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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阴高鹤
自古以来，宇宙就是人们关注的对

象，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宇宙学
说。宇宙的“大”和人类的“小”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人生的长度和宇宙的年龄相比更
是相形见绌。可是，人们生活在宇宙中，宇
宙也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我们可以去漫步
太空，遨游宇宙。
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天体

物理教研室主任张同杰教授无疑是探索
先锋中的一员。与航天工作者不同的是，
张教授所研究的领域是天体物理学中的
宇宙学，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仰望星
空”的人，不断地求索和追随辽阔而深邃
的宇宙。
高鹤：宇宙在我们普通人眼里仅仅是

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在科学家眼里则是一
门严谨的科学，您正是一位研究宇宙学的
科学家，能谈谈两者的区别吗？
张同杰：两者区别很大。普通人眼里

宇宙的概念，一般是通过观看科幻电影或
者阅读科普读物、哲学所形成的。事实上，
科幻电影和科普读物也是根据自然科学
的一些知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
创作而成的，哲学也是直接来源于自然科
学。
科学家眼中宇宙的概念，是以宇宙整

体为出发点的。在时间上，宇宙的年龄大
约是 137亿年；在空间上，再过 10年或者
20年，天文学家通过光学望远镜、射电望
远镜或者其他更为先进的望远镜可能把
整个宇宙都观测到。研究宇宙学，目的是
想了解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过程等等，
也包括地球在宇宙学背景下是如何产生
的。这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去研究，从物
理的角度和化学的角度，而不是停留在朴
素的观念上。毕竟科学幻想与真正的科学
是有区别的，它们的科学性不是那么强。
当然，科学家也应该写一些科普作品，因
为宣传宇宙知识也是必要的。
高鹤：您是怎样走进天体物理和宇宙

学研究的？在求学道路上，有哪些人或事
给您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张同杰：我小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数

学家。我来自农村，当时条件有限，我没有
机会读高中，只读了中专———山东省平原
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后被推荐参加高
考，走进了山东德州师专（现德州学院）物
理系。虽然物理学也离不开数学，我当时
还是想过转去数学系学习。但是接触了更

多物理学知识之后，发现我对物理学更感
兴趣，特别是把物理学的基础掌握得更扎
实之后，反而觉得数学缺乏比较实际的东
西，相对来说较为枯燥。渐渐地我对天体
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3年考取了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研究生。从研究物理
学发展到研究天文学，其间跨度就没有那
么大了，因为二者关系较为密切，物理学
中很多理论都是从天文学观测总结而来
的。

在德州师专读书时，贺金玉老师（现
任德州学院院长）在人生目标的规划方面
的点拨和鼓励，使我终生受益，没有他的
指点我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在中科院
上海天文台读研究生时，宋国玄和沈有根
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引领我进入天体
物理真正的研究领域。此外，两位导师高
尚的人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也有很
大的影响。

高鹤：在天体物理方面，您有哪些重
要的研究成果？

张同杰：谈不上重要成果，我近几年
主要在两方面做了研究，一方面是宇宙学
的数值模拟方面，我们开展了弱引力透镜
方面的研究。在距离很远处有一个天体或
类星体等，它发出的光经过星系或者星系
团到达望远镜时，会发生引力透镜效应，
因而该天体或类星体可能会形成几个像，
如果背景是一个星系，星系的形状就会发
生变化，这是引力场的扰动造成的。目的

是为了确定宇宙中这些物质的含量，目前
能够观测到的宇宙中物质成分占了 30%
左右，其中包括用一般的电磁波能探测到
的重子物质，以及只能间接探测到的暗物
质，而另外 70%左右则是暗能量，是我们
目前很难直接观测到的组成部分。在我们
的银河系、星系团和大尺度结构形成的过
程中，它们是从早期很小的密度扰动，经
过了引力不稳定性慢慢从非线性阶段到
线性阶段而逐渐形成的。在经过非线性阶
段的时候，损失很多信息，我们观测到的
只是复杂的非线性阶段之后的结果。我们
通过小波技术，利用数值模拟出的图像，
能有效找回损失掉的信息，找回的信息越
多，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也就越清楚，这是
我们最近几年做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
和研究生于浩然关于这方面最近的研究
成果已经在国际著名刊物《天体物理（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杂志上发表。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从 2006年以来

