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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圈”

栏目主持：李惠钰

王大中
以其名命名一颗小行星

8月 15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工作组
发布的最新公告称，经小天体命名工作组批准，国际永
久编号为 19235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王大中星”。
由于小行星命名的严肃性、唯一性和永久不可更改性，
使得能够获得小行星命名成为世界公认的一项殊荣。

资料显示，中科院院士王大中是国际著名的核能
科学家、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校长，长期带领清华大
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团队从事先进核能科技创
新工作，获得过 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乔尔·勒博维茨等三人
获 2022年狄拉克奖

近日，2022年狄拉克奖揭晓，该奖章由位于意大
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颁发。据 ICTP官网信
息，获得者分别为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数
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乔尔·勒博维茨、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教授埃利奥特·赫什尔·利布、法国高等科学研究
所名誉教授达维德·皮埃尔·吕埃勒。
三位获奖者的主要贡献包括对非平衡系统、混

沌和湍流的研究；对物质稳定性的证明，二维模型
的解析解；量子信息论的开创性成果、无限系统的
吉布斯状态的定义。这三位科学家此前都曾获得过
玻尔兹曼奖，后者授予在统计力学方面取得新成果
的物理学家。
狄拉克奖章于 1985年首次颁发，旨在纪念 20世

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保罗·狄拉克。该奖章将在
每年狄拉克的生日，颁发给对理论物理学作出重大贡
献的科学家。

王丰
当选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据复旦大学官网消息，日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王丰当选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
院外籍院士，成为继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李远哲之
后，第五位入选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华
人科学家，也是首位当选该科学院院士的人文社会科
学华人学者。

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成立于 1603年，是世界
上最古老、最具学术声誉的科学院之一。今年，林琴国
家科学院共增补 6名外籍新院士，其中人文社会科学
仅 1人。

王丰曾任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的专
家，曾获社会科学史协会、美国社会学协会和日本人口协
会的最佳学术著作奖项，在历史人口学、人口和社会组织
国际比较等领域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贡献。

2000年，刚刚获得南京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的樊春海偶然在《先进材料》上读
到关于艾伦·黑格的专题报道。黑
格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一位物理系教授，却在那年获得了
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后他竟宣布
要进军生物学领域，还特别提到生
物传感研究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让对生物传感器很有兴趣
的樊春海受到极大的鼓舞。他鼓
足勇气向黑格提出申请，没想到
很快得到认可，顺利进入黑格的实
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

和导师黑格擅长“破圈”相似，
樊春海也在多个学科间不断“跨
界”。他涉足生物传感器、转化医
学、纳米技术、生物医学和生物计
算等领域，在《自然》等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 500余篇，被引用 5万余
次，连续多年入选“全球高被引科
学家”。

从生物传感到纳米技术

2001年 8月，樊春海如愿来
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高分子
与有机固体研究所，在黑格指导
下开展新型生物传感器相关研究。
黑格非常推崇学科交叉研究

并身体力行，在物理、化学和生物
学领域“左右逢源”。在黑格实验
室，樊春海要同时开展多项科研，
这一度让他应接不暇。
“你就挑最重要的事情做。”

导师的这句话让樊春海茅塞顿开，
至今仍时常指引他做出判断。
在黑格实验室的那段研究经

历，让樊春海这个初出茅庐的“青
椒”走到了国际学术前沿。在黑格
指导下，樊春海陆续取得了一些研
究进展，相关研究工作在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美国化学会志》等

杂志发表。他们研制出的一种被
命名为 E-DNA 的新型电化学
DNA生物传感器，得到了国际同
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2003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
分校联合美国几所大学，成立了加
州纳米系统研究院，以推进纳米科
学研究。这让樊春海对纳米研究
产生了兴趣，他也顺利成为该研究
院最早的一批博士后之一。

“顾名思义，纳米科学是在纳
米尺度上开展研究，这是一个典型
的综合交叉研究领域。”樊春海解
释说。

2004 年，30 岁的樊春海回国
加入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凑巧的是，在他入职答辩那天，正
值该所承担的上海同步辐射光源
项目历经十年艰辛筹备后获批。
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科学研究设
施举世瞩目。

