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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宗辉
兽医也有大作为

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电磁频谱，是目前人类唯一的无线信息传输媒介，既是一种稀缺的自然资源，也是决定国家
发展和战争胜负的重要战略资源，并迅速成为改变世界和影响战争胜负的“魔幻之手”。肖凯宁和
他的仿真室团队就是一群善于驾驭这个“魔幻之手”的能人。

从新药的研发，看到的是袁宗辉创新工作的一个方面，在兽
医药行业中，这位西班牙皇家兽医科学院新晋的外籍院士一直
默默无闻守护着我们的饮食安全。

一周人物

2014 年 7 月初的一天，华中农业大学动

物医学院教授袁宗辉博士接到一个意外的电
话。这是从欧亚大陆的彼端———西班牙打来
的长途电话。更让袁宗辉意外的是，电话的那
头是西班牙皇家兽医科学院，通知袁宗辉已
入选该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当时真的没想
到，因为国内评选院士需要自己填表，还要学
术单位或相关院士推荐，但是西班牙皇家兽
医科学院则是先定下需要增加外籍院士的目
标，再由院内全体院士投票选择。”袁宗辉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
7 月，袁宗辉前去西班牙领取了外籍院士

的证章和证书，并应邀在院士大会上做学术
报告。目前，西班牙皇家兽医科学院共有 4 名
外籍院士，分别来自法国、荷兰、中国和澳大
利亚。只有取得了国际公认的独特专业成就
的科学家，才会被提名和当选为该院的外籍
院士。袁宗辉恰恰是 2014 年外籍院士提名中
得票最高的那个。

也是在今年 7 月，袁宗辉在法国出差时，通
过一位友人电脑查询，才知道自己二十多年前
发表的论文的“H- 指数”已达到 25，已然达到
国际知名专家论文引用数量的标准。“这个引用
指数很客观。”袁宗辉说道，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因为在此之前，袁宗辉从未关心过自己发表的
论文被多少人引用过。

这或许与兽医、兽药科研领域在国内重视
程度不高有关，但实际上，这看似边缘的专业，
其实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

“异类”专业

袁宗辉是 1977 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
入大学的学生。当时报考专业并不是由个人

报志愿，而是国家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数理
化专业是当时不少人被分配的志愿，但是袁
宗辉的专业显然是个“异类”———华中农业大
学的兽医专业。

在国人的认知中，与动物打交道并非一个
理想的职业，工作环境脏乱、条件艰苦，甚至可
能受到动物的攻击，这让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并
不看好。“那个时候，我们班上三十多个人中，只
有五个女生。社会上许多人觉得不好与动物打
交道。”袁宗辉说，“给动物看病比给人看病难得
多，因为人可以说出自己的感受，但是动物不
能。更难的是，人的解剖生理差不多，只有个体
间差异，但动物种类繁多，狗、猫、牛、羊、猪、鱼
的则完全不同，除个体差异外还存在种属差
异。”“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中游的，都是兽医
要管的。”

面对这个看似艰苦的专业，袁宗辉没有怨
言。相反，经过本科扎实的基础学习后，他认为
兽医药理学前途远大，并正式开启了研究生涯。

“国外很重视兽医工作，因为它不仅仅与动物疾
病的诊断和治疗有关，还与公共卫生有关，比如
人畜共患病的防控。”袁宗辉介绍道。更重要的
是，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不少动物都在“食
谱”中，那么动物吃了药，能否迅速代谢，药物及
其代谢物是否在动物性食品中发生残留，是否
会污染环境，对人的健康是否会有危害，这些都
是兽医药理学及毒理学研究范围。“至于兽药合
理使用和残留控制，更离不开我们。”

连袁宗辉自己都打趣说，其实“兽药”比
人药更接近人类，因为人只是在生病的时候
才吃药，但是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却是每个
人几乎每天都要吃的。“当然，如果食物中的
药物残留不超过安全限量，就不会对人体健
康造成危害。”

白手起家

尽管兽医的角色不可或缺，但这个专业在
发展之初也经历过一穷二白的阶段。“刚入学的
时候，兽医药理课总共不到 100 多学时。由于我
对药理感兴趣，我额外读了许多与兽医药理有
关的专著和文章。”袁宗辉说。然而，这并没有干
扰袁宗辉在兽医药理领域潜心科研。四年本科
之后，他毅然报考研究生。

当时，袁宗辉报考的导师只有 1 个招录名
额，而考生却有 13 个，其中就包括两名与袁宗
辉同班的同学。经过考试，袁宗辉脱颖而出，从

“文革”后的第一批本科生成功“晋升”为第一批
硕士生，最后成为我国第一名兽医药理学及毒
理学博士。“我那时没有想过要出去留学，相信
在国家的帮助下，经过自己的努力，这个专业会
做大做强。”袁宗辉告诉记者。然而，刚刚改革开
放的中国，科研条件尚不完善。“我们做实验所
需的动物、相关设备、器皿、试剂，都得自己去市
场和商店购买。每个数据都要付出艰苦的努
力。”袁宗辉回忆道。直到 2002 年，袁宗辉博士
毕业 15 年后，科研条件才开始好转。

