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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公布的埃里克·萨姆纳奖得主名单中，终于出
现了中国面孔，他们分别是中国电子科技大学
的李硕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蔡宁。这是中
国高校教师第一次获此殊荣，他们也成为亚太
地区首获此奖的华人科学家。

据了解，该奖是为了纪念 1991 年任 IEEE
主席的埃里克·萨姆纳，每年评选一次，奖励对
世界通信技术发展有杰出贡献的一个人或一
个团队（不超过 3 人）。从 1997 年第一届评选
至今，全世界共有 30 位科学家获得该奖项，获
奖者分别来自美国、中国、英国、瑞士、法国、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

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位
获奖者———李硕彦。

漂泊异国他乡十八载

李硕彦从小就偏好数学，在台湾大学读的
是数学专业，后来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读的也是数学。

凭着勤奋、执着和天赋，在全额奖学金的
资助下，25 岁的李硕彦便拿到了数学博士学
位，并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讲授应用数学。

“当时，我一心只想去 MIT，这是我的一个
梦想。”李硕彦觉得是自己运气好，才如愿以偿
在 MIT 工作了两年。

但毕业就能在世界名校执教，显然并非
“运气”。后来，他又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
校任教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任职。

贝尔实验室是公认的当今通信界最具创
造性的研发机构，一个纯数学背景的博士在
这里显得有点不同寻常。“在他们看来，我是
个异类。”

但是，他坚信，正如高斯所说的“数学是科
学之王”，很多问题用数学理论可以很容易解
决，英雄总是有用武之地的。

进入公司不久，他就运用代数理论轻松
解决了一个困扰公司很久的、看似与数学风
马牛不相及的难题，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过人
之处。上司告诉李硕彦，“你为公司节省了
4900 万美元”。

虽然同事们对他刮目相看，但李硕彦还

是难以融入到公司主流。“我是华人，做得再
好也是‘外人’，他们对我们防得很紧。他们的
体系就好比那一级级楼梯，华人再努力也难
以爬上去。”

不是自己的土地，心也无处安放，总是有
着厚厚的隔阂。李硕彦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复
杂情愫。就这样，在美国学习工作了 18 年的他，
最终还是选择回到祖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服务。

回到祖国成就全新事业

“归去来兮。”李硕彦的这个念头一直在心
底不时泛起。

1988 年夏，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高
锟，来贝尔实验室做暑期顾问。李硕彦听说香
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要聘讲座教授，就
找到了高锟。两人相谈甚欢。高锟说工学院有
三个系，李硕彦都适合。

次年春，李硕彦前往中大考察。临回美国
时，高锟将一个装有合同的大信封给他，让他
好好考虑。

半个月后，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光纤
之父“爱才心切”，关切地问身在美国的李硕
彦：“你还来不来？”

李硕彦说：“来啊，你不是还要来贝尔做暑
期顾问吗？我想当面把合同给您，邮寄怕丢
了。”而当时，有些人即便是签了合同，也没有
赴港任教。

既然选择了方向，便只顾风雨兼程。1989
年 8 月 1 日，李硕彦就任中大信息工程讲座教
授，一干就是 25 年。

在香港，他创造了全新的事业，也创造了
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无论是红遍全球
的网络编码理论，还是代数交换理论，他都是
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研究出来的。

香港特区政府也对李硕彦厚爱有加，为其
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2009 年，他和同伴在香
港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资助下, 得到特区政府
超过 1 亿元港币的预算资助，这是香港政府历
史上最大一笔工科研究经费。

李硕彦是杰出的华人科学家，也是教育教
学方面的专家。他在中大一手创办的数学—信

息工程双学位专业（MIE），已经成为该校一个
品牌专业。学生也均以就读 MIE 而自豪，多数
毕业生都继续攻读研究生，“导师们都来抢学
生，因为他们既懂数学，又懂工程，是很好的培
养苗子”。即便是没有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
都去了银行等高收入行业。

在香港的 25 年中，李硕彦过得舒心顺
意，“这种心情和成就感，是在国外所不曾有
过的”。

“恭喜你们开创了新领域”

