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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在沟壑坡地 30 多年致力于荒山变绿的程积民，让云雾山
有了一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景象。黄土地披上了绿装，程积民
也由一个大学毕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半大老汉。

一次偶然的聊
天激发出来的“糖
护士”，让李承志掀
开了传统医疗的一
角，他发现“很多东
西很老土、都有待
于掀开”。

有位在中关村纵横数十
年的 IT 界“大拿”曾经如是
说：“我们佩服乔布斯的理由
很简单，在我们幼年的时代，
他已经引领电子领域的 潮
流，直到我们已经觉得自己
该退休了，忽然发现他依然
站在这个行业的潮头之上。”

电子计算机和网络领域
的技术日新月异，几乎每十
年就会淘汰一代人，而且这
种趋势仍在继续加速之中，
弄得三十几岁的 IT 工程师
大呼老了。

这大概可算是职业的特
点。但是，在这个行业里，也
有真正的不老松。美国的乔
布斯固然如此，中国亦有这
样的人物。

珠海航展，是 2014 年秋
冬之交中国一个热议的 话
题。从 1996 年成功举办首届
航展，这一航展现已发展成
为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
为一体的，代表当今国际航
空航天业先进科技主流，展
示当今世界航空航天业发展
水平的盛会，跻身于世界五
大航展之列。其网站也每天
承受着上百万次的访问。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网站的
设计者，却是一位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从事计算机研
究的老牌专家。此人，便是原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唐
友三。

与笔者的父亲一样，唐
友三是中科院最早进行计算
机研究的科技人员之一，在
完成中国第一代自行设计的
台式计算机研制过程中有着
重要的贡献。后来，唐先生转入科学院计算中
心，开始对网络技术的研究，在信息技术如何
应用到物流企业及供应链管理中有较多的实
践经验及较深见解。唐先生在五十几岁时开始
网络信息和电子商务的研究，却凭借着深厚的
功底让比他小 30 岁的年轻人折服不已。在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清华深圳研究院等高校的 MBA 课
堂上，都可以看到唐先生的身影。

事实上，唐先生不仅仅是在研究室里进行
相关论证，而且很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珠海航展网站便是他的得意之作，其时唐友三
研究员已经 59 岁。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事业的
巅峰。从 60 岁起，唐先生开始领导并开发 Web
基础上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并在企业界的支
持下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工作，是国内信
息技术应用于物流行业的先行者。他至今仍担
任一家大企业的 CIO 职务，并且取得突出业
绩。在美国 IDC（国际数据公司）与《IT 经理世
界》共同发起的“2002 年中国优秀 CIO 评选”
及“2003 年中国优秀 CIO 评选”活动中，唐友
三连续两年名列荣誉榜单。

笔者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接触唐先生，
但早年对他的技术如何并无印象，更多地记住
了唐先生是广东人。他操一口浓重粤音普通
话，而且谈起技术问题来声音洪亮，让人很难
忘记。而在众多的学者中间，唐先生之热爱生
活，又可称楷模。

在一次讲座中，笔者曾经这样讲过：“看很多
科学家传记，不是拿馒头蘸墨汁就是抓着板擦当
面包，假如搞数学都到这个境界，我娘是肯定不
会嫁了我爹，动物园的猩猩也不会拿板擦当面
包啊，这什么智力水平嘛。实际上我看到的数学
所长辈都挺会生活，其中颇有几个美食家。比如
广东出身的唐友三研究员，讲广东烧腊能上午九
点半把人讲到奔饭馆吃中午饭去，怎么那么早？
馋的。”当时引来很多听众大笑，然而唐先生确实
和几乎所有广东人一样热爱生活，令人亲切，而
且还有一副极好的口才。

或许上帝感动于唐先生热爱生活，给了他
一个长得极像德国电影《英俊少年》中海因茨
的儿子。恰好同一个研究室的杨立芝研究员相
貌酷似影星潘虹，故此当时只要计算中心组织
郊游，便常常引人回眸，误以为是某个中外合
资的电影剧组出来拍外景了。可是这个小家伙
生性活泼，一不留神会把胳膊摔成骨折，让家
长操碎了心。而这个时候的唐先生，却是不温
不火，从不对儿子说句重话，有条有理地处理
完家务，便又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去了。每当此
时，便有人慨叹唐先生这样家里外头都能干的
好男人实在不多。

曾经看到有人报道唐先生花甲之年的形
象———脑后扎着一个漂亮的马尾辫，说话风
趣，实在，极富感染力。

看来，有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唐先生便
属于那种永远不会老的科学院人了。

“传统医疗的很多东西都太老土了！”这是北
京糖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承志，从手机制造
行业跳转到移动互联医疗领域后，爆发出来的最
大感想之一。

