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年的一天，当留学生钱宁夫妇回到
寓所时，数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工作
人员已经等候多时。
“美国这么富有、文明，你们为什么非得

回去？”
“美国确实很好，但就像作客，你家客

厅再好、沙发再软，那是你家的，不是我们
家的。”

实际上，1951年钱宁就拿到了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也收到了
清华大学的聘书。那时，新中国成立，百废待
兴，急需人才，但美国移民局规定：理工农医科
留学生不能回中国。就在钱宁突破重重阻碍，
即将踏上归途前，FBI仍心有不甘地做盘查。
“他们那辈人那种‘没有国就没有家’的

情怀我们无法感受，那种对祖国无怨无悔的
爱，别人也难以理解。”在近日举行的“钱宁
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暨钱宁学术思想
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宁之子钱心
毅在追忆父辈放弃美国优渥生活、选择回到
一穷二白的祖国搞建设时说，不只是 FBI的
特工难以理解，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日军
侵略、在国外备受歧视的人都无法理解那一
代人急切要用所学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

回到“母亲河”

1922年 12月 4日，钱宁出生于南京。他
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兵燹和动荡中度过
的。战乱中，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一路从南京
迁到长沙，再从长沙逃难至重庆。

在重庆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时，教
授们讲黄河水患给钱宁留下了深刻印象。历
史上，黄河既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也是给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问题河”。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3000年来，黄河下
游决口泛滥约 1500次，较大改道二三十次。
淤积、决堤、改道，这条让人束手无策的大河

成为真正的“洪水猛兽”。
但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研究黄河泥

沙问题的权威仍是一位外国学者，这大大
激发了钱宁要治理黄河、为人民做点实事
的责任感。

1947年，钱宁赴美留学。他先就读于美
国爱荷华大学水利系，在流体力学权威亨
特·劳斯教授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又
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泥沙专业
学习，师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之子、泥沙专
家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导师的悉心培养下，30多岁的钱宁就
在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些结论被
泥沙学者引用，初步奠定了他在国际泥沙界
的学术地位。导师希望他留在美国进行研
究，但钱宁深知，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
的河流，在中国有很多像黄河一样泥沙问题
严重的河流亟待研究治理。他没有忘记远渡
重洋出国求学的初心：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到野外去”

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治学主张
是“go out in the field”（到野外去）。作为最受
器重的学生之一，钱宁重视野外考察的学术
精神和导师一脉相承。

1955 年 6月，钱宁回到祖国，不久就徒
步考察了北京西郊“小黄河”（永定河）。同年
9月，他成为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中国科
学院和清华大学筹建，后并入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并很快开始了黄河考
察。12月 4日，钱宁在黄河秦厂水文站度过
了 33岁生日。

此后，他查勘了郑州至河口段，又陪同
苏联专家查勘黄河，赴陕北、晋西北及陇东
地区调查黄河中游的地表物质组成……

回国后的前 11年，钱宁年年都在黄河
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参与黄河规划和工
程审查。

治黄认识的重大突破

1959年，钱宁在郑州花园口黄河滩地考
察一座施工挖出的古墓时，发现历史时期淤
积下来的泥沙比黄河河床上的泥沙粗得多。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回到郑州，他开始广泛收集河床钻孔资
料，发现淤积在河床深处的泥沙都比表层泥
沙粗，这部分泥沙绝大部分粒径大于 0.05毫
米。20世纪 50年代的水文统计资料显示，多
年平均粗泥沙量达 3亿～4亿吨，占黄河下
游总沙量的 1/5。
“这样看来，防止黄河下游泥沙淤积恶

化，主要应控制这部分泥沙。”钱宁在文章中
写道，“那么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区是否存在一个比较集中的粗泥沙区，可作
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便成为一个亟待查
明的关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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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孙丹宁）中科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张涛院士，研究员王晓东、王爱琴、林
坚团队，与福州大学教授林森等合作，在单原子
催化转化丙烷脱氢制丙烯的研究中取得新进
展。合作团队报道了氮掺杂碳载体稳定的Ru单
原子催化剂，能够实现临氢条件下丙烷高效脱
氢制丙烯，可媲美商业化 PtSn/Al2O3催化剂。研
究发现，Ru单原子中心内壳层和外壳层氮物种
对催化剂的高稳定性和高选择性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 -催化》。

丙烯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采用丙
烷直接脱氢制丙烯和氢气（PDH）是原子经济型
反应过程，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当前工业上
PDH过程主要采用 Pt基和 Cr基催化剂，面临
价格昂贵、环境不友好等问题。因此，开发非 Pt
基和 Cr基高效 PDH催化剂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高效稳定的氮