一直做的一项工作国际前沿问题，即利用
哈勃参量数据对宇宙学模型进行限制。在
我们做这项工作之前，美国有一个小组，
通过利用星系的年龄而得到的数据，对标
量场的势进行了限制，但是他们没有把这
批数据用在宇宙学参量的限制上。宇宙学
参量就是指宇宙中物质占多少暗能量占
多少等数据情况，我们是国际上第一个把
这批数据应用在宇宙学参量限制上的科
研团组，现在国际上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同

行都在关注我们的这项工作的成果，所以
引用率很高。目前我们被邀请写了一篇
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已经在
美国 Advance in Astronomy上发表（Ad-
vances in Astronomy Volume 2010
<2010>, Article ID 184284, 14 pages）。另
外，我和研究生马骢在这方面做了更加
深入的工作，即对这批数据做了一个模
拟，研究模拟出的数据在将来对宇宙学
参量的限制能力。我们的工作将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杂志 2011年 3月第
729卷第 2期发表。

这两方面工作近几年在国际上是很
有影响的，目前项目进展状况良好。第一
个项目我们和加拿大理论天体物理研究
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的天体物理
学家进行合作，进展非常顺利，第一项工
作结束之后马上还会有一系列的工作紧
接着进行。现在我们把小波技术应用在大
尺度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信息损失降低上，
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我们还
设想把它运用到天体物理结构形成的各
个领域中，比如引力透镜等方面。这个项
目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但是已经得到了国
际的公认，论文还没有发表就已经被引用
了。关于第二个项目，因为现在哈勃参量
的观测数据还不多，将来会越来越多，所
以前途更是不可限量。至于我们对这些数
据所进行的模拟所呈现出的对宇宙学的
参量的限制能力会有怎样的效应，随着未
来对宇宙观测的更深入、数据的增加，我
们的工作会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高鹤：关于宇宙运行的周期，发展变
化规律，一直有很多普通科普爱好者乃至
公众都很感兴趣，比如前一阶段流行的
“2012世界末日说”，您对这方面有什么
看法？未来的宇宙将有怎样的变化发展？

张同杰：人们对它的关注是有原因
的，最近几年自然灾难很多，海啸、火山、
地震等频繁发生，人类去思考这些问题很
正常。这些大量的自然灾害，与人类对地
球肆无忌惮地开采、掠夺是有关系的。人
们更应该从科学角度，不应该从迷信的角
度去看问题。关于“2012”的问题，我在美
国的时候，很多宗教人士的观点都不尽相
同，他们是从圣经的角度谈世界末日，同
样信仰基督教的人之间的观点也是有矛
盾的。当然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思考问
题，我们天体物理学家是不相信世界末日
的。我认识一个著名的宇宙学家，他曾经
计算过“世界末日”，也就是地球被毁灭的

概率。他使用的是科学的方法，考虑了各
种因素，比如地球上大的自然灾害，小行
星撞击地球或者附近超新星爆发后喷射
的物质流扫过地球并对地球产生威胁等
因素。他得出结论：在未来 10亿年之内，
地球被毁灭的概率是很小的，当然不排除
地球上大量能源的耗费，大量的污染对生
态的破坏和对地球局部的破坏，但综合几
个重要的因素来看，他的推算是没什么问
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 Nature杂志上。
“2012”的预言是玛雅文化的一部分，很古
老，很深邃，我们看玛雅文明应该像看神
话故事一样，所谓的预言是没有什么科学
依据的，从宇宙学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
发生的。但是我们如果不爱惜我们的地
球，迟早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的。
高鹤：我们从您的经历中了解到，您

走访过很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您
在学术交流中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
张同杰：近十年之中，我访问过美国、

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一些
国际顶尖大学和研究所，与国际知名天体
物理学家进行讨论合作研究，深感国外研
究机构学术管理的合理性和学术氛围的
科学性。
我 2002年至 2003年作为国家访问

