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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 9月 3日，莱夫谢茨诞辰130周年

美国数学家莱夫谢茨
出生于莫斯科，1905 年移民
至美国。1907 年，因一场严
重的意外，莱夫谢茨失去了
双手。而后，他转向研习数
学，1924 年他转往普林斯顿
大学任教。

莱夫谢茨早期在古典
代数几何学中运用拓扑概
念，弥补了意大利代数几
何学的一些不严格之处。1923 年～1942 年，他
主要研究代数拓扑学，1926 年证明了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不动点定理，也就是布劳威尔不动点
定理的推广。1972 年 10 月 5 日，莱夫谢茨在美
国普林斯顿逝世。 （余艾柯）

“文武双全”这种评价
似乎属于历史，但实际上
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
不乏这样的人物，比如我
国雷达专家谢立惠先生便
当得起———他的一家也当
得起。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
笔者父亲所在的中科院数
学所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
型商 用 台 式 计 算机 长 城
203，在全国产生相当大的
影响。但是不久之后由于
机构调整和研究方向的调
整，为了避免台式计算机
的研究产生断层，当时的
科学院相关领导决定与大
学合作，将成果与有相应
基础的地方院校分享，并
为之培养人才，来获得更
加持 续 和 广 泛 的发 展 效
应。这一合作的受益单位
辐射到甘肃、福建等地，被
证实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这期间，经过反复筛选，成
都电讯工程学院被选为合
作伙伴之一。为此，一批科
学院 工 作 人 员曾 前 往 西
南，传道授业解惑，与当地
的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也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在这些科学院工作人
员的记忆里，成都电讯工
程学院的同事中，颇有一
些令人敬重的良师益友。
其中，一位清瘦、步履轻盈
而又满面书卷气的老先生
给人印象深刻。他看起来
很有一种从旧藏书楼走出
来的老知识分子气度，但
谈起电子问题来却如数家
珍，水平之高令人折服。这
位融 新 旧 于 一体 的 老 先
生，就是成都电讯工程学
院的老院长谢立惠先生。他在解放以前就
是研究雷达的，是早期电子专家，虽然计算
机和雷达不是一种系统，但都是电子设备，
谈到这个研究领域，谢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泰斗权威。

后来大家才知道，他还是民主党派九
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

提到谢立惠先生，我父亲的评价是：
“那才是真正的出身大家啊！”

原来，谢立惠先生的家庭很有意思，如
果要算起近代史上的世家，他的家可算其
中之一了，而且两代之中人才辈出，在南中
国从政治到科技各个方面都有他家人的身
影。他的大家气质，与其家庭传承颇有关
系。

谢立惠是安徽无为人，世代书香门第，
其父谢家鸿，字季翔，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
学政治系，和弟弟谢家鹄是安徽最早的留
日学生。两人也是安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
一，在辛亥革命前曾多次策动起义，在辛亥
革命中参加革命军驱逐清朝大员朱家宝，
完成了光复安徽的使命。此后却又弃武从
文，出面筹组江淮大学，后因不支持曹锟贿
选，躲进了上海法租界，结果染上伤寒，病
死异乡。

谢立惠先生是谢家鸿的长子，其母是
民国第一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女儿，而他
还有个莫逆之交，就是陈独秀。

谢家鸿和谢家鹄兄弟有五个儿子，个
个都有精彩的故事。

谢立惠是老大，他 1931 年毕业于中央
大学（1949 年更名南京大学）物理系，解放
前在重庆大学等几所大学中担任教授，抗
战期间开始兼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
室研究员，负责雷达研制工作，是中国最早
的雷达专家之一。在学术上成就斐然的同
时, 他参与组织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

（非公开的进步组织），后又参与发起成立
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
协”）和九三学社。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和参
与爱国学生运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
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1958 年由国务院
任命谢立惠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

他的二弟谢立彰，是早期共产党人之
一，曾长期从事学运等工作。有意思的是，
一次谢立彰遭到国民党方面的追辑，是大
哥谢立惠出面保护使他免于牢狱之灾———
许多国民党大员都是谢立惠先生的学生。
可是谢立彰当时不知道，其实谢立惠是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他的三弟谢立明是民族资本家，1945
年日本投降后前往台湾，此后一直经营糖
业，在台南是屈指可数的大实业家。

他的四弟谢立和经历更是传奇，是留
学英国的中国海军军官，曾参加了诺曼底
登陆和马耳他战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
下功勋。战后谢立和留居英国，他的家族如
今已经发展成当地很有名气的华人大家。