网络编码理论无疑已经成为李硕彦的代
表性学术成就，他匠心独具地将“蝴蝶网”这一
理论传播到世界各地。

通俗易懂的蝴蝶网，连中学生都能看明
白，但是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却是一个很偶然
的机会。李硕彦的同事“证明”了一个定理，就
来找他评判。当时李硕彦正在焦头烂额地忙于
自己的新书写作，没有足够时间去找“证明”的
错处。于是，他就试着举反例。在白板上画出了
恰好构成反例的“蝴蝶网”。他每天望着白板上
的蝴蝶网，深信蝴蝶网背后的基本原理一定是
很简单的“线性代数”。

他还认为，无论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蝴蝶
网都会是解释这理论的最好图例。于是，他撇
下手里的书不写，日夜思索近两个月，“有时梦
里也在想，醒来后摸黑在纸上写，第二天一看
横的、斜的、竖的都有。”这些潦草的字迹也只
有他自己能看明白。

1998 年，李硕彦和同事将成果发表。
两年后，第一篇关于“网络编码”（当时尚

未出现这个词）的正式文献发表在 IEEE 信息
论会刊。

2003 年，李硕彦、杨伟豪、蔡宁共同发表
《线性网络编码》论文，该文荣获 IEEE 信息论
学会 2005 年度论文奖，这是亚太地区大学历
史上第二次获得该荣誉。颁奖主席在贺词里
说：恭喜你们开创了新领域。

没错，这是香江边的几个中国人研究出的
原创理论。这一理论因其在网络传输、网络架
构、网络安全以及网络存储等学术与技术领域
的重要革命性影响，被公认为现代信息论的最
伟大贡献之一。

在网络编码提出以前，传统的通信领域
使用存储转发技术，信息原封不动地从一个
站点转到另一个站点，如果信息过多的话就
会有堵塞。而李硕彦和同伴提出的网络编码
理论则是在传输过程中对多站点传来的数据
进行特殊编码，然后打包进行传输，各个接收
站点各取所需。

李硕彦举例说，两座通信台想经过无线

中继站互相传送给对方一个信息，用传统的
存储转发技术需要四步程序才能完成，而使
用网络编码技术，就只需要三步，信号传输率
能提高 33%。

目前，网络编码理论已经在网络通信、网络
存储和网络电视服务等领域内得到了广泛应
用。“网络编码就像中国菜中所加的调味料，在
每道菜中都加一些，那就会是一桌盛宴。”李硕
彦解释，网络编码可以在现有的网络架构下，使
网络通信的容量提升一倍。

《线性网络编码》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
文献。“现在跟踪引用这篇论文的已经有一万左
右，每年增加两三千篇。”李硕彦当初没想到会
有那么大的影响。

李硕彦曾花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在代数交换
理论上，力图把深刻的数学理论应用于复杂的
路由交换通信网络技术应用。这一理论有望成
为网络交换技术新变革的潜在推动力，但是显
然没有网络编码理论的影响力大。

他不禁感叹：“人生很奇怪，有意栽花花不
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将余生贡献给中国的年轻人

“我夫人祖籍四川仁寿。”李硕彦用相当标
准的四川话说，自己和四川非常有缘，他在香港
中文大学曾经连续培养了三个四川籍的博士。

“我很早就认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乐民，
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子科大在电子、通
信领域很有影响力，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
长期的学术交流中，电子科大的师生、研究群
体、研究环境以及研究成果都给他留下了难忘
的记忆。

2015 年，李硕彦回绝了其他学校的邀请，
将自己教学科研的“主战场”从香港迁到了电子
科大，受聘为该校特聘教授。

其实，早在 2009 年 6 月，李硕彦就下决心，
要将余生贡献给中国的下一代年轻人。“中国是
人力资源大国，如果通过科技手段激发我们的
创造潜能，我们的国家还会不强大吗？”

几年来，他在两岸三地作了 70 多个公开讲
座，主要集中在大陆，有次在中科院一周就作了
7 个学术报告。他讲课通俗易懂，阐释理论深入
浅出，常带给听众醍醐灌顶式的顿悟和思考。

李硕彦是学纯数学的，却拥有 33 项美国
专利，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
自己的成功，在于用数学和数学思维去思考
工程问题。

