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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在面对诸多影响选择的
因素时，他内心的天平
会倾向何方？张东辉给
出的答案是，自己所从
事研究的发展前景以及
研究机构的科研氛围。

很多通过 CUSPEA
赴美留学的人都在用不
同 方 式 为 社 会 创 造 价
值，从不同角度帮助中
国科技发展、促进学术
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
无论最终是否从事物理
学研究、无论是否回国
任 职 任 教 ，CUSPEA 都
对世界和中国科学界做
出了巨大贡献。

1989 年初秋，纽约曼哈顿。离华尔
街只有 15 分钟车程的纽约大学，一位
刚刚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22 岁年
轻人前来报到，他即将在这里展开 5 年
博士求学生涯，即将接触到他天赋与热
爱之所在的分子反应动力学领域。

他是 CUSPEA 项目选拔赴美的最
后一批中国大学生中的一员，他叫张
东辉。

搭上CUSPEA 末班车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句流传甚
广的名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那时的学生，如果表现出在学习上
的过人天赋，往往会选择在大学读理
科。张东辉也不例外。

在舟山中学时，张东辉一直是名列
前茅的学生，他的化学、物理两科尤为
突出。当时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是全国首
屈一指的化学院系，这是张东辉梦想去
读书的地方。

1985 年，张东辉取得了保送上大学
的机会，不过不是他心心念念的北京大
学化学系，而是距离他的老家舟山并不
远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物理系有很
好的学术口碑和传统。”张东辉最后选
择了物理学专业。

彼时，CUSPEA 项目已实行 6 年，
其间，数百名中国学子通过该项目赴美
攻读物理专业研究生。比张东辉大几届
的 复 旦 大 学 物 理 系 学 生 王 菁 因 在
CUSPEA 考试中名列全国前茅，成为学
弟学妹眼中“特别厉害的人”。同学们的
口口相传让张东辉第一次知道，原来还
有这样一个项目，如果考取的话就可以
赴美读博士了！

事实上，在 CUSPEA 开始实施之
后，全国名校的物理学专业学生中的佼
佼者都希望可以一试身手。张东辉也在
这股风潮的带动下开始认真备考。

1988 年，CUSPEA 考试像往年一样
进行了笔试和面试，由于张东辉在大学
里一直保持学业优势，笔试对他来说难
度并不大。面试阶段，李政道委托了一
名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的美国学者对
笔试合格者进行英文面试。

“面试题目是用英文讲述自己做过
的物理学实验。”张东辉回忆说，他的实
验课成绩一直是优，只是实在不擅长英
语口语。面试前，张东辉准备了几个近
代物理学实验的英文阐述，其中最熟练
的是核磁共振，最生疏的是塞曼效应

（Zeeman effect）。谁知，美国教授恰恰选
择了塞曼效应作为题目，张东辉只能用
不熟练的专业英语词汇尽量表述。

语言劣势让张东辉的面试发挥不
尽如人意，幸运的是他还是被纽约大
学录取，和其他七八个同学一道踏上
了前往纽约的求学之旅。

与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奇妙相遇

不同于国内先定导师的研究生培
养制度，张东辉在赴美之初并未确定导
师。经过一年的课程学习，张东辉顺利
通过了博士生资格考试。在正式选择导
师和研究方向之前，张东辉经历了一个
摸索期。

当时的纽约大学物理系在实验方
面有激光冷却方向，这是当时物理学界
的前沿领域。张东辉开始尝试着进实验
室做实验。“我很快发现，实验物理不太
适合我。”张东辉说，科研阶段的物理实
验需要长时间盯在实验仪器旁，“时间
和行动都不自由”。

思来想去，张东辉还是觉得理论物
理，尤其是需要计算方案的研究方向更
符合自己的研究兴趣。

当时，1981 年通过 CUSPEA 考试、
1982 年赴美留学的张增辉刚好来纽约
大学执教。相似的背景、仅差一字的名
字，预示着一段奇妙的相遇即将发生。

一天，张东辉像往常一样来到物理
系大楼，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张增辉对
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的介绍。“分子反
应动力学！”这是一个对张东辉而言似
曾相识的名词。

1987 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一
年的李远哲到复旦大学作了一场关于

“分子反应动力学”的报告，这是张东辉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诺奖获得者。尽管当
时并未对报告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但

