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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基金课题专家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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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学校的新校区一样，东南大学的新校
区也坐落于古都南京南郊的一片经济开发区里。
这里虽没有六朝风月沉淀下的历史沧桑，但也有
着一份独特的宁静与平和。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就在这座
安静的校园里。沿着学院教学楼的楼梯拾阶而
上，会看到旁边墙面上悬挂着的一幅题有“如月
之恒，如日之升”字样的书法作品。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出自《诗经》，当今的人
们常用它比喻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
但对这句话不熟悉的人看到“日”“月”二字，首先
想到的却很可能是浩瀚的天际。

虽然这种理解并不正确，但在这里却显得
很贴切。因为这座普通建筑，乃至这座校园本
身，的确和我们头顶上的宇宙苍穹有着太多的
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已经持续了整整 15 个年
头。

跟世界冠军“练球”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末开始说起。
1998 年，国际科学界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

事件。由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丁肇中主持研发的“阿尔法磁谱仪（AMS）”搭乘
发现号航天飞机腾空而起。

“阿尔法磁谱仪的主要作用是寻找太空中的
反物质和暗物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罗军
舟介绍说，此次实验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数据，但
并没有达到丁肇中的预期。他将原因归结于探测
器的探测能力不够，因此决定设计一个能力更加
强大的探测器。

这就是目前依然在宇宙中寻觅反物质和暗
物质踪迹的 AMS-02 探测器，正是基于这项研
究，东南大学开始和丁肇中共同开启探索宇宙中
最神秘物质的合作。

基于 AMS-02 项目研究的前沿性，丁肇中需
要在全球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寻找合作伙伴，中
国的高校自然也是他的潜在合作伙伴。然而，这
一工作最初在国内开展得并不顺利。

“当时很多高校都觉得这项工作有些‘悬’，
既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最终却不一定能获得
什么成果，学校本身事情就很多了，怎么还会有
多余的精力呢？”罗军舟回忆说。

然而，偏偏有人不这么看。这其中就包括了
罗军舟的导师，时任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

作为我国著名的计算机网络专家，顾冠群看
到了 AMS-02 项目背后巨大的研究价值。除此之

外，爱好运动、平时爱打乒乓球的他还有着另一套
更为“朴素”的理由：“丁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换
句话说，他就是‘世界冠军’，跟着世界冠军一起练
球，以后肯定能培养出世界冠军。”

2002 年，东南大学成为了国内第一所参加
AM-02 实验的高校。同年，以顾冠群为组长的
AMS 项目领导小组在东南大学成立，同时成立的
还有 AMS 专家组，以及一支兼跨无线电、电子、
计算机、自动控制、机械、物理、仪器、电气等学科
的科研队伍。

这并不容易。要知道，本世纪初正是我国高
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的时期，各个高校的教学和
科研力量并不富裕，为了一项很“悬”的工作而投
入如此大的精力，这在国内高校中并不多见。

从黑头发跑到白头发

从 2002 年签署合作协议开始，AMS-02 项
目就成为了顾冠群心中一份长久的牵挂。以至于
当 2007 年疾病缠身的他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
时，依然不断叮嘱自己的学生，一定要把 AMS 做
好，一定要让它上天……

四年后的 2011 年，顾冠群的遗愿终于实现
了———由东南大学参与研制的 AMS-02 探测器
顺利升空。也就在这一年，国内唯一具有国际最先
进水平的 AMS-02 数据处理与分析中心在东南

大学建成，开始迎接来自 AMS-02 传回的海量数
据，供中外科学家共同探索宇宙的起源。

“以 2011 年为界，AMS-02 项目可以大致分
为两个阶段。”罗军舟说，前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
探测器的研制。在这一阶段，除了东南大学率先加
入外，国内其他一些高校后来也参与其中；而随着
探测器的升空，项目主体任务转变为数据的存储、
整理和分析。凭借新建成的数据处理与分析中心，
东南大学几乎成为了之后国内唯一依然承担重
要职责的高校。