他创立了“糖护士”——— 一枚火柴盒大小的
血糖仪，配套采血笔、采血针、血糖试纸，在采血
笔上安装一次性针头后，将测试者的无名指消
毒，按下针头按钮、释放采血针，痛感十分轻微。

血糖仪通过耳机孔与智能终端连接，手指挤
出血液后，通过装在血糖仪上的试纸吸取血液，

“糖护士”App 即可显示每升血液中含有多少毫摩
尔的血糖量（mmol/L）。目前，该应用设计有早、
午、晚三餐前后以及睡前共 7 个时间段的标准用
作比对参考。每次测量数据都可以直接记录在
App 中，积累后形成曲线，可以用作就医以及自我
调控的参考，App 中也有测试和用药提醒等功能。

“糖尿病人很多没有自己测试的习惯，测过
有时也会忘了记录，记了的也不一定会持续，持
续记了的去医院也会忘了带……”李承志告诉记
者，“糖护士”将数据进行云端存储的方式，有效
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通过好友互动等方式，
亲人、医生以及病友之间可以随时关注对方的数
据，进行提醒、互动。

“70后”没赶上互联网

上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李承志，曾在手机领
域工作了 14 年的时间。其实他最初的专业是汽
车设计，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之后，他先从事了
一段时间的特种汽车设计。后来，他考取了研究
生，专业仍然是汽车设计。在此期间从事了不少
科研项目的他，虽然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也非常
受导师重视，但是他却逐渐厌烦于复制国外汽车
生产模式的做法，有了离开汽车业的想法。虽然
有一个唾手可得的免试读博的机会，李承志还是
觉得，“从设计底盘到研究传动，再从研究传动到
研究一个滚珠”的路子不适合自己。

恰逢摩托罗拉在学校进行招聘。上世纪末，
拥有一部摩托罗拉手机仍然是件“奢侈”的事情。
而去摩托罗拉工作的话，不仅能够拿到不菲的薪
资，而且公司可以给员工免费配备一部手机。

1999 年，李承志加入摩托罗拉，成为一名手
机架构设计师。在摩托罗拉工作了 3 年之后，他
来到中电赛龙和德信无线从事手机架构管理工
作。他也曾经在索尼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大企业
缓慢的工作氛围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工作了十

个月之后，他被前老板召回，组建新的事业部，并
在一年之内让全新的事业部实现盈利，两年后成
为全公司最盈利的部门。

2010 年，李承志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创业，
虽然在他看来，自己仍然是充当了一名职业经理
人的角色。他拿到美国 Infosonics 公司的投资，主
要业务是将运营商定制手机销往拉丁美洲地区，
从设计研发到采购销售一整套供应链环节，全部
都要进行管理和掌控。

为了赶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拿到订单，李承
志经常在假期里出差。虽然多次到访欧洲，却
基本上连去最著名景点逛一圈的时间都没有。

“在宾馆里等着对方过来，签合同，然后飞往下
一个地方。”有人会将他定义为一个工作狂，他
没有否认。

用李承志的话说，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
自己没有赶上互联网大潮；而现在，是迎接移动

互联大潮的时候了。

三强联手的尝试

创建“糖护士”，源于朋友所托。2012 年，深
圳罗湖医院的一位博士跟李承志聊到，自己 12
岁的儿子患有糖尿病，需要经常去医院检查。
同时身为一名医生和父亲，他十分希望创造让
糖尿病患者生活得更舒服的产品。擅长软硬件
设计的李承志以及国内某知名血糖仪公司的
董事长听后，都觉得十分有可行性。虽然聊天
时热火朝天，但后来碍于自己当时的工作，这
个想法被暂时搁置。

“要对朋友有一个交代。”抱着这样的想法，
2013 年 2 月，李承志和几个工程师一起开始了

“糖护士”的研发，2013 年 4 月，第一版样机诞生。
尽管当时还没有决定要将此作为未来的工作重

点，他们三个人还是决定先把聊出来的产品名称
“糖护士”进行注册，并将产品申请了专利。

2013 年 5 月，李承志将“糖护士”送往药监局
进行注册，经过在两家三甲医院长达九个月的测
试，2014 年 2 月底，正式获得药监局认证，允许作
为二类医疗器械进行生产和销售。

来自普华永道、创新工场等地朋友们的支持
和认可给了李承志不少的信心，最终他决定离开
原公司，专心进行“糖护士”的研发和经营。

不做线上医疗

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估计，全球约有 3.7 亿
糖尿病患者。而《美国医学协会杂志》调查称，截
至 2013 年 9 月，中国糖尿病患者已达 1.14 亿，约
占全球糖尿病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比很多领域的用户基数都要大，你做一
个移动产品可能只有两百万的潜在用户。”而糖
尿病无法治愈、只能控制的特殊性质，注定了其
移动应用具有极强的用户黏性。李承志说，血糖
检测的频率又注定了其良好的活跃程度，“应该
比微博要高”。

