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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科研，但吴硕贤至今仍保留着吟诗作词、挥毫泼墨的
雅兴。他将自己的治学理念概括为“理纬文经织锦成”，即把治学当作编织锦缎，以理科知识为
纬线，以文科修养为经线，理与文交叉编织，相互融会。

吴硕贤：理纬文经织锦成

80岁核科学家陈达院士逝世

7 月 22 日，我国著名
核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陈达病逝，享年 80 岁。

陈达 1937 年 7 月出
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6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
理系。1964 年，早在原子弹
爆炸的 4 个月之前，陈达
就住进了莽莽戈壁滩，从
此开始了长达 30 年的艰
苦而危险的荒漠生涯。主要从事核试验诊断的核科学技
术研究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了核爆裂变威力在严重分凝
条件下的测试技术难题；创建了武器钚在较深燃耗时的
诊断技术和方法；创立了地下试验中子剂量的诊断方法
及解决了在铀本底严重干扰情况下放射化学诊断学的取
样系数技术难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为核爆诊断学的
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

多年来，他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各类科研项
目 50 余项，曾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部委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 6 项，
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 1 项。200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任中国科学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
委、副主任委员，在苏中国科学院院士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物理学会医学物理专业委员会顾问委员等职务。

今年，云南省红河州宣布第一批获得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标
识特许使用名录，红河县嘎他村村委会主任郭
武六带领的嘎他养殖专业合作社榜上有名。

就在去年，郭武六还喜获“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实践奖”。

“很多媒体都来到这里采访我，也开始
有更多人关注我们了，米、鸭子和鸭蛋都好
卖了，价格也有明显提高。”郭武六说，目前，
除了哈尼梯田的红米，田鸭蛋也开始进入电
商平台。

现在，郭武六最关心的是如何充分利用
哈尼梯田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和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优势，带领全村人走上
创业致富之路。

“把地种出花来”

现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GIAHS）科学咨询小组主席、长期负
责 GIAHS 中国项目实施的中科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闵庆文对郭武六有很深印象，去云南考察时
曾特意去过郭武六家。

郭武六在闵庆文眼中是一位“新型农民”：
有一定威望，并且思维敏锐、善于学习。

最初，郭武六是通过云南省红河州世界
遗产管理局局长张红榛介绍从县政协获得一
项扶贫资助。此后，他主动去参加一些活动和
培训。“他能把规模化经营、市场化意识、现代
化管理等引入农村，我们开玩笑说，现在需要
的种地的概念是‘把地种出花来’。”闵庆文
表示，郭武六不是简单地种地，他非常重视

种地之后的农产品深加工、销售。

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

在阿姆山脚下，水源很丰沛，就是在这一
片哈尼梯田上，历史上有名的土司头人吴蚌坡
曾因开垦梯田有功，被朝廷封为哈尼头人。

夏日，哈尼梯田更有一番独特迷人的景
色。走在梯田田埂上，看着这片让外人艳羡
的旅游胜地，但郭武六心里也越来越感受到
它的分量。

“虽然这里还属于贫困地区，但我们要
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发挥主观能
动性，进行创新致富。”郭武六告诉记者，他
组织成立合作社，采用分头喂养统一销售模
式，“老百姓只要出力出工就可以了，别的都
交给合作社统统负责”。

这种模式在张红榛看来，不仅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还能够提高农民保护梯田的积极
性。既是对传统模式的保护，又是脱贫致富
的路子。

稻鸭鱼共生，是红河当地传统。郭武六
介绍，当地老百姓一般都有养鸭的习惯，一
户人家只要养 50 只鸭子，一年下来就有一
万多元收入。

“另外，我们还将农户的老鸭子都回收到
外面去卖，特别是 3 年以上的老鸭子，因为可
以做药膳，通常能卖到 200 元一只。”对未来，
郭武六还有很多设计和想法，比如他想把鸭蛋
申请绿色认证，让老百姓获得更多收益。

“但这个认证标准好像只适合那些规模养
殖的。”郭武六希望有一天拿到绿色认证书，让
更多的人品尝到来自哈尼族的“礼品”。

7 月 19 日，在福建省福州画院，一场特
别的展览———“润物：吴硕贤、黄梦洁书画作
品展”拉开了帷幕。说这次展览特别，是参展
者是一对跨界组合，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硕
贤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与环境声学研究
领域的专家，黄梦洁则是一位青年画家。