“分子反应动力学”在当时尚读大二的
张东辉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张东辉敲开了张增辉的办公室。
“我们通过程序计算方法做分子反应动
力学研究。”一听到“程序计算”这个词，
张东辉更兴奋了，这是他擅长且有兴趣
的研究方法。

没有了语言障碍，张东辉得以更加
清晰和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使得
他和导师之间的讨论更加容易、高效和
深入，科研进度推进得非常顺利。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是美国计算机

大发展的时代，张增辉用近 6 万美元科
研经费为课题组购置一台 IBM 大型工
作站，并配置几个大屏幕显示器给张东
辉等学生写程序。

张东辉沉迷于写程序，直到现在，
他仍然花很多时间在亲自写程序上。当
年通过 CUSPEA 项目留美的中国学生，
很多选择了离开物理学领域，其中不乏
进入计算机领域者。但张东辉的研究方
向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转向。

“可能是我当时的科研进展比较顺
利吧。”在张东辉看来，似乎还不能用

“坚持”这个词形容他的选择，“我觉得
研究越做越有意思”。

读博期间，张东辉和导师在分子
反应动力学领域的研究已经处于世界
顶尖水平，这种学术生涯早期的积累
为张东辉将研究进行下去提供了充足
信心。

找到实验同行

1994 年，张东辉取得纽约大学博士
学位，随后在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进
行了 3 年博士后研究，后入职新加坡国
立大学。

2000 年前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分
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离所。彼时在中国
台湾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的杨学明接受大连化物所的邀请，回到
大连化物所接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职位。

杨学明的研究偏实验方向，他需要
与理论研究同行合作。“什么时候有空

来大连看看吧？”这是杨学明第一次“含
蓄”地向张东辉发出回国邀请。

当时世界上从事分子反应动力学
实验研究的基本上是李远哲的学术后
辈，张东辉任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没有
相关领域实验团队。他意识到，要想让
自己的研究上一个台阶，与实验同行的
合作必不可少，而杨学明回到大连化物
所后组建了一支规模较大的实验团队，
这正好与其理论研究形成互补。

大连化物所背靠大连市著名的星
海广场，面朝大海，四季宜人。这对从小
在舟山长大的张东辉来说，也有一种环
境上的亲切感。所以尽管面临再一次迁
徙时有略微的纠结，张东辉最终还是下
定决心来到大连化物所。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在面对诸多影
响选择的因素时，他内心的天平会倾向
何方？张东辉给出的答案是，自己所从
事研究的发展前景以及研究机构的科
研氛围。

2006 年初，张东辉正式入职大连
化物所。他和杨学明理论与实验工作
的合作也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很长
时间内每年都差不多有一篇论文发表
在《科学》上。“在分子反应动力学领
域，杨学明的实验研究和我的理论研
究基本都在世界顶尖水平，因此，我们
的合作可以说是 1+1 大于 2。”

大连化物所的科研氛围宽松而紧
张，说宽松是研究所尽可能给研究人员
自由的研究环境，说紧张是研究所实行
严格的考评机制和末位淘汰。这种宽松
与紧张的结合，让大连化物所成为张东
辉继续科研事业的理想平台。

CUSPEA将中国学生带到世界前沿

从用庚子赔款送出的近代第一批
留学生开始，百年来，像 CUSPEA 这样
大规模的留学生派遣，让我国一批批优
秀学子站到了更高的平台上，得以触摸
世界科学前沿。

回首刚走出国门的那几年，当时中
美之间科研条件和科研水平的巨大差
距带给张东辉很大震撼。“我毕业论文
的很多东西都是用美国的超级计算机
计算出来的，那时国内才刚开始使用个
人计算机，用超级计算机做有关理论化
学的并行计算在 90 年代初的中国是很
难想象的。”

在科研水平上，留学纽约大学让
张东辉迅速触摸到世界学术前沿。“中
国学生读书很厉害，但往往出国后才
知道我们和发达国家在科研方面的差
距。”

张东辉回忆说，在参加博士生资格
考试之前的一年留学生活中，课业内容
让他觉得较为轻松，也并未觉得中国学
生的学业水平与美国学生有很大差距。
但进入科研之后，他还是明显感觉到国
内外的水平差异。

