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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来说，科研合作一直能带来好运气，包括今
年1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论文，也包括去年
8月他获得的澳大利亚科学最高荣誉尤里卡奖。

今 年 5 月 ， 澳 大 利 亚 研 究 理 事 会
（ARC） 公布了五个获准成为国家重点研
究基地的科研团队名单，悉尼科技大学教
授金大勇团队位列其中。这个集合了两所
大学、六家企业研究资源的团队，成为了澳
大利亚首个医疗仪器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国
家重点研发基地。

金大勇把这次申请的成功归功于合作
带来的资源整合。对于他来说，科研合作
一直能带来好运气，包括今年 1 月发表在

《自然—通讯》杂志上的论文，也包括去年
8 月他获得的澳大利亚科学最高荣誉尤里
卡奖。

虽然自身科研能力也足够硬，但金大
勇一直对他的团队强调说：“我们可能不是
最好的科学家，但要做最好的合作者。”

尤里卡交叉学科创新奖的获得者

2015 年 8 月 26 日晚，澳大利亚悉尼市
政厅灯光绚丽，科研精英、政界要员、社会
名流集聚一堂，参加尤里卡奖的颁奖晚宴。
在澳大利亚，尤里卡奖是家喻户晓的科学
最高奖励，其颁奖晚宴常被称为“澳大利亚
科学界的奥斯卡颁奖礼”。

当晚的重头压轴好戏是尤里卡交叉学
科创新奖的角逐。最终，刚刚从麦考瑞大学
调任到悉尼科技大学的金大勇和他的两位
合作伙伴获得这项殊荣。这个团队以其所
研发的上转换 SuperDots 技术的突破和它
在疾病早期诊断、生物靶向医疗、防伪数据
存储和纳米光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赢得
了评委和观众的青睐。

与金大勇共同获奖的合作伙伴之一是
彼 时 刚 刚 调 任 南 澳 大 学 科 研 副 校 长 的
Tanya Monro，这位金大勇的老朋友，也是
刚刚公布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合作力量
之一。“其实，真正好的合作伙伴寻找起来
并不是特别容易。”金大勇说，“首先要投脾
气，要有共同的目标和理念。我一直说，要
先做朋友，再做合作者。”

金大勇的研究以光学仪器及其应用为
特色，此次成功申请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
主要做生物技术和医疗仪器研究。“原来，
糖尿病患者测血糖需要去医院，但现在有

可携带的小型血糖仪，在手指头扎一下就
可以检测血糖高低。再比如，现在的智能手
机能测你的心律、心跳，市场上流行的可穿
戴医疗仪器，能检测你走了多少步、睡眠质
量如何等。如今，随着老龄化加重，医院的
压力越来越大，医疗诊断的小型化、家庭化
是大趋势。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个方向。”金
大勇介绍说，新的研究基地主攻方向就是
要把最新的科研技术集成到医疗诊断检测
仪器上。“包括癌症的诊断检测，比如前列
腺癌可以通过尿样来检测。还有在西方现
在对吸毒驾车有检测需求，但现在测量的
准确率和可携带性都达不到要求。做这样
的研究需要我们团队与其他科研力量和企
业有更大范围的合作，采众家之所长，将技
术整合到医疗检测仪器的研发上。”

通过合作来转型

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理念加重了金大
勇与外界和产业界合作的需要。这种理念
来源于他的学习和研究经历。

2003 年 7 月，金大勇放弃了在中国科
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的学习机会，来到澳大利亚与妻子 Lisa 团
聚，并师从时任麦考瑞大学科研副校长的
教授 Jim Piper 攻读博士学位。

Jim Piper 是澳大利亚知名的激光物理
学家，他的研究团队承担过悉尼奥运会和
雅典奥运会火炬核心部件的制作。他也鼓
励金大勇做更多实用性的科学研究。当时，
金大勇很看好生物医学仪器的前景，于是
决定将新型流式细胞仪的开发和研制作为
他的博士课题。

2006 年 7 月，他以一项时间分辨流式
细胞仪的国际专利和三篇学术文章顺利毕
业并留校，2008 年拿到了麦考瑞大学研究
员的称号和资助，开始创办先进细胞仪实
验室。2010 年，金大勇拿到了澳大利亚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研究员项目和国际合作
奖，带领他的四名博士学生致力于开发时
间分辨技术，来实现“大海捞针式”的早期
诊断技术和光学编码技术。

