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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省科技厅
农社处处长韩忻彦
（左 2）、环资所所长张
强（左 1）等人调研山
西孝义市矿区复垦基
地。

②山西省孝义市
克俄村复垦前的采煤
挖损区。

③山西省孝义市
克俄村复垦后的土
地。

④山西省长治市
襄垣县复垦项目试验
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一百年前，梁启超在一次名为《君子》
的演讲中引用了这句古语，让“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伴随着一所大学走过了百年征程。百年风雨
路，水木湛清华。这所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历
来是培养、孕育高科技人才的摇篮。走进清华园，
能够感受到这所百年学府所承载的厚重；而走近
刘长松，我们更为他自强不息的科研历程所感
动。

慧视词典 开启英语学习新时代

如果你在微博上看到有好友晒出 TA新安
装的英语学习的 APP；如果你在图书馆看到有达
人不停地在对英语杂志拍、拍、拍；如果你在教室
发现有人不背单词，而是用手机在拍单词。你一
定会十分惊讶，但是，如果你了解过慧视词典这
款手机应用软件，或许你的疑惑就能解开了，因
为他们正是在使用文通慧视词典安卓版进入动
态视频实时识别翻译模式在学习、翻译英语单
词。
慧视词典是一款基于 android平台的英文识

别及翻译的应用程序，它可以通过手机摄像头拍
摄英文字符图像，然后实时识别并进行翻译，利
于英语学习及阅读。开发这款软件的清华大学电
子工程系副教授刘长松告诉记者，这个产品是研
究团队为推动其所研制的文字识别技术核心软
件在智能手机平台上的应用而精心研制的，并通
过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用户服务，在各大
安卓市场上免费下载。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软件，但只要把它安

装在手机上，不用人工输入，在不过多占用内存
的前提下，就可以直接用手机摄像头拍摄英文字
符图像，而且还支持模糊匹配对错误识别结果进
行修正，做到实时识别并翻译。
记者不禁疑惑，现在市场上英语翻译类工具

五花八门，文通慧视词典的独特性在哪儿呢？刘
长松说，文通慧视词典安卓版以其独有的识别核
心技术，小小内存便可支持大大功能。它所特有
的本地加载词典及识别核心，不用联网可脱机完
成识别翻译，而且还支持动态视频模式及静态拍
照模式两种方式识别翻译，当然识别结果还可以
联网查询。
刘长松拿出手机为我们演示了整个过程：当

你的手机上安装了慧视词典这款软件后，遇到不
懂的英文时，只需打开该应用，默认进入动态视
频实时识别翻译模式。屏幕左上角是静态拍照模
式及动态视频模式切换按钮；右上角是预览视频
图像的缩放按钮；屏幕中间十字焦点中心是用于
指向所要识别单词的位置；屏幕下方显示翻译结

果，这里支持简要 /详细翻译切换、锁定翻译结
果及识别单词的网络搜索操作。如果你点击屏幕
左上角的“摄像—拍照”按钮，就可进入拍照模
式，而点击屏幕右侧中间位置的拍照按钮，采集
当前文字图像后，触摸任意英文单词位置，即可
显示识别及翻译结果。
我们可以设想，当我们正试图提高我们的英

语水平，在为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而阅读大量
国外的英文原著和学术期刊时，专业性的生词将
不再阻碍我们的阅读速度。这是慧视词典为我们
勾画的美妙蓝图，正如刘长松所言，这一应用将
开启英语学习新模式。

升级技术 让伪钞假票无所遁形

应用是科研的“真命题”。这也正是刘长松一
向所推崇的，他认为，科研成果只有在信息化事
业中推广应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捷才是真正
的归宿。因此，让成果主动走向产业化，就成为他
科研生涯中的重要一步。

2011年 5月 1日，GB16999-2010《人民币鉴
别仪通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新版标准要求采集更丰富的信息，为“以真鉴假”

提供了条件。这是我国反假货币类金融机具在标
准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夯实反假货币
类金融机具研发、生产与使用，市场准入与运行
管理基础性工作的战略举措。而这一新颁布的国
家强制性标准的背后，凝聚了刘长松团队的艰辛
与汗水，他们为标准的出台提供了解决方案。