如此，堪称一门忠烈。
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谢先生已经进入

暮年，但在科学院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
合作中，仍然凭借坚实的学术基础与饱满
的工作热情，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可以说，
这样一位大家出身的学者，用自己的经历
诠释了科学与进步的关系。

不久前，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教授
钟志远凭借其在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和药物控
制释放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应邀前往柏林参加德
国洪堡基金会“贝塞尔研究奖”颁奖典礼。

“贝塞尔研究奖”由德国资深教授提名，数位
国际著名专家推荐，经洪堡基金会严格评定，奖
励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18 年，在其研究领域中
具有国际声望的年轻学者。该奖项每年授予最多
不超过 25 位德国以外世界各国不同学科领域的
年轻顶尖科学家。

作为本次颁奖典礼上的国内唯一一位获奖
者，钟志远除了获得洪堡基金会提供的 4.5 万欧
元奖金外，还将受邀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亥姆
霍兹国家研究中心开展跨国合作研究。

攻坚“靶向治疗”

1991 年，生长在江西省安远县的钟志远考入
吉林工业大学（后并入吉林大学）。当时他就读的

“应用化学（车辆化工）”专业并不是他感兴趣的
方向，直到大四那年，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
学研究所做本科毕业论文时接触到“生物医用高
分子”，他内心的科研热情和梦想才被真正激发。

之后，攻读硕士、博士以及任荷兰屯特大学
助理教授期间，钟志远选择的研究方向都是生物
医用高分子材料和基因释放。2007 年回国后，他
开始致力于攻坚肿瘤的“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需要一个隐形纳米载体，使得抗
癌药物能在人体内长时间循环，选择性地富集到
肿瘤部位，高效被肿瘤细胞内吞，并在细胞内快
速释放。”钟志远介绍说。然而，研制出这种药物
载体并不是件易事。除了要解决载体材料必须无
毒、尺寸合适、载药表面化学性能稳定等问题，还
要确保注射进入人体后能长时间随血液循环而
不被免疫系统识别，在准确到达靶点前不会因为
泄漏而过早释放药物。

另一方面，药物载体面临“不释放”和“快速
释放”的两难问题。如果能解决该难题，临床治疗
肿瘤的药物用量将降到原来的 1/20 或更低，临
床治疗效果可显著得到提高。这也正是钟志远和
他的团队需要突破的课题。

根植于学校提供的科研沃土，凭借对科研
的挚爱和高度专注的投入，钟志远教授带领团
队先后在肿瘤的靶向治疗研究上开展了一连

串开拓性的研究：率先在国际上报道了还原敏
感生物可降解胶束纳米载体，有力增强了胶束
药物的抗癌活性；创新性地设计了生物还原敏
感、可逆交联的纳米药物载体，巧妙地解决了
纳米药物在体内不稳定与在肿瘤处药物释放缓
慢的科学难题；发明了具不对称膜结构的生物
可降解聚合物囊泡，实现了蛋白质药物的高效
包裹和细胞内释放。

与苏大“一见钟情”

谈起与苏州大学的结缘，钟志远笑称：“一切
都是缘分。”

2006 年，还在荷兰屯特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
钟志远，回国参加一场国际高分子化学会议。会
议期间，通过与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几
位与会老师的交流，对苏州大学给予科研人员广
阔发展平台的用心萌生好感。

“直觉告诉我，苏州大学是块成就事业的热
土。”通过网络，钟志远简单了解了苏州大学，惊
讶地发现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也致力于高分子
科学研究。回到荷兰后，钟志远决定将自己的简
历发给朱秀林。求贤若渴的朱秀林接到跨国邮件
后表示非常欢迎，并邀请钟志远到学校实地参
观。朱秀林迅速而诚恳的回复更加坚定了钟志远
到苏州大学发展事业的念头。

2007 年 4 月，钟志远作为苏州大学校长朱秀
林引进的首位特聘教授，正式回国工作。

刚开始实验条件相对艰苦，但拥有 150 万科
研启动经费和学校的全力支持，怀揣科研梦想的
钟志远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实验室，不久即组建

苏州大学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这个
校级重点实验室招募了一支年轻活跃、精诚合
作、高度国际化、具国际视野的优秀科研团队。实
验室实行学生统一管理，科研任务协同合作，科
研团队交叉融合。

落户苏州大学七年间，钟志远的科研事业进
入黄金期。2013 年，获得日本药物释放系统学会
和美国控制释放学会联合颁发的“亚洲药物释放
系统突破技术奖”；2014 年，被美国化学学会授予