2013 年初，金大勇被学校晋升为高级
讲师，不到一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他成功

得到了两笔大型的公司合作资助，让他得
以和三家公司一起合作，开发癌症的早期
诊断技术和传染病 DNA 的快速检测技术。
2014 年，金大勇获得主持了一项大型仪器
项目，并取得了澳大利亚基金委的未来科
学基金。他和 Tanya Monro 联合发起了纳
米生物光子学实验室，成功获批 3800 万澳
元的长达七年的资助。2015 年初，金大勇接
受了悉尼科技大学首席教授的聘书和高达
800 多万澳元的科研启动经费，组建新的交
叉学科研究团队———生物医疗材料和仪器
研究所。

“我们团队研究的学科跨度很大，从物
理光学到化学材料，再到细胞生物学。说实
话，每次做跨学科研究的过程都很痛苦，但
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能学到新的东西。”金
大勇说。

今年 1 月，金大勇团队的一项重要成
果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这项成果
解决了多功能纳米探针材料的可控、可重
复和高效率合成的技术难题，为新型材料
制备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思路。论文发
表后，很多人问金大勇，为何一直以光学仪
器及其应用研究为特色的他，短时间内会
在材料合成领域取得突破？金大勇总是回
答：“我们跨领域速度快，其实是因为学得
快，建立合作比较快，我们常常通过合作来
转型。”

多年科研的经验让金大勇清楚地认识
到，他的团队适合做交叉学科研究，适合与
产业、与国际进行合作。“我把这个理念灌
输到团队精神当中，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
还是那句话，我们可能不是最好的科学家，
但要做最好的合作者”。

“我在培养未来的合作伙伴”

作为导师，金大勇带学生也秉承“合
作”的理念。他有句话常挂在嘴边，那就是

“不做老板做教练”。“对于我的学生，我不

想他们因为要为我、为团队完成什么而去
做研究，而是反过来，他们有什么想法，我
尽力帮助他们去实现”。

金大勇常对学生说：“做研究就像学车
一样，你是驾驶员，你来掌握方向，决定要
加速还是减速，我顶多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上，帮你看看地图、指指方向。你相对可以
独立的时候，我可能就坐到后排去了。”

金大勇从不喜欢被叫作“老板”。“我也
不像‘老板’。”他笑着说。作为教练的金大
勇，在每年年初都会帮学生树立一个清楚
明确的目标，每一周给学生分配任务，“没
劲了就给他们鼓鼓劲”。“前几年我们资源
比较少，做项目比较节省，不是什么想法都
能放手去做。这几年情况好转，学生有好的
想法，我们会好好讨论，制定计划，我负责
给你他们提供‘枪和弹药’，他们去做。给他
们好的方向、好的装备和条件，必要的时候
做做心理疏导，这就是我的作用。”金大勇
说道。

金大勇并不是特别在意学生究竟对团
队作出了什么贡献，而是更期待通过研究
项目和科研工作把他们的能力培养出来。

“我常对学生讲，我最希望的是，你从实验
室出去之后，我们能成为朋友和合作伙伴。
换句话说，我更像是为自己培养未来的合
作伙伴”。

如今，金大勇的研究团队的合作伙伴
既有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其他高校和企
业，也有中国、美国、新加坡、法国、德国等
的科研机构和人员，他们的合作跨校、跨
国、跨学科。尤其近些年，金大勇与国内研
究团队的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

“现在，我们有 70%~80%的合作来自国
内，包括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等建立
的密切合作。”金大勇说，新的国家重点研
究基地成立后，他还要寻找更多的合作伙
伴，期待未来能与国内的研究者建立更为
密切的合作交流。

热点人物

95岁教授获中国最美女医师终身荣誉奖

6 月 19 日，首届“中国
最美女医师”评选最终名
单在上海揭晓，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95
岁的朱南孙教授获得中国
最美女医师终身荣誉奖。

朱南孙已行医济世 75
周年。如今，一头银发的她
仍在尽其所能，传授朱氏
妇科“从合守变”之学，坚持每周坐诊，为病人解决病痛。

朱南孙是上海医院中第一个独立中医妇科的创建者
之一，是朱氏妇科第三代传人，享有“三代一传人”的美誉。
朱氏妇科由朱南山始创于上世纪初，至今已历百年。据悉，
朱氏妇科在诊疗不孕症、闭经、痛证等方面疗效卓著。