掺杂碳负载的 Ru单原子催化剂（Ru1/NC）用
于高温丙烷脱氢制丙烯反应。Ru单原子催化
剂相比于 Ru纳米催化剂，丙烷脱氢活性、选
择性和稳定性更高，其性能与工业 PtSn/Al2O3

催化剂相当。原位 XAFS实验发现在高温反应
气氛条件下，Ru1/NC内壳层 N配位的 Ru1位
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团队发现随
着外壳层氮含量的增加，丙烯选择性相应增加。
DFT理论计算进一步表明 Ru单原子形成能随
内壳层Ru-N配位数增加而降低，说明内壳层
的氮物种对稳定 Ru1位点具有重要作用。而外
壳层的氮物种可以传递电子给 Ru1中心，降低
丙烯的吸附能，进而提高丙烯选择性。因此，Ru
单原子内外壳层氮物种的共同作用实现了该
单原子催化剂催化丙烷高效脱氢生成丙烯。

相关论文信息：

钱宁：大江大河“大情怀”
姻本报记者 张双虎

科学人生·光耀百年

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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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和工程前沿报告发布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12月 15日，中国工程

院院刊 以线上方式发布“2022 全球
十大工程成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嫦娥探月
工程、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应用、猎鹰重型可回
收火箭、港珠澳大桥、超大规模云服务平台、詹
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太
阳能光伏发电和新一代电动汽车等全球十项
工程成就入选。

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指近 5年在全球范围内完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并产生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工程创新重大成果，能够反映某个或多个领域当前
工程科技最高水平。今年评选出的“全球十大工程
成就”，既包括与当前人类福祉息息相关的重大创
新，如“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应用”“新一代电动汽
车”，也包括推动人类向地球以外探索的巨大努力，
如“嫦娥探月工程”“猎鹰重型可回收火箭”。

此外，中国工程院、科睿唯安公司与高等教
育出版社还联合发布了《全球工程前沿 2022》报

告。该报告围绕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
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能源与矿业工程，土
木、水利与建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农业，医
药卫生及工程管理 9个领域，共研判 95项工程
研究前沿和 93项工程开发前沿。

据介绍，2022全球工程前沿以“新技术”“新
材料”“新手段”“新理念”为总体特征，具体表现
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渗透，推动
越来越多的工程前沿呈现“智能 +”发展模式；研
发并应用具有新功能、新特性，适应复杂多变环
境的新材料成为工程科技重要发展方向；机器人
成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新手段；绿色低碳发展
新理念引领工业流程再造，重塑全球能源技术体
系，提升交通与建造能力。

从演变历程看，过去 6年，全球工程前沿呈
现以下三大趋势：一是从单项创新到系统集成；
二是从并行发展到交叉融合；三是从技术研发到
场景应用。

城市化正全方位影响生物多样性
姻本报记者 冯丽妃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几处
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古往今来，文人
墨客笔下描述了无数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自然
景象。

今天，在钢筋混凝土浇灌起的一座座城市
中，鸟声、鸟影日渐稀少。

基于对中国城市鸟类近 20年的观察数据，
厦门大学讲席教授吕永龙团队及其合作者展示
了首个洲际尺度的“快照”：许多受威胁鸟类分布
的热点区域与城市化的热点区域高度重合，而且
越是种类稀少的鸟类受到的不利影响越大。相关
研究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

城市化，重塑的不只是鸟类多样性版图。吕
永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从动植物
多样性到人类的社会生态，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是全方位的。

始于一场“错位”的对话

吕永龙依然记得，1991 年中英两国生态学
家的一次“错位”的对话。那时，英国生态学会代
表团来华访问，尽管两边的参会者都是城市生态

学者，但双方的关注点并不一致。
“英国方面的几个人都是鸟类学家，他们认

为如果一个城市的市中心有很多鸟，则说明它的
生态是好的；而我们中国做城市生态学研究则是
把人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认为城市是一个以
人为主导的生态系统。”吕永龙回忆道。

后来，再反思那场对话，吕永龙越来越觉得，
城市作为一个以人为主导的生态系统，必须考虑
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几年前，为了给《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COP15）提供科学支撑，中国科学院
成立了一个科学委员会。当时还在中国科学院工
作的吕永龙就曾提出，应将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作为一个前沿方向进行研究。

随着全球城市人口总数不断上升，城市化对
生物多样性及环境影响的前沿研究显得日益重
要。但这个领域的研究存在“短板”，特别是对于
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乏长时间序列的定点观
测数据，在宏观尺度下研究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极具挑战。

吕永龙团队想填补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空白。
但要用哪种生物作为指示物种呢？从地下、地表

到空中，最终他们将目光
停留在鸟类多样性上。
“鸟类的数据相对比

较充足。”吕永龙说，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
种数据、中国生物多样性
监测数据以及城市鸟类
爱好者汇集的观鸟数据，
都为了解城市化给生物
多样性带来的影响提供
了支撑。