对于吴硕贤来说，这样的跨界之举并不
是稀罕事。自小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在
诗词创作与书法艺术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已
经相继出版了《吴硕贤诗词选集》《吴硕贤书
法选集》《吴硕贤行书选》等著作。在吴硕贤
看来，科学与艺术从来不分家，艺术不但是
他相伴一生的爱好，还能为他的科研工作增
添灵感。

拥有文艺气质的理工学霸

吴硕贤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噪声控制学、
厅堂声学和声景学。他给自己的任务就是为
人们设计出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声环
境。但从事多年建筑技术科学工作的吴硕
贤，原来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

吴硕贤的父亲吴秋山是知名的作家、诗
人和书法家。受家庭的熏陶，吴硕贤从小便
喜欢诗词，十三四岁便能写下“苍苍荣木峰
巅立，汩汩悬泉天上来”这样的诗句。那时，
吴硕贤也曾立志成为一名诗人和作家。可是
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方撤走了科技
专家，国家号召青年学子向科学领域进军。
吴硕贤一腔热血愿以科学报国，便转而努力
研习理工科。1965 年，吴硕贤以福建省理科
状元、全国理工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
大学录取。那时的他意气风发地写下了“投
身学海寻珠玉，辟径书山采桂芝。收拾行装
期北上，前程似锦任驱驰”的诗句。

大学毕业后，吴硕贤先后被安排到西
安、南昌、福州等地的铁路局从事桥梁施工
与建筑设计等工作。1978 年，全国恢复研
究生招生，吴硕贤再次走进了清华大学建
筑技术科学专业的课堂，成为了一名硕士
研究生。

攻读硕士期间，导师让吴硕贤尝试去作
居住区布局对交通噪声影响的相关研究。吴
硕贤从此走上了城市声学研究的道路。当
时，国内有关城市交通噪声预测的研究几乎
无人问津。吴硕贤从最基础的数据测量工作
做起，为车流量、车流速度与声音强度关系
的计算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

吴硕贤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导师的肯定，
最终成为建筑学院留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的三位研究生之一。博士学习期间，他得到
了两院院士、建筑学家吴良镛和中国科学院
院士、声学家马大猷的指导。吴良镛引导他
研究城市建筑布局和规划对降低噪声的影

响，这需要有量化的依据。于是，吴硕贤用计
算机来模拟车流噪声，用计算公式预报噪声，
在这方面马大猷给了他重要的指导。最终，这
两方面研究的结合构成了吴硕贤的博士论
文。1984 年，吴硕贤成为了中国建筑界与声
学界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并在城市防噪规划
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

让建筑发出更多“中国好声音”

在研究中，吴硕贤发现，城市里很多建
筑设计都非常重视外观，但却往往忽略其内
在功能和品质，对建筑的声音品质更是缺乏
专门系统的设计。即使像音乐厅、剧院、会议
厅等对声音品质要求较高的建筑，有些却连
基本的隔声效果都不理想。如何设计出声音
环境更好的建筑，也成为了吴硕贤重要的研
究方向。

最终，吴硕贤带领研究团队研究出一套
“可听化”技术，即在建筑设计阶段，就可以
利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或者结合缩尺建筑
声学模型实验的途径，聆听建筑建成后逼真
的音质效果。

多年来，吴硕贤及其研究团队陆续承担
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广州大剧院、广州白云
国际会议中心等 70 多项工程的声学研究与

设计任务。在这些建筑的设计过程中，吴硕
贤融入了自己的创新理念和独特思考。

比如，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岭南大
会堂除了会议厅的功能外，同时还具备了高
标准音乐厅的建筑功能，这就源于吴硕贤

“一厅两用”的创新性设计理念。其实，在设计
之初，这座建筑并没有考虑音乐厅功能，但
吴硕贤发现，该建筑的体量和体型都很适合
做音乐厅。然而，一般情况下，会议厅要求的
混响时间要比音乐厅短得多，以保证开会时
声音的清晰度。如何既能满足会议需要又解
决听音乐的功能呢？

吴硕贤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混响
时间对厅堂内声音清晰度的影响并没有早
前认为的那么大，信噪比才是主要影响因
素。现代扬声器技术相比以前有很大发展，
它能较大地提高信噪比，可以满足开会的清
晰度，即使混响时间比较长，问题也不大。