学者访问了多伦多大学加拿大天体物理
研究所，多伦多大学物理系和天文系的研
究生除在本系外还可以在加拿大天体物
理研究所选择任何导师作研究。在 5年的
博士生学习中，学生在前两年要换几个方
向，跟不同的导师作研究。在最后两至三
年之中确定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另外，加
拿大和美国的暑期很长，有 3个月，政府
会在暑期资助本科生到大学和研究所跟
教授作研究，即暑期学生（summer stu-
dent）。这样的机制能够较早地让本科生
进入科研领域。在 2005年至 2006年，我
获世界实验室资助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大
学物理系进行博士后研究。亚利桑那大学
天文系每天上午 10点的 coffee time令我
印象至深。每周一到五的 coffee time中教
授和研究生都可以讨论学术问题，也可谈
学术之外的问题。这样的交流大大增强了
研究生与教授之间的沟通。回国后我也在
指导研究生过程中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研
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一个研究领域进行不
同方向的研究。我的研究生除了跟我作研
究外，还要到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和国外
其他导师合作研究。这样大大开阔了学生
的研究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的研究团队虽然现在还不是国
内天文界成果最多、最好的，但是我们一
直在努力着，相信我们一定会最终走在国
际研究前列。

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号称
“科学之祖”，相传他晚上走路，头望星
空，看出第二天有雨。但一不小心，一脚
踏空，掉进泥坑，后被人救起。第二天果
然下了雨。有人讥笑哲学家只知道天上
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然而，温
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
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
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
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哲学如此，科
学亦如此。
张同杰采访中也提到了温总理的

这首“仰望星空”。“我们所研究的项目
都是学科上比较前沿的问题，前景都是
非常好的，”他这样说，“但是，同时我们
也要脚踏实地，克服受体制影响所形成
的浮躁风气。”

这就是踏实努力、硕果累累的张同
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他们正用实际
行动谱写着青春，诠释着梦想。

阴姜宏
他叫唐珂，是位“80后”的年轻教

授，从事着同样年轻的计算机研究。
2007年 6月，26岁的唐珂获得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进
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被评
为副教授。自此，他先后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
启动基金以及欧盟第七科技框架计划
（FP7）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并作为研
究骨干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广东省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和安徽省国
际科技合作项目，其主要研究方向为
演化计算与机器学习。在研究中，他遵
循“基础理论—算法设计—实际应用”
的研究路线，力求从基础理论的层面
探索智能算法的工作原理，并以此为
手段，设计更加适用于计算资源受限
情况下的新型智能算法，以解决现实
生活中具有若干非线性、不可导、多尺
度、多区域等特点的大规模复杂问题。

其实，在智能算法领域已存在许
多成功的计算模型，但唐珂明白，任何
一个智能计算模型都必有其弱点，如
何选择合适的算法并对其进行合适的
调整，往往成为将智能算法应用于实
际问题甚至进一步产业化所难以逾越
的鸿沟。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
种新的智能算法设计框架，从理论和
实验两方面深入分析了这一技术路线
的可信性，发现在保持问题求解时间

不变的基础上，该框架通过有机融合
具有不同特性的智能算法，其性能足
以超越所有组件算法，即达到“1+1>2”
的效果，为算法组合提供了初步的理
论基础。此外，针对演化算法时间复杂
度较高的缺陷，唐珂在世界上首次系
统性地提出了利用协同演化思想解决
大规模优化问题的思路，显著提高了
演化算法的可扩展性。
目前，唐珂及其所在课题组的工

作已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自
2004年至今，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检索 20篇，他引 100
余次。此外，他还先后 30余次担任国
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并出任
IEEE 计算智能学会会刊 Computa-
tional Intelligence Magazine副编辑，以
及包括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
tionary Computation在内的 20余个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审稿人之职。而在
IEEE计算智能学会专门成立的大规
模全局优化工作组中，他也被任命为
首位主任。
据介绍，唐珂与其合作者已取得