上海光源素以“创新精神、科
学精神和奉献精神”著称，而这些
精神和樊春海的想法不谋而合。
此后，樊春海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建设实验室，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研究工作。

2006年，樊春海、中科院上海
应用物理所研究员胡钧与中科院
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贺林等
合作，创制了 DNA分子组装而成
的纳米尺度“中国地图”，并发表于
《科学通报》。这成为“DNA折纸
术”这一前沿交叉领域中非常有意
义的工作，并以中国特色的形象在
国际学术舞台上亮相。

经过多年努力与积累，樊春海
团队发展了 DNA自组装结构诱导
纳米尺度精准矿化的新方法，在保
持 DNA纳米结构精巧设计的前提
下显著提升其力学性能，为仿生纳
米孔道的构建与分析应用打开了新
的大门。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
然》，实现了中国研究者在 DNA纳
米技术领域的首次突破。

樊春海并没有满足于仅仅用
DNA来制造漂亮的“纳米图案”，
他一直思考如何将纳米思维引入
生物传感研究，希望通过 DNA纳
米技术提升生物检测性能。

为此，樊春海独辟蹊径地提出
将 DNA 四面体结构用于电化学

传感界面的调控，并建立了“先组
装、后检测”的框架核酸传感新方
法，突破了界面限域组装与识别
的难题，在促进生命分析化学发展
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希望在纳米世界通过

一些先进的物理手段，让 DNA
等生物分子按我们的意愿堆积、
编织，构成纳米器件。”樊春海表
示，“这可能会引领未来新的纳
米技术发展。”

兴趣促成“交叉”

多学科交叉融合始终是樊春
海研究团队的特色。物理、化学、
生物、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碰撞

让他的目光聚焦在转化医学领域。
2018 年，樊春海以王宽诚讲

席教授身份来到上海交通大学
工作，恰逢我国医学领域首个国
家级大科学设施———转化医学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即将建
成投用。

如何快速、准确开展各类遗传
性疾病、传染病、肿瘤和神经退行
性疾病等重要疾病的早期检测，是
热点也是难点。机遇使然，樊春海
加入转化医学中心的建设中。
“转化医学就是要在基础医

学和临床应用之间架设起双向
桥梁。”樊春海说，“和上海光源
一样，它为科学家插上了‘起飞
的翅膀’。”

此后，他带领团队不断突破，
基于核酸分子自组装、逻辑编程、
材料复合、高时空分辨显微成像
等技术，构建核酸分子机器与纳米
机器人，为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
早期检测和诊疗以及核酸标准物
质检测提供全新智能工具。

在樊春海看来，“交叉”这个词

贯穿于自己整个科学研究历程。
他说自己是个“交叉学科研究者”。
“我的很多论文是合作发表的，这
跟我个人兴趣比较广泛、从事交叉
领域有关。”

樊春海与贺林等人便利用
DNA纳米技术，开发出了 DNA
纳米基因芯片，用来检测疾病，大
大提高了基因检测效率。
“DNA纳米基因芯片体现了

现代科技的交叉性。”樊春海说，
“我们团队里就有来自物理、化
学、生物等多个领域的学者，而
开发出的这种芯片包含了多个
学科交叉的合作效益，实现了纳
米技术、生物医学和计算科学等
多学科交叉。”

永葆责任心和初心

在多个领域躬耕不辍，也让樊
春海收获了诸多殊荣。他入选美国
科学促进会（AAAS）、美国医学与生
物工程院（AIMBE）、国际电化学学
会（ISE）和英国皇家化学会（RSC）
会士；201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化
学科学部院士，又获得中国生命科
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谈
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还将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美国化
学会“测量科学进展讲座奖”收入囊
中；202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
者”；2022年，成为上海市“最美科
技工作者”……

在樊春海的字典里，没有节假
日这个词。除去繁忙的科研工作，
他还致力于提高全民，尤其是青少
年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科普工作是一种传承，无论

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还是推动国
家的科技发展，都需要保持初心、
一代代人不懈努力。”樊春海说。