于是，这座岭南大会堂不仅可以召开会
议，还成为了能够举办全国最高音乐奖金钟
奖的高品质音乐厅。“这就节省了建设一座
音乐厅的费用啊！”吴硕贤说。

吴硕贤还发现，很多音乐厅建筑在进行
声学设计时大多参考西洋音乐厅的标准，这
样的设计并不一定适合中国民族乐器的特
点。为此，吴硕贤和他的团队花了多年时间，

对二胡、扬琴、琵琶、箫、笛、葫芦丝等 30 多种
中国传统乐器进行声学测定，第一次为这些
民族乐器提供了声功率等科学数据，为香港
西九龙文化中心剧院及广东粤剧院民族音乐
厅等厅堂建筑的声学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依据，使中国传统戏剧和民族音乐在这些厅
堂中演出也能达到更佳的欣赏效果。

对人听觉的关怀

虽然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科
研，但吴硕贤至今仍保留着吟诗作词、挥毫泼
墨的雅兴。他将自己的治学理念概括为“理纬
文经织锦成”，即把治学当作编织锦缎，以理
科知识为纬线，以文科修养为经线，理与文交
叉编织，相互融会。

在吴硕贤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建筑学研
究领域本身就与艺术密切相关。“建筑学研究
即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而声学作为一门物
理科学，也与人的主观听音和音乐欣赏有关
系。”吴硕贤说，“声学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
是物理特性，对此人们研究得比较多，第二是
信息特性，因为声音能够传播信息，第三就是
声音有审美特性，人的听觉艺术是与视觉艺
术并列的。”

在科学与艺术的双重浸染下，吴硕贤还
受到启发，将他对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的感
受运用到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开始了对声景
学的研究。

“传统文学与艺术中处处可见由声音形
成的景观。比如，我发现《诗经》里就有 28%
的题目与内容涉及声景。”吴硕贤说，“包括

‘呦呦鹿鸣’，呦呦就是鹿鸣的声音；‘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关关就是鱼鹰的叫声，这
些都是很美的声景。还有大量的诗词都是
描述声景的，比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
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民族音乐中也有很多是以模拟声景为题材
的，比如 《空山鸟语》《雨打芭蕉》《高山流
水》等。”说起文学、艺术中的声景描述，吴
硕贤如数家珍。

在吴硕贤看来，过去人们长期与自然
界的动植物相伴，人们也天生喜欢自然界
的声音，高山流水、潮汐涌泉、鸟唱虫鸣，这
些都能触动人的内心，是构成乡愁的重要
因素。“所以，我们要美化人居环境，视觉和
声音景观都很重要。我对声景学的研究，就
是要把这些文学历史内容和科学技术融合
在一起，通过声景体现乡愁，向传统借鉴，
使得建筑师与规划师在设计规划人居环境
时更符合人性，体现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
人的听觉的关怀。”

为了这样的理想，年近七十的吴硕贤还
在奋斗着。

热点人物

郭武六：

红河梯田上的“新型农民”
姻本报记者 王卉

姻本报记者 张文静

陈敏华获世界肿瘤介入治疗大会金奖

近日，无国界肿瘤介
入治疗大会在意大利米兰
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百
余位肿瘤介入治疗领域专
家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
特设肿瘤介入治疗“开创
性贡献金奖”，北大肿瘤医
院超声科首席专家陈敏华
教授和世界著名顶级消融
治 疗 权 威 意 大 利 Tito
Livraghi 教授、美国 Mayo
Clinic 的 W Charboneau 教授获此殊荣。大会主席团称肿
瘤的消融治疗现在已经被肿瘤临床治疗正式接受，这是
极不容易的事情，这三位教授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得到
认可，故颁此金奖。这是十几年来这个学会首度颁奖。

陈敏华是国内最早开展射频消融治疗肝癌的专家之一。
在 2002 年第三届该学会上，她和团队发表的“肝脏大肿瘤消
融方案”曾荣获优秀论文。多年来，她带领团队刻苦钻研，使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肝癌消融治疗水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也使得中国肝肿瘤微创消融治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赵凯华获国际物理教育奖章

7 月中旬，在巴西圣
保罗举行的世界物理教育
大会上，国际纯粹与应用物
理联合会下属国际物理教
育委员会主席 Nitta 先生为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
凯华颁发了国际物理教育
奖章，以表彰他持续半个世
纪以上对中国和国际物理
教育的贡献。此为亚洲学者
个人首次获得此项奖励。

国际物理教育奖章是国际物理教育委员会设立的唯
一奖项，自 1980 年设立以来每 1~2 年颁奖一次，今年是第
24 次颁奖。

赵凯华 195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58 年在莫斯科大
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83~1990 年担任北京大
学物理系主任，1991~1999 年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在
50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撰写的 23 本各类物理教材在中国
大学的物理教育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1984 年，中国开始加
入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赵凯华是最早的组织者
之一。1994 年，他还在北京承办了第 25 届国际中学生物
理奥赛，扩大了中国物理教育的国际影响。

