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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来之不易。对像我这一年龄段的中青年建筑师而言，梁思成建筑奖更
是一种鞭策和激励，要在创作实践中不懈地总结与探索，设计出更好的建筑作
品，这样才能回报社会及业内对我的肯定。”

一周人物

去年末，备受建筑学界关注的 2014 中国
建筑学会年会在深圳举行。会上，深圳市建筑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
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孟建民，荣获第七届梁思成建筑
奖。

梁思成建筑奖以中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
教育家，同时也是建筑大师的梁思成先生命
名，自 2000 年进行了首届评选，2001 年起每两
年评选一次，设梁思成建筑奖两名，梁思成建
筑提名奖 2～4 名。自设立以来，已有吴良镛、
张锦秋、何镜堂等 18 名杰出建筑师获得该奖
项。作为授予我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梁思
成建筑奖也被视为中国建筑师的终生成就奖。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孟建民
先生这样告诉记者：“得奖来之不易。对像我
这一年龄段的中青年建筑师而言，梁思成建筑
奖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要在创作实践中不懈
地总结与探索，设计出更好的建筑作品，这样
才能回报社会及业内对我的肯定。”

亚健康建筑

当谈及我国当代建筑创作出现的问题时，
孟建民从自身的健康状况出发说道，他曾经是
一个严重的哮喘患者，对空气质量比较敏感，
因此他非常重视健康问题。同时，他注意到世
界卫生组织的一次调查结果：患病人群所占的
比例是 20%，健康人的比例只占 5%，而剩下
75%的都是亚健康人群———处于似健康而非
健康的状态，介于患病与健康之间。

身为一名建筑师，他将对于人体健康的关
注转移到建筑身上，常常这样问自己：这栋建
筑健康吗？现实生活中看到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等特大城市新建的亮丽宏伟的建筑，他经
常会思考：这些表面光鲜的建筑背后，是不是
存在着亚健康情况？

生活中，常有媒体报道会场出现参会人员
睡倒一大片的现象，这样的报道易被人误解为
是报告内容乏味，提不起参会人员的兴趣所
致。但是，孟建民从建筑设计的角度进行分
析，认为这可能和建筑室内缺氧、新风不足有
关。除此之外，也会看到由于建筑设计缺乏人
性化的思考，公共场所的男女厕位比例安排不
当，出现女厕所前面排长队伍的尴尬现象，他
认为建筑师也是有责任的。

谈到这些亚健康建筑存在的原因，孟建民
认为与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建筑设
计行业出现了快题式设计、快餐式思考，加上
超常规的建造等急功近利行为，导致了现在很
多建筑出现量大质低的问题。

在孟建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之一
在于建筑师要真正将建筑落实到人身上，而不
是为了建筑而建筑———“这是建筑学的原始本
义，我们强调建筑服务于人。”

本原设计理念

基于上述的建筑创作问题，孟建民提出了
“本原设计”理念。用精简严谨的表述来解释“本
原设计”，可定义为：以“全方位人文关怀”为核
心理念，实现“建筑服务于人”的设计思想。

孟建民回溯十多年前带领团队开始研究
并设计新型医院，通过实践逐渐意识到要把关
注面由病人及医护工作者，扩展到探视人员、
陪护人员、后勤管理人员、参观培训人员等，
给予在医院里面所有人群全方位的关怀。

这也激发了孟建民对于建筑如何实现以

人为核心的思考。他将人类学思考的三个基本
层面引入到建筑中，从生物层面、社会层面和
文化层面上，提出了本原设计的三要素：健
康、高效与人文。

“健康”要素被孟建民排在第一位，因为它
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设计基本要素，但同时也是
现代人群最为关注和追求的目标。孟建民认
为，由建筑里面的卫生间设计可以判断一个建
筑师设计水准的高低。很多公共卫生间表面光
鲜，但往往需要借用大型鼓风机解决臭、湿、
暗、滑的问题。在他看来都是建筑设计的时候
考虑不到位造成的。又如一些地下停车场空气
污浊，即使建筑师按规范操做，很多管理者为
了节省运营成本会减少换气次数。“所以我们
提倡建筑师在作设计时，须同时考虑到建造和
未来的运营，建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建筑的
外表和内在等。”因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
地下停车场设计，通过设置下沉花园，引进自
然通风和采光，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也
创造了更加舒适和健康的车库环境。