除了凭借硬件设备参与项目工作外，东南大
学还派遣科研人员到往瑞士 AMS 项目总部，在
丁肇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些年来，学校先后
有三十多位研究人员长期在瑞士参加 AMS 项目
的工作。”罗军舟说。

熊润群就是这三十多人中的一员。
熊润群在 2011 年前往瑞士并工作了一年多

的时间。“丁教授搞物理出身，计算机数据分析并
不是他的‘本行’。因此，要做一个大型的数据处
理，人手不够，而我所在的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在这方面恰恰是强项。”他说。

事实上，自东南大学与丁肇中团队合作开
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便是最主要的“对接单
位”，与丁肇中的接触和来往也最多。作为院长，罗
军舟在采访中感慨道：“从四十岁出头跑到五十多
岁，从黑头发跑到白头发，以前倒时差很容易，现

在已经倒不过来了。所以，我让我的学生乃至我学
生的学生继续跑。”

目前，在丁肇中团队中长期工作的人员中，已
经出现了罗军舟的“徒孙”。换言之，如果将顾冠群
比喻成东南大学 AMS 团队的第一代“家长”的
话，这已经是一个延续四代的“大家族”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大家
族”，丁肇中是如何评价的呢？

“这是我们的风格”

熊润群在与丁肇中共事的时间里，曾经听丁
肇中讲起过他对东南大学的印象。“他觉得东南大
学的人有一种很朴实的精神，就是肯干。我们来到
这里没有其他目的，就很纯粹地奔着一个目标去
努力”。

丁肇中的这种评价与罗军舟的“自评”如出一
辙：“我觉得我们比较实在，丁肇中想做什么，我们
就帮他做好，这是我们的风格。”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东南大学与 AMS
项目合作的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东南大学没有用
该项目主动申请过一个长江学者或其他人才计
划。“当然，我们会对项目进行相关研究，也申请了
很多项目课题，产出了大量成果。但我们从来没有
借此争取过一顶‘帽子’。”罗军舟说。

然而，这并不代表着除了科研课题，罗军舟和
他的同事们没有其他收获。

比如，熊润群在与丁肇中朝夕相处的那段时
间里，印象最深的便是丁肇中一丝不苟的工作作
风。“比如，每天下午 5 点必须开例会，出现任何问
题当场解决，绝不把问题拖到第二天……”

2011 年，就在 AMS-02 被放入航天飞机准
备发射时，丁肇中一个人在里面整整坐了 4 个小
时。“他反复思考每个细节是否准备妥当，有没有
一丝出现问题的可能。”这一场景深深地震撼了熊
润群，因为那一年，丁肇中已经 75 岁高龄。

“丁教授的这种精神，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
是一种影响和激励。”罗军舟说。

如今，通过 AMS 团队的努力，在证明暗物质
存在实验的 6 个有关特征中，有 5 个已得到确认，
对于最后一个特征的探索也在开展中。这样的成
绩自然少不了东南大学的一份功劳。

再过几个月，就将迎来顾冠群逝世十周年的
日子，作为学生的罗军舟也计划了一系列纪念活
动。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向老师汇报 AMS 的进展
情况，而如果老校长在天有灵，看到自己十五年前
的那个决定已经结出这样的成果，相信也会含笑
于天际吧。

丁肇中（左四）与东南大学 AMS 团队合影。 东南大学供图

当《中国科学报》记者走进北京工业大学生命
学院生物电子学及医学应用研究实验室时，很难将
眼前这个窄小拥挤的办公室与 2015 年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科技创新大挑战项目基金（简称“盖
茨基金”）得主之一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这个狭小
得只能放下四张办公桌的办公室，实验室负责人张
松却满心爱惜：“别看我们的实验室小，可是我们环
境温馨呀。”

230 余篇学术论文、1 本专著、20 余个软件著作
权、30 余个专利授权、约 20%的成果转化率，一个个
数字背后包含了多少努力，只有团队中的五个人自
己了解。