的科研成果可以应用在不确定环境下
的智能数据分析、车辆路径规划、涡轮
机叶片仿真设计，以及智能家庭环境
等诸多方面。其中，在车辆路径规划问
题上取得的成果，对物流、交通管理以
及城市规划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
值，已有数家海外公司对类似产品表现
出浓厚兴趣。此外，对于课题组在实值
优化技术以及其在汽车涡轮机叶片设
计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日本本田公司
也与其达成长期合作研究的意向。在与
国外学者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不仅输出
技术，还从中学习，取长补短，利用智能
计算模型解决数据分析问题，与新加坡
及印度的生物学家合作，提出了一种利
用蛋白质序列信息辨识嗅觉结合蛋白
的机器学习方法。相关论文发表后迅速
获得同行关注和引用。2009年 3月，知
名的科学趋势观察网站也将其作为热
点文章进行了报道。

2010年，唐珂受邀担任了演化计算
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之一
———Congress on Evolutionary Compu-
tation的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初出茅
庐，便身手不凡，在演化计算领域，年
轻的唐珂已经站住了一个高度，他的
下一站高度又将在何时出现呢？

阴萧斌
对科学家来说，知识就是智慧。科学

界里不乏智慧出众的人，徐联宾就是其中
一员。凭借过人的智慧，一路从南开到北
大再到中科院，从新奥尔良到加州，直至
学成归国正式加入北京化工大学教育部
超重力工程研究中心和纳米材料先进制
备技术与应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
博弈于电化学、材料化学等化学化工材料
领域之间，只为开启超重力工程与技术和
材料研究的智慧旅程。

强强联合：超重力技术与
电沉积技术的结合之旅

什么是智慧？它所发挥的作用有时候
可以很大，大到可以影响整个战略全局；
有时候却也可以很小，小到深入细节，牵
一发而动全身。对于徐联宾，科学研究是
需要技巧和方法的细致工作。自进入北京
化工大学超重力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以
来，他将中心在超重力技术方面的技术优
势和自己的强项电沉积技术巧妙地结合
起来，开展了一系列超重力条件下的金属

和半导体的电化学制备研究，“强强联
合”，效果显著。
他围绕超重力环境下的关键科学问

题开展深入研究，通过对超重力技术这种
代表性过程强化技术在理论机制上的破
冰攻坚，促进了超重力技术在铝电解过程
中的应用，实现了过程的节能降耗。
超重力技术如此神通广大，那么能不

能把它的应用范围更扩大化呢？徐联宾进
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为此，他针对“通过超
重力条件下电沉积，可得到更快的沉积速
度和更好的材料性能，但目前尚未见到超
重力强化离子液体中电沉积的报道”这一
空白点，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所
长张锁江课题组一起展开了“超重力技术
强化离子液体中金属和半导体电沉积的
研究”，为开发超重力电化学反应过程强
化新技术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创新制胜：
站在时代前沿的材料研究

除了担任北京化工大学教育部超重
力工程研究中心骨干成员之外，徐联宾同
时还是纳米材料先进制备技术与应用科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成员之一。借
助于这一实践平台，徐联宾在新材料研究
领域所获得的成果同样令人瞩目。与超重
力技术研究注重联合的方法不同，他在材
料研究上力求一个“新”字，即注重将新技
术、新手段用到新材料领域的研究上。

具有三维完全带隙的光子晶体因其
可以控制光子的运动，近年来一直是研究

的热点，但是迄今世界上还很少有成功合
成可见光区具有完全带隙的光子晶体的
报道。针对这一空白点，徐联宾教授联合
了世界著名的纳米科学家———美国 Ray
H. Baughman院士课题组进行了“有序金
属微球阵列光子晶体的制备与光学性能
研究”，为金属光子晶体的理论和实践研
究提供依据。
与此同时，徐联宾在“电致可控的超

疏水性／超亲水性功能界面材料的研究”
等领域也有独立、创新性的突破。他首创
电聚合、化学氧化结合法，一步成功合成
了超疏水导电聚合物功能膜，并首次实现
了电控超疏水／超亲水的可逆转化。
最近，徐联宾取得了又一项科研突

破：首次合成出了“三维有序介孔二氧化
钛微球阵列光子晶体材料”。该材料能有
效增强太阳光的吸收，可望在太阳电池、
光降解有机污染物和光解水制氢等领域
获得重要应用。
科研之外，徐联宾担当起了“绿叶辅

佐红花”的责任：协助团队负责人陈建峰
教授建设纳米材料先进制备技术与应用
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并担任陈建峰教
授和部分国外合作者的协调员，积极帮助
团队联系国内外合作者等。
点滴中见智慧，平凡中见精彩。无论