医 生 们 经 常 给 糖 尿 病 患 者 的 一 个 建 议
是———“管住嘴，迈开腿”，但这着实是一件说起
来简单、做起来难的事情。

“要改变人的行为，靠法律或者制度，不是很
现实。要人们自发改变习惯的事情，目前看来，
App 的效果还不错。虽然大部分移动应用让大家
的习惯变得更差了，但移动互联网确实激发人们
的一些愿望。”

在谈到未来是否会引入线上医疗的部分时，
李承志表示，“糖护士”并不会采用线上咨询的方
式，但会将“病人带向应该去的地方”——— 一些具
备良好条件但可能不被认识的非三甲医院。在他
看来，实现现有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远比线上
医疗更具价值。

一次偶然的聊天激发出来的“糖护士”，让李
承志掀开了传统医疗的一角，他发现“很多东西
很老土、都有待于掀开”，加上现在医疗改革措施
的逐步加大，更让他坚信医疗移动互联领域必将
大有可为。

李承志介绍说，“糖护士”明年将要推出的二
代产品会脱离智能手机，做成一个独立的硬件产
品，但依旧能通过手机 App 进行数据记录、分析。
在他看来，相较目前市场上的产品，这样的设计
会更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

李承志：让医疗不那么“老土”
姻本报记者 张晶晶

程积民：云雾山上的苦行僧
姻本报记者 张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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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11月23日，赖曼诞辰140周年

美国物理学家、光谱学
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西奥多·
赖曼（Theodore Lyman）出生
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
顿，1893 年进入哈佛大学攻
读物理学，1897 年毕业后留
校任教。赖曼致力于远紫外
光谱的研究，曾成功研制能
够测量波长短于 200nm 谱线的真空摄谱仪。1906
年，赖曼和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密立根合作，在氢原
子光谱的远紫外区发现了“赖曼线系”，由此完善了
氢原子光谱的研究，并印证了里德伯公式、玻尔模
型和里兹光谱项组合原则的正确性。此后，赖曼又
观测了氖、氦、铝、镁等元素的光谱，研究了太阳光
谱中的短波成分。除此，赖曼还研究过紫外线的灭
菌作用。1954 年 10 月 11 日，赖曼在波士顿去世，享
年 80 岁。

（栏目主持：余艾柯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记忆

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
家、石油地质学家翁文波
1912 年 2 月 18 日出生于宁
波鄞县，1934 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物理系，1939 年获英国
伦敦帝国大学哲学博士学
位。翁文波是中国石油地球
物理勘探、测井和石油地球
化学技术的创始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参加指
导大庆油田地球物理勘探工作。1966 年邢台地震
发生后，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开始致力于地震的
预测研究，后来又将其扩展到洪涝、干旱等灾害远
期预测，在预测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创
新性地提出“信息预测理论体系”。1980 年，翁文波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 年 11 月
18 日，翁文波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2 岁。

20 周年 1994年11月18日，翁文波逝世

著名整形外科医学家、
外科医学教育家宋儒耀出生
于辽宁省海城县，1939 年毕
业于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
院，1948 年获宾夕法尼亚大
学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
后任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
教授、口腔医院院长。1957
年，宋儒耀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同
年完成狗的断肢再植和自体肾脏移植手术，成为中
国整形外科、口腔颌面外科、显微外科和美容外科
的创始人，也是中国首位整形外科教授，被誉为“中
国整形外科之父”。1983 年，宋儒耀获得国际整形外
科最高荣誉“金锯奖”，1987 年当选世界整形与再造
外科学会理事。2003 年 2 月 19 日，宋儒耀因病在北
京逝世，享年 89 岁。

100 周年 1914 年 11 月 16 日，宋儒耀诞辰

前不久，金秋十月的晴朗日子，记者一行
驱车驶离西安城，翻越已是层林尽染、红叶点
缀的六盘山，来到固原市城东北 45 公里处的
云雾山。

此时的云雾山虽然已到了秋冬交替的季节，
但一眼望去，整个山体被茂盛的牧草覆盖，一番

“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景象。
谁曾想，这里 30 年前还是一片荒凉。而坚

守在这沟壑坡地 30 多年并致力于荒山变绿的
中科院水保所研究员程积民,正是记者前去采
访的对象。

四代人坚守三十载

时空倒回 1979 年，程积民，这位刚从北京林
业大学毕业的陕西渭北蒲城县小伙子，不愿待在
厅局办公室而喜欢钻山沟踏高原，在要求再次被
分配到中科院水土保持所工作后，就有幸随研究
所山仑、邹厚远、彭祥林等旱地农业和水土保持
专家到固原地区进行科学考察。