困苦的科研经历，让毕业留校任教的袁宗
辉深深认识到，必须改善研究条件。1994 年，袁
宗辉回到本科和硕士学习过的华中农业大学工
作。当时，华中农业大学的兽医科研还处于起步
阶段，几乎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不气馁，不放弃，依靠不懈的努力，如今的
华中农业大学兽医药理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国际上无人识，到现在的研究条件比国外
还要好，袁宗辉本人也成为西班牙皇家兽医科
学院外籍院士，这其中付出的努力不只一点点，

“这么多年我和我的团队几乎没有节假日，即便
是春节也往往从初一就开始工作。”

更让袁宗辉颇感欣慰的是：“现在，我们的
实验室是国家四个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之一，
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四个国家级实验室中占有两
席，另外还是两个部级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实验
室。我们的实验室不仅能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
还能招博士后和留学生。”现在，由袁宗辉一手
创建的华中农业大学兽医药理学及毒理学实验
室面积共有 5000 多平米，精密仪器设备等固定
资产总值近 6000 万元。

更重要的是，现代人对动物与自然的认识发
生了根本性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兽医的行
列之中。

创新工作

从得知自己成为外籍院士，到前去领取院士
证书与证章，袁宗辉的生活与工作似乎没什么改
变。现在，袁宗辉最关心的是正在走报批程序的
一种新兽药。

新兽药倾注了袁宗辉与近百名研究生二十
多年的心血，“在这之前，我国没有独立自主研发
的兽药，都是进口药或仿制品。”袁宗辉说。尽管
新药的报批遇到些困难，不过袁宗辉对于这个新
兽药依然信心满满，因为它不仅可以控制动物的
疾病，还可以改善生产性能，更为关键的是它安
全，不会对动物性产品的消费者造成任何危害。

从新药的研发，看到的是袁宗辉创新工作的
一个方面，在兽医药行业中，袁宗辉一直默默无
闻守护着我们的饮食安全。喹乙醇残留检测方
法就是他的另一项重要创新。

喹乙醇又名喹酰胺醇，虽然并无直接数据证
明其对人体有害，但是在动物实验中，它都具有
明显的致突变作用。因此喹乙醇在美国和欧盟
都被禁止用作饲料添加剂。《中国兽药典》（2005
版）也有明确规定，喹乙醇被禁止用于家禽及水
产养殖。因为喹乙醇具有令动物食用饲料减少
但体重保持不变甚至增加的作用，所以依然会有
人将其用于动物喂养。

可怕的是，因为喹乙醇在动物体内很快被代
谢，很难从肉质检测中觅到其踪影。为了国人不
被不法商贩的意欲熏心“伤害”，国家也在积极寻
找办法。一筹莫展之时，袁宗辉带领团队将喹乙
醇攻关成功。他们通过代谢和消除规律研究，最
终发现喹乙醇在动物体内消除最慢的代谢产物，
然后将其制成标准品，建立残留检测法和快速检
测试剂盒。现在全国都在使用袁宗辉团队研制
的标准平和残留检测法。

对未来，袁宗辉还没有太多的计划，但是因为
成为西班牙皇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关系，让
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又有了新内容。“我想今后我
们与国际的交流特别是西班牙的交流，包括合作
项目会增加，促进两国相关科技发展。”袁宗辉说。

驾驭“魔幻之手”谱写强军战歌
姻本报见习记者王超

有那么一种物质，它轻于无量、存于无形，
存在于浩瀚的宇宙；有那么一种物质，它纵横
陆、海、空、天四维空间，承载亿万信息穿梭———
它就是电磁波，一种在空间以一定速度传播的
交变电磁场。而电磁频谱，则是目前人类唯一的
无线信息传输媒介，既是一种稀缺的自然资源，
也是决定国家发展和战争胜负的重要战略资
源，并迅速成为改变世界和影响战争胜负的“魔
幻之手”。

在总参某电磁频谱管理中心仿真室，高级
工程师肖凯宁和他的仿真室团队就是一群善于
驾驭这个“魔幻之手”的能人。

从装甲步兵车、坦克、指挥车到天空翱翔的
战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从立项研制、研制定
型，到批量生产、部署列装全过程都涉及到频谱
管理问题。而武器装备的用频参数审核、认证、
抽检都需要仿真室来测试、分析和验证。频谱冲
突会造成战场武器装备之间的互扰，甚至让武
器装备陷入瘫痪，然而，仿真室却让这个电磁频
谱“规则库”不断扩容完善，使越来越多的部队
遂行作战、训练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频谱使用
变的“有章可循”。