2011年，由刘长松团队主持研制，清华大学
与梓昆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合作研制成功的“多
光谱图像钞票鉴伪技术与系统及应用”通过了教
育部组织的技术鉴定。该系统以嵌入式数字信号
处理器（DSP）平台为基础，集成了图像处理和鉴
别算法，可以进行多光谱图像的采集、处理与识
别。刘长松向记者解释说，这项技术正是利用了
钞票中丰富的图像信息，实现了钞票的券别、套
别、版别、钞票冠字号码的准确识别和真伪钞票
的有效鉴别。该系统是国内外首次实现的同时具
有多光谱图像鉴伪与冠字号码识别功能的实用
系统，与传统钞票鉴伪方法结合，能够达到更高
的假钞防范能力。

谈到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刘长松介绍说，
多光谱图像钞票鉴伪技术与系统具有良好的可
移植性与可扩展性，满足大规模生产和应用的需
求。系统的硬件具备连接多种图像传感器的能

力，可以方便地与不同规格和不同厂商的点钞
机、ATM机、清分机等连接。未来还可应用于自
动贩卖机等其他收取纸币的机具上。

2001年，作为项目负责人，刘长松再次攻克
了国家金税工程的核心难题之一 ———“增值税
发票扫描识别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自动识别
发票上的字符，为防伪税控系统判别增值税发票
的真伪提供依据，使整个增值税发票防伪税控系
统具有可行性。自研制成功后，该系统已经通过
了国家税务总局亲自主持、严格把关的评测，鉴
定结果显示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数
万套“增值税发票扫描识别系统”已经广泛应用
在全国各地的各级国税局内部，为防止虚开、伪
造增值税发票，保证国家税收增长作出了重大的
贡献。
成绩属于过去，刘长松团队并未止步于此，

通过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他们了解到，企业一直
在为去国税局排队等待而深感苦恼。于是，在此
基础上，他们逐渐把增值税发票扫描识别系统发
展到直接应用在企业端。如此一来，企业就可以
把该系统的识别结果通过网络上传到国税局，直
接完成发票认证的工作，免去了耗费大量时间去
国税局排队的麻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目前，
该系统的企业端用户已经超过 100万，仅增值税
发票扫描识别系统带动的扫描仪销售产生的直
接经济效益就远远超过 3亿元，其社会效益意义
非凡。

经年积淀 累累科技成果满枝头

每一项科研成果的研发成功都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刘长松也不例外，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
成就，这和他数年来的钻研、努力和积累是分不
开的。

1995年，刘长松获得清华大学硕士学位，
2003年，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一直从
事文字识别理论和技术研究，并且在理论研究技
术应用和产品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在印刷体及脱机手写文字识别领域，刘长松

作为主要研究人员研制了高性能东方文字文档
智能全信息数字化系统，为纸质文档转化为电子
出版物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以此制作了《人
民日报》、《南方周末》、《深圳特区报》等大量优秀
的电子出版物。开发了文通 e-Card名片识别系
统，以及运行于手机上的名片识别模块；开发了
通用表格识别核心技术，广泛用于银行票据识
别、手写考卷评阅等领域；研制了身份证、护照、
港澳通关证件等信息的识别系统，在海关、宾馆
等广泛使用。
在联机手写文字识别领域，刘长松开发了用

于手机、PDA的嵌入式联机手写中文识别系统，
广泛应用于三星、波导、联想、NEC等手机上；手
写公式识别，用于 Nokia手机中的手写计算器应
用中；基于 PC的联机手写输入系统，在Wacom,
清华紫光、清华文通等许多硬件和小灵鼠等软件
产品中应用。
在多国车牌识别系统领域，刘长松提出了利

用文字定位为基础的车牌定位算法，提出了适用
于具有固定排列规则文字的模板匹配算法，结合
抗干扰的灰度字符识别核心，具有识别速度快、
适应性广、正确率高的特点。该系统目前支持
PC/Windows、Linux、WinCE、DSP 四种平台，是
国内唯一的具有该能力的核心。并在中国大陆车
牌识别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香港、澳门、台湾，
英国等多国 /地区车牌识别，并获得广泛应用。
如深圳海关车辆出入境通道、澳门交通管理、内
地许多高速公路、交通监控、移动稽查等应用。