“这中间有一座桥，桥的两岸一边是数学，
一边是工程，而我的一生，就不断地在这座桥上
往返。”他希望在电子科大培养更多精通数学的
工程师，或是娴熟工程的数学家。

李硕彦

李硕彦
将梦想播撒在祖国大地上

姻本报记者 张思玮 通讯员 陈伟

热点人物

近日，巴西
科学院在里约热
内卢举行 100 周
年庆典活动，其
间 公 布 了 2015
年度巴西科学院
院士增选结果 ，
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自动化研
究所研究员谭铁牛当选为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这是继 2014 年中科院院长、中科院院士白春礼
和中科院院士袁亚湘当选该院通讯院士之后，我
国又一科学家获此荣誉。

谭铁牛是国际知名的模式识别和计算机视
觉专家，2013 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14 年分别当
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TWAS）院士。

巴西科学院于 1916 年 5 月成立于巴西里约
热内卢。巴西科学院院士每年经过院士大会选举
产生，通讯院士是要取得公认的科学成绩并为巴
西科学发展提供重要合作的外国研究者。

谭铁牛当选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姜宗林获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地面试验奖

栏目主持：周天

美国航空航
天 学 会 近 日 公
布，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研究
员 姜 宗 林 荣 获
2016 年度美国航
空航天学会地面
试验奖，成为该
奖 项 设 立 40 多
年来首位获奖的
亚洲学者。2016 年第 2 期《空气动力学学报》以
特大喜讯的形式专文报道了这一消息。

AIAA 地面试验奖设立于 1975 年，旨在表彰
国际航空航天领域在地面试验等方面取得杰出
技术成就的科学家，是一个国际性航空航天大
奖。姜宗林此次以创立高超声速复现风洞技术，
研制成功 JF12 复现风洞而获该奖，表明中国在
航空航天地面实验技术领域产生了世界领先的
创新成果。

杨赛霓:从土木工程到防灾减灾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科学家的队伍中，女性向来是一道少见的
风景。在以缜密思维见长的交通科研领域，女
科学家的身影就更加少见。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
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从事综合灾害风险研究的
博士生导师、教授，杨赛霓无疑是女性科研人
员当中的“少数派”和佼佼者。

是什么原因导致她选择了土木工程方向？
又是什么原因让她决定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
回国呢？目前她的研究有哪些重点？近日，《中
国科学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放弃稳定待遇回国

如今，“70 后”不断在政治、经济、科研等领
域挑起大梁。毫无疑问，出生于 1975 年的杨赛
霓也是其中的代表。

上世纪 90 年代初，杨赛霓在东南大学交
通学院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因为成绩优异，她
获得了本校的保研资格，听从导师的建议后，
从桥梁工程研究转向交通工程。7 年的校园
生活转瞬即过，她原本计划在毕业后走上工
作岗位。

“当时的男友决定出国继续深造，为此我也
放弃了直接工作的打算，也决定去美国求学”，
杨赛霓说，她此后进入马里兰大学土木工程系，
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她还在美国联
邦公路管理局担任了助理研究员的工作。

在马里兰大学读博期间，杨赛霓就参与
建设过 CAPWIN 信息网络建模。这个系统是
将交通、通讯、安全等各方面的信息完全连接
在一起，可以对交通事故、路人等实现实时追
踪。一旦发生事故，管理者能通过这个系统协
调消防、医疗救护等服务，实现事发领域的全
面联动。

正是凭借博士期间的表现，杨赛霓之后在
美国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顺利找
到了一份教职，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

在杨赛霓看来，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安定，
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在她心目中，对
于这种过于稳定的生活有一种隐约的抗拒，

“人的生命有限，我们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
事情”。

在美国工作三年之后，杨赛霓选择回到北
京师范大学，加入了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
重点实验室。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是
一个以北方半干旱草地与农牧交错带及海岸
带为重点，将发展资源生态学和多尺度生态系
统动力学模型作为科学目标，在地理过程与可
更新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领域，开展多学科综合
集成实验研究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杨
赛霓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模拟研究团队中的重
要一员。

发力风险评估

回国以后，杨赛霓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区域多灾种损失评估的级联效应建
模”。这个项目通过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在多灾
种下的影响传播方式和经济损失过程，分析研
究区域多灾种系统中的级联效应。

“在单一灾害风险评价的基础上，综合考
虑多致灾因子之间、致灾因子与承灾体之间、
承灾体与承灾体之间、承灾体与社会经济系统
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级联效应，成为区域综合灾
害风险评估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杨赛霓说，
经过深入研究，她和团队建立起一套灾害影响
分析模型，通过模型对 2012 年北京“7·21”暴
雨灾害过程进行建模，模拟气象致灾条件下由
于暴雨造成的直接效应和由于道路积水造成
的次生灾害效应等。