三十年的资源积累

张松、郝冬梅团队所获得的“盖茨基金”是由比
尔盖茨夫妇资助的。作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旨在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每年会收到
上千份项目申请，然而，最终只资助极小的一部分。

“我们在 2015 年 1 月第一次提交关于‘利用子
宫肌电预测早产’的项目摘要，4 月得到反馈要求我
们交项目的全文，8 月时，‘盖茨基金’告诉我们通过
审核了，之后是长达一年的答疑，最后到 2016 年的
11 月正式通过并签约，前后加起来将近两年时间。”
郝冬梅平静地描述了‘盖茨基金’申请的全过程。

在郝冬梅轻描淡写的背后，是该研究团队长达
三十年的积累。

“我们团队在妇产科检测技术的研究已经坚持
三十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思路和资源，”张松解释道，

“了解到‘盖茨基金’时，我们已经有很多想法了。”
在张松看来，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

队，团队中的五位老师各有侧重，定期进行头脑风
暴，在平时就攒下了许多实用的项目议题。

同时，团队在设定项目时，并不单纯考虑知识
点、技术点，而是把从技术、国际合作、应用、产品转
化、用户做通盘考虑。设定好项目后，他们立刻从众
多备选单位中筛选出了最合适的企业、医院和高校
进行合作。张松说：“我们用这种‘打群架’的方式，以
实验室小团队带动合作单位这个大团队，一起支持

‘盖茨基金’的比赛，很快就提交了两套方案。”
张松补充道，此次盖茨课题的获得得到了学校

开科发院、国际合作交流处、财务处、生命学院领导的

大力支持，离开他们的帮助难以获得落地，北
工大优质的科研平台是项目的依托和保障。

从最初的想法到最终的项目成型，其中
的每个环节都展示了团队三十年人力、思想、
技术、资源和经验的积累。

三代人的贴近产业

“从开始的 3600 份申请，到最后同一主
题只剩下 35 份申请，国内只有两份最终获
批，我认为我们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贴近产
业端。”张松自豪地说。

据了解，实验室最初是由张松的老师、国
内心血管脉搏波分析的奠基人罗志昌、伍时
桂等人创立的。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定位于
贴近产业端，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罗志昌就
发明一款心血管检测仪，产品一问世便成了北工大
电子厂的明星产品，年产值高达 2000 万元。

“实验室第一代的罗志昌老师就在做产业端，到
我上学的时候，张松老师也一直强调成果的产业价
值，现在我毕业也来到实验室，依旧注重成果的产业
转化，可以说，贴近产业是我们三代人的坚持。”张松
的学生杨琳解释道。毕业之后，杨琳就留在了实验
室，成为了团队里的新鲜血液。

这些年，张松、郝冬梅团队一直从事具备学术和
产业价值的研究，也一直在探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团队中有新的课题和想法时，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评
估，邀请医院、企业充分研讨产品的可行性、使用价
值、产品受欢迎程度和销售额。

张松指出，正是因为团队对妇产科的认识是从
学术到产业的多方面、多角度的认识，所以产品一经
推出，就立刻得到了业内的广泛关注。

实验室最成功的产品之一是一款妊高病监
测系统，它利用脉搏波血流动力学无创检测原
理，结合临床流行病学和血液流变学因素，对妊
高病进行监测。二十年前，团队在做实验时发现
了筛选妊高病的新机理，成功做出这一产品并
投入应用。目前产品的产值接近一亿元，国内市
场占有率高达 85%。

