岖的探索道路上奋力攀登，直至
生命的终点。
“科学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理当成为历史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讲述科学历程，能更
深刻地诠释科学的人文含义，使学生更深
切地感悟伟大的人类精神。”朱广簪说，
“由此，我在历史教学中尝试融入科学教
育：其一，在每次历史课的前 5分钟，由学
生演讲‘历史上的本周———自然科学成
就’；其二，从历史教科书中挖掘自然科学

和技术创新成就。教师的责任是事先引导
学生以课题形式探究重大科学发现、技术
发明背后，科学家解决科学与技术难题的
科学思想、科学思维方法与科学精神。”

当今科学教育缺什么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上个世
纪 20年代赴法国留学期间，曾在居里夫
人实验室学习和工作。1930年底，他回国
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所长，开始筹建放
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得到居里夫人
的热心指导和支持。后来，经他推荐，我国
有 3位杰出的放射化学和核物理科学
家———郑大章、钱三强、杨承宗，先后进入
居里夫人实验室以及后来由居里夫人的
女儿、女婿———伊琳娜·居里和约里奥·居

里主持的居里实验室进行学习并从事研
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科普出
版社原总编辑金涛，特意将严济慈撰著的
《居里和居里夫人》一书带到会场，讲述居
里夫人为我国科学发展以及培养科学家
作出的贡献。
金涛说，如今我国有些理科生甚至终

生“痛恨”数理化，这难道不应反思我国教
育特别是科学教育吗？他说，我国目前有
相当多的科技人员做不了科普，这是因为
科普比撰写专业论文更需功底。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难先提

出，在当今这个知识快速增长的时代，毕
业于师范院校的教师难以胜任科学教育
重任；我国教学大纲缺乏丰富的典型教
案，而新华书店书架充斥的大多是教辅。
韦钰在会上介绍了她在法国巴黎居

里夫人博物馆引进《居里夫人的科学
课———居里夫人教孩子们学物理》一书的
动因。她提出，我国科学家应重视对下一
代的科学教育问题。她说，居里夫人有时
间从事科学教育，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人
员怎么会没有时间呢？

“居里夫人的科学课”给我们的启示

高危人群致聋基因筛查项目在京启动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