从 2004 年培养研究生开始，
樊春海就不断鼓励学生：“做科研
要勇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
战新事物。”

他的研究生和博士后来自不
同专业，包括化学、物理、生物与机
械工程。他根据不同学生的特质，
因材施教，有效引导。他认为，“学
生是在适当引导下自由成长起来
的”，导师的任务是挖掘学生对科
研的兴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远大志向，并成为学生坚
定的支持者。

尽管工作繁忙，樊春海依然会
抽时间与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
不是正襟危坐的说教，而是充满轻
松和愉悦的沟通。他希望自己一
直保持对科研的好奇、责任和初心
并将其传递下去。

樊春海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反哺院校！他们全捐奖励只为“大目标”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今年 7月，有一位 80岁的老人再次向河南农业大学
（以下简称河南农大）捐款 300万元，这笔钱是他所获河
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奖金。该捐款将用于人才培
养和科研创新工作。

这位老人是河南农大退休教授王泽霖。

两年前，王泽霖将毕生科研成果转化费 8208万元，
全部捐给了学校。“这钱不是属于我的。”王泽霖曾在采访
中这样说。

这些年来，从事科技成果转化让一些埋头苦干的科
学家尝到了甜头。根据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研

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
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50%。

在收到真金白银的奖励后，一些专家并没有花钱享
乐，反而将收到的奖励悉数捐给了孕育成果的高校院所。
这些捐赠者是谁？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有人会说 1亿元不是个小数目，
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但
这笔钱如果用于让我们家庭过上更为舒
适的退休生活，是一种浪费。”刘进说。

刘进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
手术中心主任，也是我国现代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2021 年 9月，他将 1亿元的科技成果
转化个人所得款捐赠出来，在华西医
院设立专项规培发展基金，用于激励
住院医师、带教师资，提高住院医师
临床能力。

来自华西医院的消息显示，这也
是我国首个由个人捐赠设立的专项规
培发展基金。
“合格的医学院毕业生就是‘毛

坯’，实施规范化培训的意义在于把他
们培养成能独立行医的合格医生，同
时也能促进医院的学科发展。”这也是
刘进捐款的主要目的。

那么，一个医生是如何赚到 1亿
元的呢？这需要从两项合同说起。

2020—2021年，华西医院与宜昌
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两项专
利许可及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合同总
金额为 7.5亿元。这两项合同涉及专利
均由刘进及其团队研发产出，按照华
西医院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刘进
个人获得了 1亿元奖励资金。

这两项合同涉及两款新药，分别
是新型骨骼肌松弛药物和超长效局
麻药。其中，新型骨骼肌松弛药物是

全麻用药中的一类，导致肌肉松弛，
满足手术的要求，具有起效快、恢复
快、蓄积小等特点；超长效局麻药的
亮点就在于“超长效”这几个字上，药
效可达 50 小时以上，是现有品种作
用时间的 2~5倍。

如果说，刘进靠自己的实力，实现
了赚到 1亿元的“小目标”，那么，他为
了实现更大的“目标”，决定将这 1 亿
元捐出来。

这些年来，刘进所在的麻醉科专
业基地已经培养出了约全国 5%的青
年麻醉医师、约 40%的麻醉科主任。

刘进感叹道：“我从事医学研究和
转化 20多年了，在规范化培训这条路
上也走了 20多年，希望这笔钱能让更
多的规培医生和老师们在这条路上继
续前进，为基层培养更多合格的‘健康
守门人’。”

图
片
来
源：

四
川
大
学
华
西
医
院
官
微

捐款 1亿元 培养“健康守门人”

不久前，《中国科学报》通过河南
农大宣传部试图联系采访王泽霖，收
到的校方回复是，“在完成捐赠后，王
老师就去了外地儿子家，校庆活动都
没有出席。”

王泽霖其实并不想成为外界关注
和追捧的焦点。

住老房子、骑电动车、被身边人说
“太抠门”……1942年出生于苏州的王
泽霖是我国著名的禽病防治专家，曾
任河南农大禽病研究所所长。他解决
了长期困扰我国养禽业的疫苗免疫效
力低下的难题，他所创制的 12个新兽
药产品在国内多家生物制品企业规模
化生产，成果转化率百分之百。