在这次考察的基础上，在邹厚远等专家的倡
议下，固原县于 1982 年批准建立云雾山典型草
原自然保护区。随之，程积民与云雾山结缘。

从那时起，黄土高原的沟、墚、峁、壑留下了
程积民 30 多个春秋不间断探索的脚印。他经历
了试验站从住窑洞、点煤油灯，到建成简易楼房、
有日光灯的生活过程；野外考察中，他经历了步
行二三十公里、风沙中骑自行车独行或搭拖拉机
便车的艰辛年代，及至后来有了“巡洋舰”考察车
的装备条件变化。

如今的黄土地披上了绿装，程积民也由一个
大学毕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半大老汉。“只要大
地能变绿，三十年的艰辛算不了什么。”程积民淡
淡地表示，这本来就是自己人生的事业。

说起植被研究的艰辛，程积民的一名在读
博士生魏琳告诉记者：“今年已在这山上草地
观测站待了 4 个多月，每天按时按点去草地试
验区观测记录各种草的不同生长年龄、海拔高
度、坡向及其刈割时间等处理的植株地上草
茎、地下根系的生长量等数据，已经习惯了远
离都市的孤寂生活，反而回到学校所在地杨凌
区镇还会对穿梭的汽车、流动的人潮一时不适
应。同学们说我是来自星星的人！”如魏琳一
样，目前每年在云雾山草地试验区进行观察研
究工作的研究生有六七位。

在魏琳他们身上，不难看到程积民老师的
昨天，更能看到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研究的明天
和希望。

1993 年，云雾山草地自然保护区被中国生

物圈保护区网络组织接纳为首批成员；2012 年，
升格为国家级草地自然保护区。

“他们这代学生算是第四代云雾山草地植被
研究者。前面取得的成绩是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
土保持研究所三代人近百余名科学家 30 多年努
力的结果。我做的工作仅是其中的一点一滴而
已。”记者历数他的成绩时，程积民一直显得很平
静，仿佛理应如此。

虽然程积民已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
十多部专著和获省部级科技奖十余项，但他仍
然认为：“写文章或出书不是目的，仅有文章是
不能够让荒山变绿、农户致富的，数据采集与
论文发表应该是长期科研积累与问题总结的
一个重要环节。”

山绿民富成可能

如何在保护好云雾山地区生态的同时，更好
地利用草原为当地的养殖业服务、帮助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这一直是程积民研究团队思考、探索
与实践的问题。

为此，30 多年来，程积民在深入系统研究退
化草地植被恢复规律的同时，也一直努力攻关草
地植被恢复与轮封轮牧及适度开发利用的难题。
科研团队经过长期的定点监测和实验，在揭开了
草原植被演替的内
在规律的基础上，针
对云雾山不同区域
的植被覆盖情况，提
出可进行合理刈割
或放牧利用,并以此
为当地政府制定生
态绿色养殖业总体
规划，积极鼓励引导
农户和村组共同出
资筹建生态高效养
殖园，采用放牧与舍
饲结合的养殖模式。

目前，一些原先
外出打工的青壮年
劳力纷纷返回家乡，
自主创业。31 岁的
马金龙就是其中一
位。两年前，马金龙
利用家乡的山坡地
建起了 600 平方米
的羊舍，养了 50 多
只羊。剪羊毛、卖羊
肉，每年可以净赚 6

万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并不比外出打工差，并且
还多了一份稳定和自由。在寨科乡，像马金龙这
样的养殖户还有很多。

据寨科乡乡长王正奇介绍，去年全乡人均纯
收入 4800 元，养殖收入基本上占到 50%，全乡养
羊规模 9 万只左右，存栏数 5 万只左右。

这一养殖模式已在宁南山区 10 个乡镇 1100
户进行大范围的示范推广。

如今，30 年过去了，云雾山植物由 68 种增
加到 313 种，众多灌木群落也已经出现，一亩
地干草由 30～50 公斤达到了 250～300 公斤，
草地植被从最初的 3 万亩发展到如今的 15 万
亩。

随着云雾山草原的恢复，在这里栖息的动物
和昆虫也越来越多，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局部小
气候得到改善。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认为，云雾山的工作非
常具有启发性，因为大概从 1999 年以后，整个黄
土高原施行了退耕还林（草），封育是退耕还林

（草）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措施，但是封了以后能不
能用，一直有争议。云雾山这个工作就证明是可
以适当利用的。

可以说，程积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回
答了国家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禁牧及舍饲养殖中
出现的关键问题。

程积民（中）带领学生在野外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