首届“中国最美女医师”评选活动由中国女医师协会
于 2015 年 7 月启动，目前中国女医师人数已接近全国执
业医师总数的 50%，该奖项是为激励和促进培养更多的创
新型、学习型、知识型女医务工作者设立的。在此次评选
中，瑞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赵维莅、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
液肿瘤科主任陈静等 20 名女医生成为首届“中国最美女
医师”。

何江：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上的中国面孔
姻刘爱华

北京时间 5 月 26 日，哈佛大学 2016 年
毕业典礼上，来自中国的学生何江，作为优
秀毕业生代表之一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
讲述中国故事。而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
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成为第一位享此
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与他同台演讲的，还
有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从“郭奖”得主到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人

七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何江，带着象
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最高荣誉———

“郭沫若奖学金”的光环，来到哈佛大学继
续深造。初到哈佛的何江发现，校园里经常
能偶遇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学术“大咖”，而
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原来都是在教科书
里才能看到的。

随着留学生活的展开，在课堂上、讲座
中，何江发现，学生可以大胆地对“大咖”们的
观点提出质疑，相互讨论，还能与他们相约一
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谈论学术问题，时
不时地还会受到他们的鼓励。在这样的环境

中，学生成长得很快，也变得非常自信。
正是在一位教授的鼓励下，何江决定

申请毕业演讲的资格。经过精心准备，何江
凭借比较新颖的题材和流利的英语口语一
路过关斩将，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脱颖
而出。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程序
很严格，要通过 3 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
人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 12 名入选
者中挑选 4 人，申请者可以对着演讲稿念
稿；第三轮，从 4 人中选出 1 人，进行脱稿
模拟演讲。最终，校方从申请者中各选出一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何江的准备很充分，从题材到具体内
容，细细打磨，加上多年苦练的流利口语，
顺利入选。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台上，华
人面孔很少，而几乎被文科生占据的演讲
舞台，理科生更是凤毛麟角。何江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想让美国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
的声音”。演讲中，何江从科技与知识在社
会的不均衡分布入手，结合自己的成长经
历，阐述了对于科技的思考。“在未来，我相

信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在类似的舞台上
发出中国声音”。

“大学教会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时间退回到 2005 年，何江高中毕业，
坚定地报考了以学风淳朴著称的中国科
大。入学的前两年，根据学校教学要求，生
物专业的何江学习了很多数学、物理学科
的专业课程。当时的何江很有些不解，多
年后，当远在大洋彼岸的他攻读博士学
位，将研究方向定为跨学科领域的生物物
理研究时，他在中国科大打下的扎实的数
理基础优势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一个人的求学过程中，大学阶段是
塑造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何江在
中国科大的四年，学业上精进勤勉，课余
广泛涉猎各种社团活动。

大二时，作为中国科大学生自然保护
协会的一员，何江跟随社团前往江西鄱阳
湖湿地进行越冬水鸟调研。那是他第一次
参与野外考察，缺乏经验的他，与团队紧密
配合、努力学习。那个冬天，何江与团队记
录了很多珍稀鸟类的行踪。在与保护区村
民接触的过程中，他也深深地了解到科技
知识在普通大众中传播的重要性。

直到今天，何江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依旧
非常关注。就像他在毕业演讲中所说的，“比
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
创新。但我们的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
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

何江在哈佛的导师，是 34 岁就晋升哈
佛大学正教授的青年科学家庄小威，二人
本科都毕业于中国科大。“在她身上，我深
切感受到什么是对科研的热情和喜爱，这
是一脉相承的科大血液”。

科学知识可以随时学习，而科学精神
的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个人发展至关
重要。何江一直心怀感激，“大学教育对我
的影响，除了学业成长外，最重要的就是教

会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了自己的兴
趣所在”。

将压力转换为动力

1988 年，何江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
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在那个经济相对比
较落后的地区，何江的父母都很重视孩子
的学习。每天晚上的“睡前故事”是父亲给
孩子的必修课，而必修课的主题，就是“好
好学习”。在父母的影响下，何江始终明白，
教育和不断学习的重要性。

2005 年，互联网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
发展期。城市里的孩子，家家几乎都拥有了
电脑。而何江在上大学之前，连电脑都没怎
么“摸过”。大一下学期，学校开了一门计算
机程序设计课程，连键盘都不怎么会用的
何江，学习的困难可想而知。

怎么办？克服困难，将压力转换为动
力。何江找同学借了一个键盘，整整一个月
的时间，何江有空就在宿舍里用键盘拼命
练习打字，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主动向同学
请教。学期末，何江这门课得了高分。