一时间人人皆知“河南农大有个
王泽霖”，王泽霖也成了教授中的“富
豪”。不过，王泽霖对自己依然“抠门”。

有一次王泽霖在全国禽病大会上
作报告，有人看到他穿着旧衣服，就说
他：“都已经是大专家了，应该弄套好
点的西装穿。”他回答：“我一辈子当马
医生、猪大夫，给小鸡看病，穿那么好
给谁看？关键还耽误干活啊！”

即使在今天，王泽霖的出行原则
也是能步行不骑车，能骑车不坐公交，
能坐公交车绝不打车……

不过，王泽霖对科研却十分“大
方”，甚至“挥金如土”。1985—1995年，
王泽霖通过办班，禽病诊疗、化验，为
农村养殖户服务等技术转移工作，赚
取了 400多万元。他用这笔钱在河南

农大盖起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当时先
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冻干机
等仪器设备。

2020 年，王泽霖将毕生科研成
果转化费 8208 万元“裸捐”给学校，
他希望用这笔钱建设一座高水平的
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P3 实验
室）。
“我已经老了，但是科研事业一

定得后继有人。”王泽霖说，“P3实验
室对于河南农大有关学科的发展将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希望尽快将这
笔钱用到需要的地方，这样才用得有
价值。”

图片来源：河南农业大学官微

“抠门”教授“裸捐”超 8000万元

今年 1月，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收到一笔 7800 万元的匿名捐赠，捐
赠者希望该捐款用于支持母校教育事
业的发展。

武汉大学官网消息显示，这位老校友
是该校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系毕业生。出于
感激当年武汉大学对学生的关爱和培养，
他决定把自己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匿名捐
赠给母校，并将捐赠项目命名为“余先觉
生命科学教育基金”，用于支持生命科学
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
助力学院发展，期待大学精神赓续传承。

据了解，该基金将每年支出 400万
元，用于支持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举
办高水平学术活动、人才引进项目以及
学生奖助学金，并为被纳入学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信息数据库的本科生提供
大学四年全额学费。

为什么要用“余先觉”来命名？这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校友表示，他是余先
觉先生的学生，老师的开放进取、兼容并
蓄和浓烈的爱国精神对他影响深远。

余先觉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
1949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
实验室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于 1949
年 10月辗转回到祖国，投身教育事业。
他在艰苦条件下创造机会支持学生发
展，并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

回国后，余先觉和研究生们对中国
淡水鱼类细胞遗传学开展了广泛研究，
获得了中国淡水鱼类细胞遗传学的第

一手资料。这是我国首次对中国淡水鱼
类染色体进行的系统性研究。
“这位校友匿名捐赠时是直接跟我

联系的，很意外也非常感动。”余先觉孙女
余丽表示，“自己和家人曾劝其好好考虑，
但校友称这是自己多年的夙愿。”
“这位匿名捐赠的校友是我的学长，

此举很让我感动。我们都是余老师的学
生。”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周荣家
是余先觉招收的唯一一名博士后。

1992年，周荣家进入武汉大学跟随
余先觉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那时已经
80多岁的余先觉身体不好，但依然专门
指导周荣家，并叮嘱他：“做人一定要有
开创精神。要先做好人，再做科研。”
“这句话对我的学术道路影响非常

大。”周荣家说，当时博士后流动站的条件
很艰苦，许多研究几乎是从零开始，余先
觉给了周荣家非常大的自主权，允许他在
鱼类遗传学的框架内自由发挥。“老先生
做人非常低调，但是学术做得非常好。”

学生感谢恩师 捐款 7800万元

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收到匿
名校友总额 7800万元的捐赠款。图为
捐款业务凭证截图。
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网

樊春海

﹃
跨
界
﹄
为
他
插
上
﹃
起
飞
的
翅
膀
﹄

姻
本
报
记
者
张
双
虎

王泽霖

刘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