是在科研攻关的过程里的一次次锐意创
新，还是在琐碎的协助工作中兢兢业业，
徐联宾都只为一个目标：实现自身的科学
价值！

张同杰：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阴杜玲娟
目前，国内大中城市大多面临这样一

个状况———交通系统建设速度跟不上车
流量的增长速度，以致于交通状况日益恶
化，交通事故频繁发生，交通拥堵更是屡
见不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西工学院
张增芳教授结合我国城市交通场景复杂
的特点，综合利用当前国内外先进成熟的
信息和交通控制理论及技术，研发了一套
新型智能交通系统，为我国公路交通监控
装上了一只“智能眼”。
“智能交通系统项目主要用于城市交

通管理领域，综合运用了当前各种先进的
技术措施和设计理念，系统具有开放性
好，可靠性高等优点，能够满足中小城
市交管部门对城市道路交通进行智能
监控和合理规划的迫切需求。”张增芳
介绍道，“该项目采用基于 Multi-Agents
技术的多道口交通信号机协调控制机
制，这种分布式自协调控制机制采用人
工智能技术，有别于现行的采用集中—
分散式的智能交通控制系统，能够有效

提高交通控制系统的动态品质。”迄今，
他们已有“交通预警标注软件”等 5项
软件著作权，“交通流信息的传输装置”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其子课题“综合城
市现代交通管理信息系统”、“智能交通
视频监控系统”及“城市交通在线仿真
系统”连续三届摘得中国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大赛一等奖的桂冠。到了 2009年 8
月国庆 60周年庆典前夕，长安街上天
安门东西侧沿线的 13个智能交通路口
均参考应用了张增芳团队的成果方案。
“我们是利用美国艾特瑞视公司的视频
检测设备，与西门子公司的信号机配合，
构成了‘交通流视频检测机自协调智能交
通系统’的设备基础，从而实现了交通信
号的自适应控制。”该项目成果这一次的
华丽登场，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还被
专家们公认为是一个出色的智能交通解
决方案。
“源于实践，归于实践”，已经成为该

系统最大的特点。2010年 2月，张增芳创
立的柳州市欧博科技有限公司与宜昌市
寰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 50万元购

买交通流视频检测及自协调智能交通系
统中视频检测软件的合同。2010年 3月，
他们又与某县签订了交通安全监控系统
建设合作协议书，将耗资近千万元人民币
兴建该县城的交通安全监控系统。其出
现，不仅为城市主干道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提供实时决策信息，也为城市交管部门进
行交通流仿真和辅助交通规划提供重要
的科学依据。
为了科技项目的顺利进行，在我国北

部湾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张增芳率留学人
员团队组建了欧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
发的“船舶信息管理与海上应急指挥系
统”，目前已被列为 2011年广西千亿元产
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如今，他们的团队以五大优势著称：

其一，拥有一支实力雄厚、堪称“海外军
团”的高端人才队伍；其二，拥有一批自有
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项目；其三，留学人
员将自带数亿元的资金从事创业园开发，
兴建电子企业、物流企业等；其四，拥有丰
富的实际创业和企业管理经验；其五，该
团队还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加盟，快

速形成产业链。2010年，瞄准老挝金三角
经济特区的发展潜力，张增芳率领团队将
“欧博科技”拓展至当地，除了智能交通系
统等高新技术项目，他们还将在产品加
工、国际贸易、旅游开发等多个领域与其
拓展新的国际合作。

2011年 3月，张增芳又将研究扩展
至“物流”，其领衔的“基于北部湾空间经
济结构的物流网络动态化研究”也开始申
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该项目一旦完
成，将建立起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经济空间
结构分析模型及其可视化物流网络系统，
为促进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区域经济空间
结构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张增芳（中）与美国 ITERIS 公司专家在
交通路口研讨技术问题

超重智慧材料人生
———记北京化工大学教育部超重力工程研究中心教授徐联宾

唐珂：
争做演化计算先锋

为交通监控装上“智能眼”

唐珂

徐联宾

张同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张同杰在美国 Kitt Peak 国家天文台

张同杰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国家光学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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