瞄准未来，抢占先机

“电磁频谱管理主要是解决军队之间的频
谱兼容问题，设备之间一旦离得很近就会出现
干扰。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用频工作在前端解决，
提前预测所有的可能性，在收集了实际用频设
备的参数信息后，通过计算机仿真来实现，解决
用实际装备真实演习的困难，使军队协同作战
提前在实验室内打起来。”肖凯宁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说。

“以前遇到用频冲突，就是查找原因、按情
况将用频剥离开，但是运行几年以后，发现如果
作战的时候再进行解决干扰就晚了。”肖凯宁
说。的确，21 世纪将是频谱战的时代，未来战争，
谁善于控制、驾驭和运用电磁频谱，谁就能赢得

战场主动权。
“他们的最初目标是搭建一个频谱兼容性

检测实验室，解决武器装备之间的互扰难题。”
总参电磁频谱管理中心副主任姜华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

那一年，肖凯宁与几位团队成员一起，在京
郊某营区“安营扎寨”，推动建成了国内一流的
频谱兼容性综合测试分析平台，奠定了频管仿
真的硬件基础，迈出了我军频管仿真手段建设
关键性的第一步。

“这个平台就像 CT 扫描仪一样，可以对用
频武器装备的频谱参数等几十项指标进行精细

‘体检’，解决了长期以来频谱特性测不准、测不
全的问题”。姜华说。而这一开创性的成果，也使
得肖凯宁和他的仿真室团队获得了“军队科技
进步一等奖”。

不辱使命，勇于跨越

单一系统装备可以做“CT 扫描”，但信息化
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涉及到陆海空天等
多类用频武器系统。检验整个作战体系是否存
在用频冲突，最可靠的方法是将它们调集到一
起进行实测。但这种测试组织难度极大，成本高
昂，实践中几乎不可能。

“能不能把三军用频武器装备的电磁频谱
特性像‘拔丝抽茧’一样提取出来，放在计算机
上，运用数字仿真技术进行用频模拟推演？”一
个全新而大胆的设想在肖凯宁的脑海里酝酿发
酵。

肖凯宁和他的仿真室团队经过 3 年多的艰
辛探索，终于将数字仿真技术引入频管分析领
域，将大量典型主战装备用频特性“数字化”，初
步搭建了全军第一家频管数字仿真平台，推动
我军频管仿真手段实现了第二次跨越。

在第二次跨越的基础上，仿真室的工程师
们又更进一步，搭建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我
军电磁频谱版的“兵棋”推演系统。他们以某作

战旅机动作战为蓝本，为该旅打造出一套用频
支持仿真软件，探索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武器
装备精准化、科学化用频问题。利用这个软件，
该旅各个作战阶段用频计划，不仅能动态推演，
变“经验打仗”为“精准打仗”，而且各种装备也
由频谱这个“血脉神经”的畅通而攥指成拳。

为了推动频管仿真更加准确可信、贴近实
战，他们又瞄准技术前沿，向“半实物频管仿真
系统”发起了新的冲锋，努力实现我军频管仿真
手段的第三次跨越。

严谨扎实，数据为先

与肖凯宁一样，仿真室团队的每一名成员
都有着严谨扎实的作风，在他们眼中，没有数据
就没有话语权。

前些年，我军同一空域多架无人机同时上
天后，容易出现失联失控的现象。通过精确分
析，仿真室技术人员找到了“症结”：无人机频率

参数设计不合理，导致各个机型之间存在自扰
互扰。这是一项靠数据说话的难题，必须对全军
无人机频率参数进行精细分析，为总部规划无
人机频率提供科学依据。

仿真室副主任周宁，拥有阳光色的皮肤，爱
踢足球。这位地地道道的“80 后”勇担重任，带领
4 名闯劲十足的年轻人，历经 8 次大的联调联
试，6480 余次实验，终于用 162 张图表、203148
组数据，为无人机铺设出一条条“数据航道”。那
一年，周宁博士毕业刚满 2 年。

今天，每当看到无人机展翅蓝天的身影，周
宁和他的小伙伴们就会想起难忘的攻关经历，
他们的心中早已刻下了这样的工作信条：简单
枯燥的数据，承载的是沉甸甸的责任。

电磁频谱资源有限，信息技术发展无限。加
速信息化建设的隆隆战鼓，擂响了强军兴军的
时代最强音。放眼明天，肖凯宁和他的仿真室团
队一定会用电磁频谱谱写出更加激昂壮美的强
军战歌！