张增辉教授的研究当时处于世界
顶尖水平，张东辉在他导师的带领下也
很快将研究做到了世界前沿。“如果没
有 CUSPEA 提供的机会，我的研究道路
将会完全不同。如果没有这次触摸世界
学术前沿的经历，我也很难做出世界水
平的研究。”

在 CUSPEA 项 目运行 的十 年期
间，共有 900 多名全国各高校物理专
业学子赴美留学，其中有人中途转读
其他专业、有人在拿到物理学博士学
位后进入其他领域工作、有人没有选
择回国任职任教。张东辉是始终走在
这条道路上的人，但他却拒绝为此贴
上“高大上”的标签。

“很多通过 CUSPEA 赴美留学的人
都在用不同方式为社会创造价值，从不
同角度帮助中国科技发展、促进学术交
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最终是否从
事物理学研究、是否回国任职任教，
CUSPEA 都对世界和中国科学界做出
了巨大贡献。”张东辉评价说。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CUSPEA 挖掘
了一批“潜在”的科研新生力量，这对
我们今天的物理学人才培养模式仍然
有启迪作用。

张东辉认为，物理学研究人才的培
养不能走向两个极端，要遵循学科发展
和人才发展的规律。“比如前些年的高
考改革试点中，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导
致很多学生不选考物理，这肯定不对。
物理学是很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工
程应用的基础，理工科相关专业不学物
理必然会造成知识结构的缺陷。但从另
一方面说，也没有必要让所有学生都去
做数理化研究。”

科学研究终归是一项小众事业，需
要天赋、兴趣和热爱的支撑，这些是看
似偶然机会背后的必然因素。如果能发
现真正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并给予他
们适当机会，对科研领域来说，已是一
大幸事。

张东辉搭上了 CUSPEA 十年的末
班车，但只要有这样的人才培养理念，
物理学家将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张东辉：一条偶然的必然之路
姻本报记者韩天琪

人物简介

张东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分子反应动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主要从事化学反应动力学理论研究。发展
了多原子反应量子含时波包理论方法，建立了
高精度势能面构建方案，将反应动力学的精确
理论研究从三原子体系拓展到多原子体系：解
决了四原子反应体系量子散射问题，率先实现
了一些代表性气相六原子反应的精确理论计
算，解决了 H2+OH, H+H2O, H/Cl+CH4等多原
子动力学过程中反应物的碰撞能、量子态、振
动局域模式、同位素取代等因素如何影响反应
几率、产物量子态以及空间分布等科学问题。
与实验同行紧密合作，在 F/Cl+HD 反应中发
现了新的反应共振态，揭示了其准束缚态本
质，并证实共振现象在振动激发态反应中广泛
存在。

发表研究论文 230 余篇，以唯一或共同通
讯作者发表 8篇 Science、5篇 PNAS。曾获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排名第一）、辽宁省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 2 项，新加坡杰出青年科学家
奖、新加坡国家科学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
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貂皮颜色美丽，皮毛保暖性能
好，古今中外一直是时尚界的宠
儿。貂皮大衣人人喜爱，然而对于
貂的养殖却鲜有人知。与其他动物
养殖相同，貂的养殖也需要良好适
宜的环境、营养的调配以及相关疾
病的防治。

青岛农业大学教授马泽芳就
是专门研究貂、狐和貉等特种动物
养殖的专家。作为动物科技学院特
种经济动物养殖的二级学科负责
人，他主要从事特种经济动物饲
养、繁殖育种、营养与饲料、疾病预
防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在对水
貂和狐狸毛皮生长发育调控机制
和光照周期调控水貂繁殖周期机
制及其应用技术等方面成绩突出。

作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特种经济动物创新团队首
席专家兼遗传育种与繁育岗位专
家，马泽芳带领团队使一部分老百
姓提前脱贫致富，为山东省乡村振
兴建设工作做贡献。

养殖形势严峻，
扎根生产一线

2015 年的秋天，山东省鄄城
县的鼎牧貂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眉
头紧锁，眼看着几天前还很健康的
水貂一个接着一个被清理出养殖
场，导致养殖场将近一半的收益受
到影响，上至企业老总，下至养殖
场场长都苦不堪言。