众多付诸实践应用的成果，如同荣誉光环上
闪烁夺目的宝石，铺就了刘长松的科研之路。

1996年，他荣获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
（TIPS）评选的“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1998年，
凭借“THOCR97综合集成汉字识别系统”获得
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9年，该系统
获得国际经济评价（香港）中心授予的世界华人
重大科学技术成果证书；2000 年，“THOCR97
综合集成汉字识别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2003年，“高性能东方文字文档智能全信息
数字化系统”先后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5 年，“多字体印刷
藏文（混排汉英）文档识别系统”被授予北京市科
技进步奖三等奖；与此同时，“统一平台上少数民
族文字（藏、维、哈、克、朝）文档识别系统”也获得
了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的
好成绩；2009年，“TH-ID人脸和笔迹生物特征
身份识别认证系统”获 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2006年 8月，刘长松被评为信息产业科技
创新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2008年，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不惟如是，刘长松还享有 9项软件著作权、
10项发明专利，并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
议发表论文 80余篇……

有的人，一生碌碌无为，沉溺于一片幻想的
世界，虚伪地幸福着；

有的人，一生孜孜以求，在理想的道路上摸
索前进，痛并快乐着。

刘长松，这位在人生道路上锲而不舍、不懈
追求，在科研路上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清华人，
正以百倍的热情、坚实的信念向着更为远大、更
为深邃的理想坚定前行……

天下之大 唯有识也
———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智能图文信息处理研究室主任刘长松

姻周娜

克俄村的变迁

“感谢山西省农科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以下简称环资所）的技术员为我们带来的先进
技术，让我们从荒芜的土地上又看到了生机与希
望。”当走进山西省孝义市克俄村，提起有关土地
复垦的事，村民们总是这样评价。
孝义市克俄村位于孝义市阳泉曲镇西北部

黄土丘陵区，地形崎岖，是一个农业生产相对落
后的村庄。该村东西长 2700m,南北宽 2200m，总
面积 5.94Km2,全村总户数 666 户，总人口 2300
人，总耕地面积 870亩。该村的铝土、铁矿、煤炭
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开采较为容易，因此，多年来
采煤采铝等采矿活动从未间断过。先后经历了国
有铝矿开采、个体井工开采以及新福兴公司露天
采煤等矿业活动，这些采矿活动使得当地本来就
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回忆当
年克俄村矿区的情景：漫天滚滚的灰尘，堆积如
山的矿渣，满目疮痍的河道，千疮百孔的农田，这
些无不向人们诠释着“兴盛”一时的矿业。但这样
的“好景”并不长，随着国家对私挖乱采打击力度
的增大和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实施，克俄村从
此结束了它那悲惨的“矿业时代”。
随着土地复垦新时期的到来，曾在当地开矿

的新福兴公司试图进行土地复垦，但是由于缺乏
技术，复垦后的地土质差、产量低，致使农业投入
超过了农业产出，当地老百姓对此很不买账。
面对这种情况，新福兴公司找环资所求援，

环资所土地复垦项目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认真分析了当地的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效
的复垦措施。在复垦管理上，采取了企业、村集
体、研究所三位一体的复垦方针，即企业牵头工
程复垦、村集体负责复垦土地管理、研究所提供
复垦技术；在技术层面上，采取了表土剥离复垦
技术、复垦土壤重构与培肥技术、林灌草合理配
置技术、微生物改良技术等多种措施，当年使得
复垦土地作物产量达到了亩产 500公斤，超过当
地正常农田作物的产量。经过连续几年的精心管
理，复垦地的亩产量保持在平均 700 公斤的水
平，使当地原来没人要的复垦地，变成了村里挣
着种的高产田，并且带动了周边村庄上千亩土地
进行了复垦。

开展工矿区
土地沉陷防治、复垦与生态重建研究

早在 2006年，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联合太
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生
物研究所、山西绿宝园林设计研究所等单位，针