“高效”被孟建民视作评价建筑性能的重
要要素，具体可以分成建造、使用、运行三个
方面。“高效”强调的是从投资、策划、设计、建
造、使用、运营、维护等多方面去考量建筑物
整体的生命周期。而在这点上，孟建民回忆起
多年前由他主创设计的合肥图书馆，由于经验
不足，做中庭未考虑温室效应，导致中庭积
热，增加能耗。采光、中庭、能耗大、温室效应
等问题普遍存在。吸取了这个教训，在进行安
徽省城乡规划展览馆暨合肥市规划展览馆（以
下简称“合肥规划馆”）的设计时，他为一个非
常大的会议中心设计了超规模的穹顶，采用百
叶方式的玻璃棚，可以通过自由通风将热风排
出去，即使在夏天也非常凉爽。

本原设计的最后一个要素———“人文”，在
孟建民看来是建筑在精神层面上得以升华的
关键要素。有很多青年建筑师会问他从业几十
年后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孟建民回答说他
的关注点从建筑外部转到了内部空间上，不仅
仅注重外部造型，而且更加注重建筑物的内部
空间和环境品质。

没有“最满意”

在不久前接受《世界建筑》杂志采访时，被
问到自己的设计中“最满意”的是哪一件作品。
孟建民表示没有“最满意”，只有“较满意”。“‘较
满意’还有进步空间，‘最满意’就故步自封了。”
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正是孟建民近些年“较满
意”的作品之一。这是由中国建筑学会组织的集
群设计，有何镜堂院士、崔愷院士、庄惟敏院长、
张利教授等知名建筑师联袂参加。

纪念馆的设计不仅面临着海拔 3800 米的
恶劣气候环境，同时还面临紧张的预算以及复
杂的地域、文化、民族、宗教、风俗等各方面的
问题，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当地藏民能不能
接受我们的设计”。方案最终采用了“一隐一
显”的策略，地面采用了非常简洁的石墙设计，
把主体空间隐入地下，同时，从藏民文化中提
炼出转经筒、酥油灯、玛尼石等元素，运用在设
计中。最终将灾难纪念转化为日常祈福，体现
了最高的人文精神。

聊到 2015 年的工作规划，孟建民表示一方
面要在“本原设计”理念上作更多的梳理，另一
方面将开展关于老年建筑方面的探讨。“我们长
期关注未来的社会发展，其中，中国老龄化问题
是即将面临的重点问题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作
好准备，积极应对老年社会这一趋势。”

深冬时节的陕西渭北黄土高原，西北风刮
过，寒意侵骨，但寒冷丝毫阻挡不住年逾八旬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旱作农业专家、全国劳动模
范李立科行进的脚步。

在位于合阳县甘井乡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渭北旱地农业试验地里，来回穿梭或蹲下站起
的李立科，正在跟踪测量试验地里露地小麦、预
留玉米空地的蓄水量数据。

年逾八旬，身患癌症 25 载，54 年的农村蹲
点，33 载的渭北躬耕，这些数字串起了全国劳动
模范李立科的一生。

他把一生都给了这片土地，黄土地也回报
给老百姓丰收的粮食。

里程碑式的人物

李立科曾经是陕西农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
的人物，他用科技手段解决了改革开放之初全
省的粮食缺口难题，著名作家陈忠实曾写长篇
通讯对他进行报道。

上世纪 80 年代初，陕西每年粮食缺口达 1.
5 亿公斤，为改变这一局面，省里决意在渭北高
原开辟“第二粮仓”，李立科临危受命，打起铺盖
来到了渭北旱原合阳县甘井乡。

甘井，这个当年被称为“合阳的西伯利亚”
的地方，说到它曾经的贫穷，至今李立科仍哽咽
落泪：“土地上不长庄稼，不产粮，吃不饱肚子的
人很多。有一个 60 多岁的老妇，自出嫁到这没
有吃饱过肚子；一个老汉一年穿一件衣裳，冬天
是棉袄，到了春天把里头的棉花去掉，到夏天把
里子拿出来补补穿。”

在这个当时人均年纯收入 35 元、口粮分不
到 300 斤、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李立科怀
着“让大家能吃饱肚子”的朴素信念，开始旱地
农业增产的探索研究。

为了解决旱地粮食的增产问题，他首先提
出了“以磷促根，以根调水”的方案，使当地的小
麦亩产由一百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了四五百斤。
随后，这一技术在渭北旱塬的 20 多个县被广泛
推广，此举使陕西一年增产小麦 8 亿多公斤！农