（栏目主持：周天）

草根数学天才余建春引关注

近日，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 CNN 在网站上刊
登了一位中国杭州下沙工
人的报道，当天，此条新闻
的点击率在美国的今日国
际新闻中排名第三。这位
工人叫余建春，他不久前
受浙江大学教授蔡天新邀
请，参加了浙大数学系的
讨论课。他有些拘谨地站
上讲台，演绎了五个数学
发现，其中一组是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判别准则。

CNN 的报道引起了《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外
媒的关注，这让余建春的故事很快传开。美国密苏里大学
研究卡迈克尔数的专家 William Banks 接受 CNN 采访时
说：“如果余的推导是正确的，那将是卡迈克尔数领域一个
激动人心的发现。”

被外界称为影片《心灵捕手》主人公现实原型的余建春，
毕业于新县职高，后来上了郑州牧专，读的都是畜牧专业，现
为物流公司包装工。四处打工的余建春每到一个新城市便去
探访当地的大学，以求证他的数学算法是否正确。在过去的
八年间，他曾向一些中国杰出数学家发送邮件，并附上自己
对卡迈克尔数的解答方法，但从未得到回复。直到浙江大学
蔡天新与他取得联系，并邀请他来到研讨会现场演示运用新
算法解答四道数学题。蔡天新表示，这种新算法极具想象力，
余建春从未接受过任何有关数论的系统训练或高等数学课
程，一切都源自他对数字的敏感和天赋。

今年年初，爱思唯尔 （Elsevier） 发布
“2015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
nese Researchers）榜单”，河南科技大学王明
亮教授、张玉玲博士入选，居河南高校首位。

“2015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的研究
数据来自爱思唯尔旗下的 Scopus 数据库，
入选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意味着该学者在其
所研究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其科研成果
为该领域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三跨专业”定方向

1977 年 8 月, 张玉玲出生于内蒙古赤
峰，本科就读内蒙古民族大学“园林花卉”专
业，研究生攻读本校“作物栽培与耕作方
向”，之后考取了西北农林大学，攻读“动物
生殖生理方向”博士，获临床兽医学专业博
士学位。

由“植物研究”转行到“动物研究”的这
段经历，张玉玲觉得，与她的爱人刘凤军博
士以及他的导师张涌教授（也是张玉玲的博
士导师）有着莫大的关系。

2002~2004 年，张玉玲几乎每个假期都
会不远千里，来到刘凤军所在的实验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业部家畜生殖内分
泌及胚胎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协助他做关
于山羊转基因克隆方面的课题。其中体细胞
核移植技术深深吸引了张玉玲，遂产生了攻
读这个方向博士的想法。

当她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刘凤军表示反
对，他担心专业跨度太大，影响以后的科研
生涯。

“但导师张涌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他

让我可以试一试。”最终，2005 年张玉玲顺利
地通过了入学考试及面试，拿到了博士入学
通知书。自此，她也踏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科
研求索之路。

科研成果“高被引”

提到科研，一向话少的张玉玲打开了
“话匣子”：“依据我院现有的科研条件，结合
自己以前的科研基础，寻找新契合点并加以
突破。我和学院其他几名博士共同出资近
20 万元建立了细胞工程实验室（现已获批

“河南省高等学校环境与畜产品安全重点学
科开放实验室”），将我院杨自军教授钼中毒
研究方向与本人研究的生殖生理学方向进
行交叉研究。”

目前，张玉玲共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 篇。其中有 5 篇论文被引用频
率较高，分别是：《体细胞核移植电融合方案
的优化》《植物凝集素对山羊乳腺上皮细胞
与卵母细胞融合效率的提高》《钼对精子质
量和睾丸组织氧化应激的影响》《以未加冷
冻剂法冻存于 -80℃和 -196℃下 3 年的耳
组织克隆获得了莆田黑猪胚胎》和《钼对小
鼠附植前胚胎体外发育的影响》。

“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科研工作是一件
前赴后继的工作，需要人不断地去探索和
攀登，也总有人会攀登到顶峰。”提到今后
的科研打算，张玉玲表示，未来将积极申
报各类项目，拿到项目经费，多参加国内
外学术交流，拓展自己的科研思路能把现
阶段的试验继续下去，以期获得更好的科
研成果。

张玉玲：

“转行”学者的科研人生
姻谭永江 段笑蓉

聚焦 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