当联系到马泽芳的时候，他根
据水貂食欲减退、长期消瘦、饮水
异常增加、毛皮失去光泽等症状，
断定养殖场的水貂感染了阿留申
病。

“水貂阿留申病在我国水貂养
殖场中广泛存在，并且没有疫苗可
用，也无特效的治疗方法，严重制
约着水貂养殖业的发展。”马泽芳
说，“大多数慢性感染的母貂都不
能妊娠，即使受孕也会发生流产，
对水貂繁殖性能有很大影响。”

这种疾病的传播途径非常多，
病貂污染过的饲料、饮水、食具等，
都会携带病菌传染给健康水貂。蚊
子也是主要传播媒介。此外，受孕
母貂还可经过胎盘传播给胎儿。

“这就对养殖环境提出了非常高的
要求。只有相关环境设施跟得上，
疫病防控才会更加有效。”

2016 年开始，马泽芳带领团
队，在山东鄄城示范推广水貂阿留
申病检测与净化技术，对水貂饲料
配合、疾病防控、育种与繁殖等技
术进行了集成、试验、示范。现在，
鼎牧貂业有限公司水貂繁殖性能
得到了显著提高，胎平均产仔数 6
个以上，仔貂成活率提高 12%，增
加了基地的养殖收益。

根据示范结果，团队制定了水
貂阿留申病病毒阳性貂的检疫、净
化方案，并通过技术培训，在周边
100 余家水貂养殖场进行推广，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均显
著提升。

用心传授技术，
真诚打动农户

“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是推动
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刚开始的时
候，农户非常不信任我们。一只水貂
好几百元钱，做实验的时候能保证
不出问题吗？能保证动物的存活、不
影响受胎吗？我们用心跟农户接触，
给他们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解答
疾病防控难题。慢慢的，农户们都很
喜欢和我们相处，一有问题就打电
话向我们请教。”马泽芳说。

为更好地推广养殖技术，马泽
芳率领山东省特种经济动物创新
团队的专家在荣成、青岛等地建立
水貂、狐育种核心群基地，通过对
控光、控饲料添加剂和重大疫病防
控等提高毛皮动物生产性能的综
合配套技术进行示范推广，大幅度
提高了水貂的繁殖成活率和毛绒
品质，深受广大养殖场户的好评。

从 2014 年启动至今，在团队
努力下，马泽芳的控光养貂技术
通过延长光照时间，使受精卵早
着床、早产子，提高繁殖成活率
11.4%、降低水貂死亡率 7%、提高
水貂优质皮率 12%，平均每只水貂
可增加 31.2 元的收益。至 2017 年

底，马泽芳带领团队推广水貂 2.8
万只，农民的经济效益由技术推广
前的 108 万元提高到 134.41 万
元，综合效益提高了 19.65%。

不忘初心，做好每件事

齐少家今年 50 岁，是平阴县
一个双目失明的困难户。在朋友的
介绍下，他干起了兔子养殖的行
当。但养殖兔子对于一个正常人来
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是

“两眼一抹黑”的他。
在最困难的时候，平阴县爱心

365 扶贫助残协会帮助了他。扶贫
协会与马泽芳签订扶贫协议，县里
100 多名残疾人都能从中受益。马
泽芳团队依托各方资源向协会捐
赠 100 只种兔和 200 瓶疫苗。

创新团队从家兔人工授精技
术、疾病综合防控技术、健康养殖、
微生态制剂和家兔养殖提质增效
等多方面进行了技术培训。创新团
队综合试验站的专家经常深入困
难残疾人家庭实地指导。“他们经
常给我发短信、微信，打电话，向我
咨询养殖过程中不明白的事。”马
泽芳说。

爱心 365 扶贫助残协会会长
丁连泉说：“马老师不辞辛苦，为残
疾人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劳动致
富平台，他为我们平阴残疾人带来
了福音和希望。”

在毛皮动物会议上，马泽芳多
次针对当前毛皮动物养殖业品种
差、育种工作滞后等问题大力呼
吁，寻求对策。他曾多次接受青岛、
潍坊、威海、临沂等地有关部门和
企事业单位邀请，为特种经济动物
养殖者开展养殖、饲料、管理等方
面的培训和讲座。

“特种经济动物养殖业是个
新兴事物，它在逐渐发展中稳步
前进，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未
来，养殖户可以通过特种经济动
物养殖获得更多经济收入，使自
己的腰包真正鼓起来。”马泽芳对
于助力乡村振兴充满信心。

（杨宗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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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泽芳在运城察看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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