“生物大分子 / 大分子青年研究者奖”，成为获得
该项殊荣的首位亚洲科学家。年仅 40 岁，发表论
文 130 多篇，囊括多项国内外荣誉和奖励，先后
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江苏特聘教
授、江苏省“333 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
优秀科技工作者……

在国际学术界，钟志远的表现同样活跃。
2010 年，他与荷兰屯特大学教授 Feijen 和中国
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学思合
作，发起和组织了“新型高分子材料与控制释放
国际会议”。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应邀参会，研讨
课题涉及新型纳米靶向抗癌药物载体、多功能
纳米基因药物载体、新型疾病诊断体系、水凝胶
用于蛋白质和细胞的控制释放、生物组织工程
材料等技术领域，被同行专家称为国际生物材
料和药物释放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
会议之一。

讲效率更注重突破

“钟教授时间观念强，工作特别讲究效率。”
在实验室研究生张宁眼里，每天早晨 8 点到晚上

10 点都是导师的工作时间。“除了睡觉就在工作”
成为钟志远的工作素描。

在“靶向治疗”研究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过程
中，钟志远担任多项学术兼职。2011 年，钟志远又
多了一个“头衔”———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裁。

进驻企业，钟志远开始“真枪实弹”参与高水
平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做起了学术界和产业界
的联系桥梁。“产业化光懂技术还不行，需要正确
的管理理念，有效经营科研团队，包括筹集资金
也很重要。”

在国外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工作的经历，
让钟志远对国内科研水平的提升和科研氛围的
改善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鼓励科研人员锐意进
取，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钟志远看来，从造福社会和百姓健康的责
任的角度出发，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效益绝对远高
于发表学术论文。

但现实却是，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和药物控
制释放的研究周期长且投入巨大，对于技术和人
才要求都很高，实现临床运用也许要十年，甚至
更长时间。“虽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我和团队
会勇于创新、奋力前行，直至找到一种在治愈癌
症方面取得实效的纳米药物，将应用研究成果真
正推向临床，这是我们的突破。”

8 月中旬，钟志远赴旧金山参加“2014 年生物
大分子 / 大分子青年研究者奖”颁奖仪式，这位
在高分子科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
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亚洲科学家。

面对癌症治疗这个世界难题，钟志远和他的
团队将一如既往地坚定前行。

钟志远：致力突破世界难题
姻本报通讯员 姚臻

铀矿是核工业的主要原料，是国防工业和能
源工业等的物质基础。今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黄
劭显诞辰 100 周年，让我们再度走近这位中国铀
矿地质学的主要先驱者和开拓者。

黄劭显于 1914 年 7 月生于山东省即墨县一
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 年到北平上高中，努力读
书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
动。1932 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
帝大同盟”。1934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并
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
中表现积极。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离
开北平，到大后方甘肃工作了两年。1939 年，他到
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原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组成）地质地理气象
系地质学组复学。1940 年，他于该校毕业后，即献
身地质事业。解放前他先后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
矿产测勘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等
单位工作，在祖国西南、西北大后方进行区域地
质测量、填图及石油、煤炭、铁、铬、汞、重晶石等
矿产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首次发现铬铁矿

铬是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早年中国尚无铬
矿。黄劭显与同事到宁夏贺兰山北部小松山地区
调查磁铁矿时，发现了铬铁矿，填补了中国矿种
上的一个空白。此后他们又反复去该处深入调查
多次，提交了许多研究报告，发表了很多文章。其
中，他作为第一作者与杜恒检、卢振兴于 1948 年
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宁夏小松山铬铁矿及其
有关火成杂岩之初步研究》一文，是早期较全面
的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黄劭显在西北地质局任工程
师，曾作为技术负责人，率领 261 地质队在小松
山地区进行多次详细勘探，并提交了多份报告，
对中国各地区铬铁矿资源之勘探开发都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开拓铀矿地质事业

1955 年，黄劭显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简
称“二机部”，即今之“核工业部”），参与筹建中苏
合作的中国第一支铀矿地质队———309 队。苏方
地质技术负责人任总地质师，黄劭显作为中方地