“我们的产品有科研价值、社会价值、产业
价值，这是我们三代人不变的传统和传承。”张
松总结道。

每个人的个性培养

作为研究者，张松、郝冬梅团队不断革新技
术、寻求突破，作为老师，他们的学生也早已遍布
海内外。在张松看来，培养学生最重要的是个性化
培养。

“不能只让学生从事学术研究，更要注重引导
他们成为高智商、高情商、高财商的‘三高’人群。”
张松表示，要对学生负责，而不是一味地让他们

“干活”。
当然，老师负责，学生也要对自己负责。
每年新生入校，张松都会和每个学生面谈，让学

生认识到学习要自主、自我驱动，把“要我学”变成
“我要学”。“这种转变太重要了，会改变他们整个学
习生涯，甚至是一辈子。”张松感叹道。

另外，张松团队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设计个
性化的教学方案，上课时，老师们就在摸索学生各
方面特点：擅长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喜欢独立
思考还是团队合作，接着，他们根据情况联想学生
发展方向，并规划培养计划。张松举例道：“有的学
生开朗外放、擅长合作，这时，我们会给他选择一
些和医学紧密相关的课题，或者帮助他们直接进
入医院实习。”

在张松看来，作为导师，要真正替学生的将来考
虑。学生会有学术压力，但他希望自己的学生“痛并
快乐着”，既学有所成，又开心生活。

提起宿舍管理员，
你能想到什么关键词？
打扫卫生？大伯大妈的
集合体？宁波大学本部
宿舍 9 号楼的管理员
陈恭清却在做好宿舍
日常管理工作之外，自
学了编程，当起“程序
猿”开发出了一套宿舍
管理系统，成为了校园
里的“网红”。

大伯很牛：
管理系统靠自学

打开页面，输入密
码，输入关键词，系统
立刻显示出楼宇住宿
情况和所查学生的专
业、年级、爱好……眼
前便捷的宿舍管理系
统让人刮目相看。“了
解系统的老师和学生
都给我点赞呢！”提起
自己独立开发的宁波
大学本部 9 号楼宿舍
管理系统，陈恭清有些
得意地说。

谈起开发该管理
系统的缘由，陈恭清记
忆犹新。有一次，一位
老师来找一名学生，因
为不知道学生的寝室，
只能花很长时间翻阅
纸质表来查找。于是，
陈恭清就想，干脆做一
个系统，把所有同学的
信息放进去分类整理。

简单的编程并不
能满足制作一个宿舍
管理系统的技术需求，
它还涉及多种软件。高
中未毕业的他闲暇时

就到网上看教程，自己动手操作，遇到不懂的
地方就请教楼里的学生。基于此，9 号楼的宿
舍管理系统被制作出来。

如今，在这个管理系统里，入住学生的姓
名学号、学院甚至班内职务、性格爱好都能一
键查询。除了名册上的信息，其他信息都是靠
陈恭清走访每个寝室得到的。为防止信息泄
露，他还专门设置了双重密码，保证了系统内
信息的安全。

涵盖楼内每位学生信息的管理系统，方
便了陈恭清的宿舍管理工作，也让学生为之
惊叹。

“以前发现宿管大伯忙到很晚才休息，后
来发现他竟然在编软件，当时感觉很吃惊。他
的管理系统涉及很多专业技术，而他本人高中
还未毕业，真是了不起。”住在宁波大学 9 号楼
的信息学院研二学生曾江辉说道。

大伯很潮：用QQ逛论坛，开发小游戏

虽是个“看门大伯”，可陈恭清却“潮”得
很，之前“偷菜”管空间，后来“发帖”混论坛，还
学会了组装电脑。在新技术面前，陈恭清没有
落伍，而是跟紧了时代潮流。

在各种校园 BBS 兴起之时，陈恭清转战
其中。当时，一名陈恭清管理的宿舍学生是宁
波大学“白鹭林 BBS”的版主，这位学生偶然发
现，陈恭清经常会在“白鹭林”上面看帖留言，
表达自己的见解。后来，基于了解和信任，“版
主”在上课时甚至把他管理的版块交给陈恭清
代管。

“以前还自己做过 Flash，开发过小游戏，
不过都是自己玩。”谈起自己的“程序猿”之路，
陈恭清笑着说。

开发出宿舍管理系统后，陈恭清一时成了
校园“网红”，许多同学对他纷纷表示佩服和点
赞。“原来高手就在身边啊！”“厉害了大伯！”