“校验结果发现，我们提出的模型能够较
准确地捕捉到整个运输网络流量的变化。这也
为基础设施系统防灾减灾投资提供了科学依
据。”杨赛霓说。

此外，杨赛霓还主持过国家“973”项目“全
球变化与环境风险关系及其适应性范式研究”
的第二课题“全球变化与环境风险演变过程与
综合评估模型”研究。

经过研究，他们对多灾种—灾害链在复杂
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传递与放大效应进行建

模与模拟，建立一系列量化评估模型，通过时
空聚类模型对灾害群聚群发进行建模；通过二
分网模型对遭遇型的多灾种进行建模；并建立
了自然灾害下基础设施网络风险评估的模型
与方法。

杨赛霓等人以海南省为案例研究区，利用
过去 60 余年的历史台风数据进行分析。具体
来说，他们针对海南省的公路路网的风险评
估，首先在计算机中构造路网，然后收集 60 年
来的台风数据进行仿真，将台风的特点、登陆
地点、半径等模拟出来，分析其对道路功能如
可达性、行车时间等指标的影响，对路网的变
化进行评估，最终制定不同的应急预案。

加强国际合作

谈到国内外科研工作的不同，杨赛霓表
示，自己在国外工作期间做的是单一学科研
究，回国后则是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不同领
域的思路不一样，用不同的思路去考虑新的问
题就会产生新的火花，交叉学科就是要学会用
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杨赛霓说，加强国际合
作也是她当前的工作重心之一。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
究院成立的国际减轻灾害风险合作研究中心
在北师大启动。项目参与方主要包括中国、英
国、孟加拉和尼泊尔。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和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减轻灾害风险合作研究中
心负责承担项目在中国的具体实施任务。

该中心的总负责人就是杨赛霓。这个研究
中心的任务旨在通过推进减轻灾害风险主题
下的前沿课题与核心技术的合作研究，增进南
南合作中的学术与技术交流，帮助尼泊尔和孟
加拉为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的不断
发展，全球范围内防灾减灾形势日益严峻，尤
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自然生
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突出”，
杨赛霓介绍，未来中心将在以南南合作为基
础的国际性合作背景下，进行社区灾害风险
管理、灾害风险综合管理和风险与可持续发
展的主题研究。同时，这一合作也与国家“一
带一路”的战略相吻合，“我国在自然减灾方
面做得比较好，民政减灾走出去，把我们在减
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推出去作为窗口和桥
梁，是很合适的”。

5 月 19 日，
我国著名有机化
学家、化学教育
家，中科院院士，
南 京大 学 教 授 、
博士生导师胡宏
纹因病逝世。

胡宏纹 1925
年 3 月出生于四
川广安，1942 年 9
月进入原中央大
学 化学 系 学 习 ，
毕业留校任教，1954 年 7 月调至南京大学。长期
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有机合成新
反应、新方法和新试剂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成
就，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70 余篇。
所著《有机化学》于 1961 年被选为全国统编教材，
历经 50 余年再版四次，总印数超过 50 万册，成为
深受广大师生欢迎的公认经典教材，曾获国家教
委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91 岁有机化学家胡宏纹逝世

5 月 23 日 ，
欧洲分子生物学
组织公布了新入
选的优秀生命科
学家成员名 单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中国科学院
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高福
作为中国科学家
当 选 EMBO 外
籍院士。

高福长期从事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近
年聚焦于新发、突发传染性病原的跨物种传播以
及与宿主互作机制，关注全球公关卫生政策与策
略研究。在国际上率先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标
志性进展，研究成果发表在 Cell、Nature、Science、
Lancet、NEJM、PNAS 等国际最高水平的生物和
医学期刊。

EMBO 为国际生物医学界著名的非官方的
学术组织，成立于 1964 年，旨在推动整个欧洲乃
至全世界分子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合作和发展，
每年推举在生物医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科
学家为其成员，会员遴选程序非常严格。此前，当
选 EMBO 外籍成员的中国科学家仅有六位。

高福当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院士

在她心目中，
对于这种过于稳
定的生活有一种
隐约的抗拒，“人
的生命有限，我们
应该做一些更有
意义的事情”。

杨赛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