质技术负责人，任副总地质师。该队主要负责中
南地区的铀矿地质普查勘探。

有一次，对于某地区一个铀矿床的成因问
题，黄劭显与任总地质师的苏方专家产生了意见
分歧，那位苏方专家仰仗他是因对苏联铀矿地质
工作有贡献而得过斯大林奖金的权威，就拒不虚
心考虑黄劭显的不同看法而一味固执己见，但是
黄劭显凭藉多年找矿经验和已经掌握的实际材
料，深信真理在手，也绝不轻言放弃。直到新的苏
联专家前来指导工作，才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
裁决，肯定了黄劭显的意见是正确的。黄劭显这
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的可贵精
神，深为人们所敬佩。

苏联专家撤走后，黄劭显独当一面，领导带
队继续奋战，在上世纪 50 年代发现若干铀铁矿
基础上，又于 60 年代在中国首先突破花岗岩型
和碳硅泥岩型两种铀矿类型，又找到很多铀矿。
我国正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提交了首批铀工业储量，建立了自己的首批
铀矿山，建成了自己的首批核工业基地。1964 年
10 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铀材料供应
方面黄劭显等也有一份功劳。

黄劭显由 309 队调到北京后，任“二机部”
三局副总地质师兼地质处处长。1972 年，“文化
大革命”后期他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恢复工
作，任核工业部第三研究所副总地质师，1979
年任副所长。

1980 年，黄劭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
员（院士），是铀质地质领域第一位，也是迄今为
止唯一的一位院士。

致力科研管理

在上世纪 80 年代，黄劭显为铀矿地质科
研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确定研究
方向、培养研究队伍、组建研究科室等方面，
1982 年核工业第三研究所首次招收研究生，他
是首位研究生导师。

他还参与创办了 《铀矿地质》《放射性地
质》等学术刊物并担任主编，使科研成果尽快
发表，他们的不少成果都得了奖。他自己的项
目研究也抓得很紧，例如，他总结了中国中生
代陆相砂岩型铀的成矿规律，提出了沉积与热
水复成因矿床的认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叔和主
编的总结性大典《中国矿床》一书中，黄劭显担
任了其中第五章“中国铀矿床“的主编，为这一
经典工程贡献了力量。

1989 年 8 月 10 日，黄劭显在北京病逝，他严
于律己、宽厚待人、慎密严谨、求真务实、清正廉
洁、淡泊名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崇高精神永
远值得人们学习。今年，他的原工作单位———核
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即原“二机部”三所）特编
辑出版《黄劭显院士与中国铀矿地质———纪念黄
劭显院士诞辰 100 周年暨逝世 25 周年》一书，表
示对他的深情缅怀和无限崇敬！

陶祥洛是中国第一代
神经外科专家，生前曾任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副院长。陶祥洛 1927 年
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195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
他是浙江省神经外科的两
位创始人之一。1957 年，陶
祥洛和浙江省第一位神经
外科医生朱焱一起，创建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陶祥洛
是浙江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的首任及第二任主
任委员，全省七成以上的神经外科医生是从浙医
二院神经外科培养出来的。

从医 56年，陶祥洛完成了多台“浙江首例”神
经外科手术，并曾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
员，历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 年 9
月 14日，陶祥洛在杭州逝世，享年 87岁。

1周年 2013年 9月 14 日，陶祥洛逝世

纪念册

“范艾伦辐射带”的发
现者、美国物理学家詹姆斯·
阿尔弗雷德·范艾伦（James
Alfred Van Allen）出生于美
国爱荷华州。

上世纪 50 年代，范艾
伦指导了美国第一颗人造
卫星“探险者 1号”的基础设
计和宇宙线探测器的研制
工作。1958 年，他在分析美国“探险者 1号”卫星的
观测资料时，确定在地球周围存在着大量被地球
磁场所捕获的带电粒子，从而发现了一个地球辐
射带，又称“范艾伦辐射带”。这是人造地球卫星发
射后的第一个重大科学发现。1984 年，国际空间
研究委员会授予他空间研究杰出贡献荣誉奖。
2006年 8 月 9 日，范艾伦在美病逝，享年 91 岁。

100 周年 1914 年 9 月 7 日，范艾伦诞辰

中国铀矿地质学的先驱黄劭显
姻潘云唐

谢
立
惠
：
出
身
大
家
的
雷
达
泰
斗

姻
萨
苏

先生

记忆

谢立惠先生的家庭很有意
思，如果要算起近代史上的世
家，他的家可算其中之一了。

面对癌症治疗这
个世界难题，这位
“2014 年生物大分子
/ 大分子青年研究者
奖”获得者，将一如既
往地坚定前行。

今年是黄劭显先生诞辰
100 周年，让我们再度走近这位
中国铀矿地质领域第一位、也是
迄今为止唯一的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