对山西省工矿区因采矿造成的土地沉陷和生态
破坏等问题，采取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
“山西省工矿区土地沉陷防治、复垦与生态重建
研究”山西省重大科技攻关专项的研究工作。
该项目针对工矿区土壤结构差、土壤肥力低

下的问题，研究了不同复垦方式对土壤理化性
质、作物产量及投资效益等的影响，建立了沉陷
区土地复垦和矿区生态恢复的技术模式，同时研
发了适合矿区复垦土壤快速培肥的生物产品。
针对煤矿矸石自燃的严重问题，在系统研究

了矸石覆土后水分、温度和植被生长变化规律的
基础上，发明了自燃煤矸石山隔氧灭火注浆管和
煤矸石山柔性固土护坡装置，解决了煤矸石山复
垦后的自燃问题。
基于 GIS平台建立了山西省煤炭资源分布

数据库，构建了基于 Supermap IS.net、WebGIS架
构的山西省工矿区复垦管理信息系统，为项目成
果的示范推广奠定了基础。
该项目实施以来，该所已在全省建立了 2个

观测站、8个试验点、14个示范基地，开展各种试

验 30多项。并建立了 3种工矿区类型（沉陷区、
废弃物压占区、露天开采区）土地复垦和生态重
建技术规程 4项；完成矿区被破坏土地复垦工程
建设标准 1项；研制土地复垦生土熟化专用肥料
配方和高效生土熟化菌剂与环境修复微生物制
剂 2个；构建土地复垦与重建生态重建信息系统
1套；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7项，授权 5项；获得国
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项；培养博士 11名，硕士
生 50余名（毕业 37名），发表学术论文 72篇。

通过该项目实施，矿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均得到保证，社会经济和
生态效益显著。到目前，已建成矿区土地复垦和
生态重建试验基地面积 330亩，示范推广面积达
2万多亩。矿区植被覆盖度提高 20％～40％，土
地生产力提高 30％～50％，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率提高了 30个百分点以上，科技贡献率提高 20
个百分点以上。

主要生态系统固碳与减排技术研究与示范

随着项目成果的不断完善和项目效益的日
益增强，2009年，该所矿区复垦课题组受到了科
技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主要生态系统
固碳与减排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支持，开展了
宜农工矿废弃地固碳技术研究与示范工作，经过
33名科技人员 3年的共同努力，项目组确定了
不同类型工矿废弃地高效固碳的土地复垦方法；
编制了现阶段适用于不同工矿废弃地生态系统
固碳减排的 3项技术规程；建立了 1套宜农工矿
废弃地土壤固碳潜力模型；研制出 3种土壤调理
剂配方；形成 3套工矿废弃地土壤固碳和减排技
术体系和管理模式。
该项目在工矿废弃地上进行土地复垦、生态

恢复与高效固碳减排有机结合，系统研究了工矿
废弃地复垦方式、土地利用方式及管理措施对植
物碳截获和土壤固碳的效应，建立了宜农工矿废
弃地土壤高效固碳体系，取得了创新成果。项目
共发表研究论文 19篇，其中 SCI 收录 2 篇，EI
收录 2篇；培养博士研究生 2名，硕士研究生 17
名；申请国家专利 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
该项目分别在山西潞安矿务局的五阳矿、孝

义市克俄矿和昔阳的北南沟矿等复垦区建立了
5个试验点和 3个示范基地（2000亩），开展各种
试验 60多项（次）。目前，技术成果已辐射到山西
省大同矿区、平朔矿区、晋城矿区等主要能源矿
区，累计推广面积约 20000亩，种植玉米亩产量
由原来平均 400 公斤提升到 640～811 公斤，累
计增产 550万～940万公斤。
据悉，为服务全省生态开发建设，进一步完

善了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理论，拓展矿区
生态重建技术体系，去年该所得到了山西省科技
厅“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目前正全面开展
“工矿废弃地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技术研究与集
成示范”项目的研究。
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所长、研究员张强告诉

记者，他们将继续以科技引领生态治理，并运用
现代农业先进技术，积极构建现代生态农业产业
链，创建更多的循环经济生态农业产业模式，走
出一条矿区生态建设新路子。

山西省农科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科技助力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
姻本报记者 程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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