张煦（102 岁中国通信界元勋逝世）

9 月 12 日 ，中
国通信界元勋、光纤
通信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
海交通大学一级教
授张煦，因病逝世，
享年 102 岁。

1934 年张煦以
优异成绩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后赴麻省理工
学院、哈佛大学学习通信工程学科，博士后学成
回国。张煦一生共编著、译著著作和教材 56 部，公
开发表文章 400 余篇，上世纪 50 年代，张煦结合
教学实践，编著出版了 12 部高校教材和科技参考
书。其中《长途电话工程》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
长途载波技术的教科书，而《通信论简述》译作是
国内首次推出的信息论领域科技书。

1988 年，以张煦等为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技
术部“通信合理结构”课题组提出了“按照商品经
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专题研究报告
正式上报国务院，从此引发了中国电信领域的新
一轮快速发展。

如今，他的弟子大多是活跃在中国通信领域
内的栋梁之才，甚至成为后一辈的两院院士。

吴一龙（获 IASLC 杰出科学奖）

9 月 6 日，第 16
届 世 界 肺 癌 大 会

（WCLC2015）在美国
丹佛隆重开幕。开幕
式上，国际肺癌研究
会（IASLC）执行总裁
Hirsch 宣布，2015 年
IASLC 杰出科学奖授
予中国肺癌治疗领军
人物吴一龙教授。

吴一龙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
院副院长、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中国临床肿
瘤学会主任委员、国际肺癌研究会领导团成员、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主席。他领衔撰写我国
的肺癌诊疗指南，创立了中国的肺部肿瘤临床试
验合作组织，推进分子靶向治疗的应用。最早提
出了中国肺癌患者的基因变异特点，最早和国际
同行联合开展临床研究，使中国肺癌靶向治疗一
跃而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研究力量之一。

对于此次获奖，吴一龙在微博中表示：“殊荣
之下，却感到出奇的平静，倒是年轻的肺癌患者
一句‘我们需要你，需要你们的研究’深深感动了
我：当看到患者渴求的眼光，还有什么比此更为
激励、更感到肩膀上沉沉的责任呢？”

我国每年肺癌新发病例约为 65 万，其中发
现的患者大多为中晚期。根据 JAMA Oncology 期
刊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肺癌是中国男性新
发病例数量最高的癌症。作为顶尖的肺癌领域知
名专家，吴一龙教授劝告晚期癌症病人，积极参
加新药临床试验获益更大。

庄晓莹（获德国 2015 年索菲亚奖）

近 日 ，2015 年
德国洪堡基金会“索
菲亚·科瓦雷夫斯卡
亚奖”获奖名单揭
晓，来自中国同济大
学的庄晓莹教授获
得总额高达 165 万
欧元的资助。

索菲亚奖由德
国联邦教研部和洪
堡基金会于 2002 年
联合设立，旨在支持和吸引来自全球 35 岁以下的
优秀青年科学家在德国开展长达 5 年的前沿课
题研究，创立并领导自己的研究团队和实验室。
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获奖者单项最高资助金额
是 165 万欧元，仅次于莱布尼茨奖。2002 至 2015
年共有 7 位中国学者获此奖项，获奖者回国后均
成为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庄晓莹 2001 年至 2007 年就读于同济大学，
于 2010 年获英国杜伦大学博士学位、2011 年在
挪威进行博士后研究，于 2014 年受聘同济大学副
教授。她曾获得欧盟居里夫人奖学金，凭此奖学
金曾在魏玛包豪斯大学进行过访问研究。受索菲
亚奖资助，她将在汉诺威大学连续介质力学研究
所，与计算力学领域国际顶尖学者彼得·乌利格
斯教授合作，研发新型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在土木
工程中的应用。

周涛（33 岁教授创业获得 1 亿元融资）

随着中国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和
创业环境的不断优
化, 一批怀揣创业梦
的教授更加注重产
学研相结合的实践。
有着“四川最年轻教
授”之称的周涛就是
创业教授中的一位。

据悉，周涛所联
合创办的大数据公司 BBD（数联铭品）目前已获
得 1 亿元的 B 轮融资，市场估值 10 亿，此轮资金
将用于产品研发更新和团队建设。

周涛 27 岁时被电子科技大学聘任，成为当
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拥有学生般的外貌，却
走在“复杂网络”与大数据的前沿，目前 33 岁的
他是中国国内知名大数据专家。

BBD（数联铭品）是中国国内商业大数据行
业标准 COSR 的发布者，致力于通过规范数据服
务、提升服务能力，来优化决策的效力和效率。除
了拥有周涛教授领衔的大数据科学家团队外，公
司还拥有全球顶级金融工程专家袁先智博士领
军的金融专家团队。

（栏目主持：周天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肖 凯 宁 与
年轻技术骨干
进行业务交流。

郝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