民终于吃上了饱饭。这项技术曾获得陕西省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

“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试验田里”

李立科深知，施肥只是解决了小麦由低产
到中产的问题，如何达到高产，关键还在水。然
而，水，已经困扰渭北旱原几千年了。李立科萌
生了采用覆盖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想法，他开
始着手这项技术的科研试验。

而正在这时，他的身体出了状况，经确诊患
上了左上颌窦鳞癌，且是中晚期。他闻之泰然：

“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试验田里，上面立个
牌子，写上‘李立科在这块地里种的小麦亩产达
不到 800 斤，望大家努力。’”

在各方面的关怀下，做完手术的李立科奇
迹般地又回到了甘井的试验田。1995 年，他研究
提出“留茬免耕秸秆全程覆盖”技术，试验田里
小麦亩产达到 437 公斤，玉米亩产达到 600 公
斤。这项技术不仅使粮食增产，节约了灌溉水，
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更给当地带去了无法估
量的变化。当吃饭问题解决后，农民们开始种烤
烟搞副业，有了多余的钱，又开始发展畜牧业和
苹果种植业，优化农田生态，如今甘井乡已经成
为合阳县最好的地方。

“总结李立科同志对北方旱农业研究取得
的重大成果，一是使渭北旱原粮食生产连上几
个大台阶，小麦从亩产百余斤到四百多公斤，玉
米亩产从二百多斤到七八百公斤以上；二是他
总结试验成功的旱作农业耕作技术整体提升了
中国北方旱农耕作技术，改变了传统农业固有
的旧观念、旧习惯，使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级干部
的科技意识、发展观念得到极大的提升；三是使
农业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再优化，使传统农
业到现代农业实现了革命性的重大变革，其贡
献是无法用数字来估量的。简单地说，这项技术
的推广应用使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翻了几
番。”合阳县领导评价道。

为了这“几番”，李立科曾携儿带女安家在
合阳，过着农民的生活；为了这“奇迹”，他辞去

了陕西省农科院副院长职务，不当领导搞科研；
他记不得孩子们的生日，但记得清工作笔记上
的一行行数字；雨中辗转为村民培训，骑车滑倒
在地，左腿摔得鲜血淋漓……

合阳的百姓无比感恩：“李院长（大家习惯
用以前的称谓）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人民科学
家，是百姓的‘活财神’。”

退休后仍坚守一线

时光如水般流过，退休对他而言只是名义，
李立科仍然每天工作，没有过节假日的概念，不
是去甘井乡蹲点就是去办公室整理资料。一年
中他有十个月都会去甘井，“一踏上这片土地，
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活了。”

近年来，他带着七八名来自学校和合阳县
农技部门的退休老同志，坚守在甘井基地，继续

着试验示范，统计各类测量数据，撰写材料，为
当地政府提供生产建议。这些老同志在他的影
响下，拿着只有千元的月工资，一年中有超过十
个月的时间工作在田间地头，从春到夏，从秋到
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由于资金、配套机械研发等问题，他倾注
半生心血的“留茬免耕秸秆全程覆盖”技术未
能进入生产阶段,为此他焦虑不已，不顾自己
的八旬病躯，往返在甘井试验基地、麦田和广
大农户之间，推广技术、指导生产，写材料，跑
有关部门。

“几十年的奋斗，让我体味了甘苦，更收获
了成功和幸福。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为此，我
无怨无悔！中国农业缺水严重，用留茬免耕技术
解决干旱地区农业问题是非常好的办法，我愿
终生研究干旱，服务农民！”老人说着，挥起了拳
头，语句铿锵有力。

脚下这片土地，他爱得如此深沉
姻本报通讯员张琳 记者张行勇

“一踏上这片土
地，我就觉得我整个
人都活了。”李立科，
这位当年的陕西农
业发展史上里程碑
式的人物，曾用科技
手段解决了改革开
放之初全省的粮食
缺口难题，退休后仍
然扎根在农村。

孟建民
让建筑设计回归本原

姻本报记者 张晶晶

熊幼翎（“农业诺贝尔奖”首位获奖华人）
素有“农业诺贝

尔奖”之称的瑞典皇
家农林科学院 Berte-
bos 奖日前揭晓。江南
大学首位教育部长江
学者熊幼翎教授因其
在过去 30 年中对调控
蛋白和肽在食品体系内作用的化学、物理及生
化机理的优秀研究而获奖。这是首位获此殊荣
的华人科学家。