基于这些多源观测
数据，他们收集了 2000—
2020 年大量鸟类活动的
观测信息，分别获取鸟类
的潜在分布区和实际分
布区，并整合不透水面、
夜间灯光和土地覆被数
据，对城市化影响下鸟类

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和物种相似性的变化进行定
量分析。

研究发现，受威胁鸟类分布的热点区域与城
市化热点区域高度重合，特别是在中国东部地
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不透水面面积增长最
快，这个地区也是受威胁鸟类的热点地区。

这些热点地区也与受夜间照明影响强烈的
地区重叠。人造灯光会扰乱鸟类的行为，导致候
鸟夜间飞进建筑物。这通常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因此，他们认为，持续的城市化和人类活动的增
加日益限制了受威胁鸟类的栖息地范围。

此外，研究发现城市化对广域种和狭域种会
产生相反的影响，狭域种受到的不利影响相对更
大。这种不对称影响和同质化的城市环境使得区
域间鸟类物种组成的相似性更高。

失而复得的鸟类家园

尽管如此，研究团队指出，积极的保护策略
仍然可以有效缓解上述不利影响。

辽宁盘锦就见证了鸟类家园的失而复得。作
为辽河入海口，这里被誉为“轻轻放在湿地上的
城市”，栖息着丹顶鹤、黑嘴鸥等 260多种鸟类，
一望无际的红海滩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然而，由于围海养殖、过度农业开发、石油开
采以及工业发展，从 1986年到 2000年，盘锦自
然湿地减少了 700多平方公里，到了 2005年在
辽河三角洲仅观测到 10对丹顶鹤繁殖。

为了发展生态城市，2015年起盘锦“壮士断
腕”，启动“退养还湿”工程，拆除一批养殖设施，
并将所有石油开采相关设施从辽河口自然保护
区迁出。到 2020年末，该市恢复了近 60平方公
里的湿地，以及 17.6公里的海岸线。根据《中国
沿海水鸟同步调查报告》，当地水鸟物种数量由
2005—2011 年的 94 种增加到 2012—2019 年的
112种。

另一个案例是江苏盐城。从“人鸟争食”到
“为鸟留食”，从“湿地养鱼”到“退渔还湿”，这些
措施让盐城成为“国际湿地城市”。目前盐城条子
泥湿地鸟类已达 410种。

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 吕士成 /摄

WHO首席科学家明年“换将”

寰球眼

本报讯 据《科学》近日报道，英国惠康基
金会总监 Jeremy Farrar将于明年初卸任，出任
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席科学家，接替首个
担任该职位的儿科医生 Soumya Swaminathan。
Swaminathan于上个月宣布将离开该职位，专
注于印度公共卫生问题。

惠康基金会是最大的非政府科学资助机构
之一。在 Farrar执掌的 10年中，该机构关注的重
点从生物医学科学扩展到了全球健康问题，包括
心理健康、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和传染病等。

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严重。在这
一背景下，惠康基金资助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疫
苗和治疗试验。当时，Farrar曾批评WHO和世
界其他地区行动不够迅速，未能阻止疫情暴发。

Farrar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传

染病。他在约 20年的时间里领导英国牛津大
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越南胡志明市一家医院
开展登革热、肺结核、伤寒和其他热带疾病的
研究。2004年，该小组帮助确定了部分 H5N1
禽流感首批患者，然后研究了该疾病的临床特
征以及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的影响。

在新冠疫情期间，Farrar更是大力支持采取
措施减少新冠病毒传播。他在英国紧急情况科
学咨询小组任职至 2021年 10月下旬，经常批评
英国政府在应对不断增加的病例时行动迟滞。
“Farrar任职科学部门将确保WHO及其会

员国，以及合作伙伴，受益于尖端的、拯救生命的
科学创新。”WHO 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卫生经济学家 Janet
Currie表示，WHO作出了极好的选择。她认
为 Farrar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从管理实验室
到领导惠康基金会，他具有任新职所需的所有
经验。此外，他还具有政治才能，能够驾驭
WHO成员国间的利益纷争，从而专注于从科
学角度发声。 （徐锐）

Ru单原子催化剂可实现丙烷高效脱氢制丙烯

12月 13日，远洋归来的远望 7号船结束了为期 55天的航程，停靠在中国卫星海上测
控部码头。

此次出航，远望 7号船穿峡过海，跨越 14000海里、4个时区，在海域环境陌生、气象海
况恶劣等背景下，接连克服任务技术难度大、工作强度高、选用航线新和单船独立执行任务
等风险挑战，圆满完成海上测控任务。

远望 7号船是由我国自主设计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最新一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该
船长 220多米、高 40余米，满载排水量近 3万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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