“活到老学到老，值得我们学习”……

大伯有梦：和学生一起学习

从编程中找到快乐后，制作网页俨然已经
成为陈恭清生活的一部分。对这个管理系统他
并不满意，他说：“现在这个系统仍旧有很多细
节需要改进，等信息更新全面了，系统完善了，
就开始正式运行，希望在我们宁大学生社区的
各个片区都推广起来，这样我退休前的心愿也
就完成了。”

对此，宁波大学学生社区服务中心老师
何伟明表示，陈恭清的宿舍管理系统在花名
册的基础上，针对学生楼内学生情况作了细
化，可以为学院、专业数据统计、查询等提供
借鉴作用，完善后将考虑在宁大学生社区各
宿舍楼推广。

不过，陈恭清的梦想远不止于此。
“我还希望开发出是全校性的智能化管理

系统。”陈恭清说，“到时，一些管理工作可能就
很方便了，一切都可以在网上处理好了。”

谈起未来，陈恭清说：“活到老学到老，和
学生在一起心态会变得年轻，学习的动力也有
了，是他们影响了我。”

本报讯 日前，南开大学化学
学院教授叶萌春团队实现了简单
芳烃和广泛使用的芳基硼酸试剂
的选择性偶联反应的研究突破，克
服了传统联芳基化合物生产过程
中反应利用率低、成本高、环境污
染严重、反应产物不可控等问题，
可以方便快捷地构建各类联芳基
化合物。由于芳基硼酸试剂的稳
定、易得和低毒，这种催化剂控制
的选择性芳基化反应有望在医药、
农药和材料领域得到重要的应用。

该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并发表在材料与
化学类龙头期刊《美国化学会志》。
联芳基化合物在医药、农药、染料、
新材料等领域被广泛应用。长期以
来，发展简便、高效的联芳基化合
物合成方法一直是有机合成研究
的热点。传统合成方法存在步骤
多、废物排放多等缺陷。简单芳烃
原料价廉易得，且反应原子利用率
高、环境污染少，通过简单芳烃碳
氢键直接进行芳基化反应来构建
联芳基化合物逐渐得到了更多的
重视。但芳烃中的碳氢键不仅有相
对惰性，难以直接反应，而且数量
多，性质相近，对它们的选择性偶
联是当下面临的关键难题。

受以往反应底物中的一些酰
胺官能团可以对反应选择性起到
重要影响的启发，叶萌春研究团队
大胆设想，能否将酰胺类结构作为
配体引入到反应体系中，从而有效
控制反应的选择性，实现催化剂控
制的通用性偶联呢？

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团队
最终发现包括 N，N- 二甲基乙酰胺
在内的多种酰胺化合物均可以促进
甲苯和芳基硼酸的高对位选择性芳
基化反应，其中 N,N- 二甲基甲酰胺

（常用有机溶剂，约 30 元 / 升）的控
制效果最好。在最优反应条件下，甲
苯与多种取代的芳基硼酸均能高效
偶联生成联芳基化合物，且邻 / 间 /
对位选择性高达 0.5/0.9/98.6，反应
的收率最高达到 90%。除甲苯外，
其他单取代芳烃，如乙苯、异丙苯、
氟苯、氯苯等，以及二取代和多取
代芳烃同样适用于该体系，得到对
位选择性芳基化产物，显示了该方
法的广泛实用性。

“该反应条件温和，操作简单，
底物适用范围广，可以用来方便地
合成各类取代的联芳基化合物。通用的催化剂
控制方法不仅避免了之前诸多底物控制方法的
局限性，大大拓展了反应的底物和产物范围，而
且为进一步实现其他位置的选择性调控和其他
类型反应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叶萌春介
绍道。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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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望苍穹十五年
———东南大学与“阿尔法磁谱仪”项目合作 15年纪实

姻本报记者 陈彬

团队风采

科研需要“打群架”
———记北京工业大学生命学院生物电子学及医学应用研究实验室

姻本报实习生 阚凤云 记者 陈彬

实验室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