“一个人只有了解、认清了自己，才能
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成长于一个经济
都相对落后的地方，何江对很多新鲜的事
物都“不懂”，而恰是因为“不懂”，更加促使
他主动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取长补短”。

刚到哈佛时，何江一口“中国英语”，为了
找机会练习口语，他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
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
气，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
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种方
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
纯正的“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
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哈佛毕业后，何江将前往麻省理工学
院从事生物工程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利用
2D 或 3D 打印肝脏细胞技术，进行药物筛
选、疾病模拟以及癌症早期的灵敏检测。

6 月 6 日，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举办的“第十六届国
际 化 学 计 量 学 大 会 ”

（CAC2016）上，国际化学计
量学科学委员会常任委员
会 主 席 Lutgarde Buydens
隆重颁发了本届“化学计量
学终身成就奖”，中南大学
教授梁逸曾是本届唯一获
此殊荣的化学计量学家，是
继 湖 南 长 沙 举 办 的
CAC2015 会议颁发给中科院院士俞汝勤的又一中国人。

梁逸曾师承俞汝勤，近二十年来发表科学论文被美国
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 400 多篇，SCI h- 指数为 45，SCI
引用超过 10000 多篇次，单篇 SCI 引用最高次数为 626
次，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曾首次在国际上提出有关
白灰黑分析体系的分类概念，受到国内外同行高度认可与
好评，中药指纹图谱技术的研究成功应用到中药质量控制
中，近年又提出广义灰色分析体系以及基于集群分析的思
想开发化学建模新算法来解决存在的分析化学问题。

“化学计量学终身成就奖”是从第十二届国际化学计量
学大会（CAC 2010，匈牙利布达佩斯）开始设立。该奖项由国
际化学计量学科学委员会组织评选、颁发，以表彰为国际化
学计量学作出杰出贡献者。

梁逸曾获化学计量学终身成就奖

6 月 17 日，著名行星
天文学家、中科院南京紫
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
病逝，享年 77 岁。

王思潮，广东潮安人，
1957 年作为广东省高考状
元考取了北京大学地球物
理系天体物理专业，毕业
后来到南京在紫金山天文
台工作。

工作时，王思潮从事行星科学以及陨石相关方面的研
究；退休后，王思潮出于个人的兴趣，从事 UFO 方面的研
究以及科普工作。

王思潮的热心，从他的微博上也可以看出，国内一
旦在某处发现不明飞行物时，均会有读者将信息转给
他，向其求证。而王思潮也会不厌其烦地作出解释，有时
一解释便是几页纸。在王思潮创建的一个微信群中，6
月 14 日中午他还向大家分享了一篇名为《太空发现神
秘闪光瞬间爆发能量》的文章，而下一条信息便是 6 月
17 日别人发的讣告。

听闻王思潮逝世，网友们在他最后一条微博的评论处
留下百余条留言：“他只是到星星上去了”“到平行宇宙那
边继续研究”“再也看不到您的微博动态了”……

77 岁行星天文学家王思潮逝世

姻本报记者 张文静

金大勇
做最好的科研合作者

金大勇

“当我能够
为将这些知识
传递到我的村
庄贡献力量时，
我的内心第一
次有了一种作
为未来科学家的
使命感”。

栏目主持：周天

何江

6 月 14 日，我国著名
神经遗传病和帕金森病学
家、国内神经遗传病研究
的神经病学名家、国内神
经遗传病研究的奠基人之
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教授刘焯霖病逝，享年
87 岁。

1949 年，刘焯霖考入
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在中山一院神经科工作，
1980 年至 1990 年任神经科主任及神经病学研究室主任。
1991 年 64 岁的刘焯霖随家属办理了移居美国手续。但
1994 年接到原单位一纸书信召唤后，他只身回国继续从
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1997 年正式办理离休手续后仍
坚持每天出诊。这次病倒前一个星期，他还在医院出门诊。

刘焯霖历任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会神经病学组组
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神经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
学会广东分会医学遗传学会常务委员等职。因在帕金森治
疗领域的卓越贡献，被誉为“帕金森斗士”。曾被中华医学
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授予帕金森病
终身成就奖。

从医 62 年来，刘焯霖曾为病人献血接近一万毫升。而
他的严守医德，在中山一院和广大病人中也是有口皆碑。

87 岁神经遗传病学家刘焯霖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