熊幼翎教授为江南大学（原无锡轻工业学
院）食品专业 77 级本科生，1982 年大学毕业留
学美国，先后获得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硕士学位

（1985）和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89），1990
年康奈尔大学博士后研究结束受聘肯塔基大学
任教，1995 年获终身教授职称。

瑞典皇家农林科学院 Bertebos 奖从全球范
围农林科学领域具有非凡和重要贡献的学者内
提名挑选，每两年颁发一次。今年，该奖候选人提
名要求在食品科技、毒理学、或药学领域具有突
出贡献，无论是技术还是健康 / 营养价值方面都
有领先研究。与熊教授同获该奖的还有比利时鲁
汶大学 Jan Delcour 教授。

颜宁（获 2015 年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
日前，国际蛋白质

学会 （Protein Society）
将 2015 年“青年科学
家奖”授予清华大学医
学院教授颜宁博士，表
彰她在跨膜物质运输
的结构生物学领域所
做出的一系列杰出工作。

该学会网站发布的声明指出：颜宁博士独立
开展研究工作不到十年，但却在膜蛋白、特别是
跨膜转运蛋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出色成果，这其中包括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1 的
三维晶体结构。

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设立于 1989
年，每年颁给一至两位处于独立科研生涯早期（独
立领导实验室一般不超过 8 年）、但已对蛋白质研
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科学家。2004 年之前
的获奖者、包括第一位华裔获奖者施一公教授

（2003 年），绝大多数都已经入选美国科学院。颜宁
是该奖设立 27 年来的第 30 位获奖者。她将于
2015 年 7 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国际蛋白质
学会年会上领奖，并作获奖学术报告。

钟香崇（94 岁耐火材料专家逝世）
2 月 11 日，我国著

名耐火材料专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郑州大学
高温材料研究所主要
创办者钟香崇教授因
病在郑州逝世。

钟香崇，原籍广东
潮安，1921 年 11 月 21 日生于广东汕头。1941 年
毕业于香港大学。1949 年获英国里兹大学博士
学位。郑州大学高温材料研究所教授，洛阳耐火
材料研究院顾问。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学部委员）。他长期从事耐火材料科技工作，
解决了平炉硅砖和高炉砖等技术问题，为当时恢
复提高钢铁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钟香崇 1993 年当选为国际联合耐火材料学
会终生杰出会员。1998 年当选为美国硅酸盐学
会荣誉会士。2000 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熊榆（英国管理学最年轻终身讲席教授）
据英国 《华闻周

刊》报道，近日，年仅 33
岁的“80 后”中国籍学
者熊榆博士被英国诺
森比亚大学任命为纽
卡斯尔商学院终身讲
席教授，成为当今英国
管理学最年轻的终身讲席教授。

在欧美国家，终身讲席教授（Chair Professor）
是一个学科教授职称之上唯一的学术领袖，英国
对终身讲席教授的任命非常谨慎。

熊榆近年来为沟通中英之间的学术、教育与
科技合作作出突出贡献，为此，2012 年他还被伦
敦奥组委邀请担任奥运火炬手，成为唯一获此殊
荣的中国籍学者。目前，熊榆还是英国科技部中
英核心专家组成员中唯一的华人。

熊榆博士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计算机系，毕
业时获得欧美亚洲纽带项目奖学金，赴英国诺丁
汉特伦特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国约
克大学作管理学博士后研究，并在英国女王大
学、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任职。

从一名博士毕业生晋升为终身讲席教授，熊
榆仅用了六年多时间。

赵炳镇（研发体温发电技术获奖）
据韩媒报道，韩国

研发组研发的“可穿戴
体温电力生产技术”在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选定的“改
变世界的十大科技”中
荣获最优秀奖。该技术是利用体温产生的衣服
内外温度差发电。

报悉，韩国科学技术院电气电子工学系教授
赵炳镇团队将热电元件附着在玻璃纤维上，制
成可穿戴形状。该元件为长宽各 10 厘米的带
状，佩戴在手臂上，当外部气温在零上 20 度时

（与体温相差约 17 度） 会产生约 40 毫瓦的电
力。这是因为出现温差时，半导体内部便会产
生电流。这一电力可驱动半导体芯片。如将其
制成上衣大小（50×100 厘米），可产生约 2 瓦特
电力，供手机充电。

（栏目主持：周天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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