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有一双“慧眼”，总能敏锐捕捉到科学
前沿动态，是我国石油分析技术、近红外光谱
分析技术的领路人；她的眼睛也很“犀利”，总
能一眼看穿谁在偷懒，对待每一个科研问题
都很严肃。

她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现中石
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石科院）总工程师陆婉珍。

今年，是陆婉珍诞辰 100周年。
对不少学生来说，陆婉珍老师的教诲仍

在耳边飘荡：“决定了的事就不要再犹豫，大
胆去做，方法总比困难多。”

“回到祖国，心里才踏实”

1955年，陆婉珍和丈夫闵恩泽从美国旧
金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几经辗转，终
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那一刻，陆婉珍期盼了整整 8年。
1947年，怀揣着对科学的热情和对未来

的憧憬，陆婉珍踏上赴美留学的旅程。她先后
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西
北大学深造，攻读化学工程与分析化学专业。
“我们当时去美国就是为了学知识、学技

术，没想过要留在那儿，跟我们一起赴美的许
多同学也都是这样想的。”这份对国家的眷恋
早已深埋在陆婉珍心底。

1924年 9月，陆婉珍出生于天津的一个
书香门第，父亲陆绍云是我国纺织技术与管
理专家。父亲在家里搭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
年幼的陆婉珍第一次在那里用显微镜观察到
纤维结构，也学会了科学实验的基本方法。

20世纪 30年代，陆婉珍进入重庆南开
中学学习，深受严谨的学术风气和浓厚的爱
国主义氛围感染。1942年，她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接触到学术领域
最前沿的课题，也使其用科学改变世界、报效
国家的初心越发坚定。

大学毕业一年后，23岁的陆婉珍决定赴
美留学。尽管在美国工作待遇优渥，但在她心
里，祖国是永远的牵挂。
“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们要求的不

应仅仅是物质财富，传统的文化环境、民族的精
神品质，都是我们必需的。”陆婉珍说，“我们从
没想过不回来，这里没有该不该的问题，就像人
每天都得回家一样，回到祖国，心里才踏实。”

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帮助和自身努力
下，陆婉珍和闵恩泽取道香港，再次踏上祖国
的土地。

“陆总的‘眼睛’真厉害！”

回国后，陆婉珍被分配到石油工业部石
油科学研究院（石科院前身），担任油品分析
研究组课题负责人。

要想做好石油开发和炼制工业的分析工
作，必须要有高效分离组分的仪器和方法。但当

时我国石油工业刚刚起步，缺人、缺设备、缺技
术。该怎样入手？陆婉珍深思良久。

上世纪 50年代后期，陆婉珍将目光投向
了在工业发达国家刚出现的色谱技术。短短几
年内，她不仅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气相色谱、液相
色谱和核磁共振等分析仪器和技术，还主持建
成了门类较为齐全、人员配套的石油分析研究
室，搭建起较为完整的油品分析技术平台，大大
提高了我国石油产品的检测效率和精度。

上世纪 60年代初，陆婉珍主持我国首套
自行设计的催化重整工业装置在大庆炼油厂
的试车工作。尽管多项产品指标均符合要求，但
二甲苯却总不达标。观察许久后，陆婉珍让技术
人员用新安装的气相色谱仪重新做成分分离。
拿到气相色谱图后，她很快发现问题所在———
产品中混有汽油，肯定是生产装置有潜在漏点。

生产人员对此结论将信将疑，没想到仔
细查找后，竟真的找到了漏油部位。很快，陆
婉珍的名气传遍了大庆炼油厂。一提到她，人
人都要赞叹一句：“陆总的‘眼睛’真厉害！”

正是凭借着一双“慧眼”，陆婉珍创造了
石化工业的一座座里程碑。1980年，她带领
科研人员在我国首次开发出弹性石英毛细管
色谱柱；1985年，她组织汇编了 8册《中国原
油的评价》，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原油评价体
系，填补了我国在原油评价领域的空白。

古稀之年再出发

上世纪 90年代，古稀之年的陆婉珍并未
停下脚步。她将研究重点转向国际上飞速发
展的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

近红外光谱技术是一种高效、非破坏性的
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食品、化工、医药
等多个领域。尽管该技术当时并不被看好，但
凭借对油品的认识和对光谱结合统计学理论
的掌握，陆婉珍对这一技术的广阔前景充满信
心。于是，她决定开发出适用于不同类型样品
的近红外光谱分析方法。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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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婉珍：做石化工业的“眼睛”
姻本报见习记者赵宇彤

陆婉珍

中国科学院第七届科学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10月 26 日，由中国

科学院主办的第七届科学节在京开幕。本届科
学节主题为“嗨，科学！———好奇探索未知，科
学连接未来”，向社会全面展示中国科学院重
大科技创新进展和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中国科
学院“与祖国同行与科学共进”的使命担当，让
公众走近科学，走进中国科学院。

北京主场活动于 10月 26日至 27日在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植物园南园）举办，
共设置“嗨剧场”“创新展”“创工坊”“零距离”
“科学之美”“科创荟”6个板块。在现场，公众可
以聆听院士专家的科学思想、科学观点，观看
科普剧、科学实验秀、科学魔术等精彩的科学
表演，了解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爱因斯坦探
针卫星等重大科研成果，体验“声波悬浮”“空
气炮”“AI机器人”等科学实践，还能走进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观摩日常科研。

除线下活动外，奥运冠军与央视主持人以直

播的形式带领网友深度游园；知名科普博主携手
科研人员共同开启科学盲盒；公众可观看精彩节
目，参与线上答题，感受科技魅力。

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也结合自身特色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布置“科学人生·百年”院士风采展并开展“小
小讲解员”评比活动；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将科普活动、科普讲座带到基层，以科普助力
扶贫；在电工研究所，公众可以体验阻力伞风
洞实验，也可以走进“定日镜”场，近距离观摩
光热电站的运行控制；杭州医学研究所在建所
之初就加入科学节，向公众展示自动化筛选工
作站、试剂配制、蛋白浓度测定以及生物 3D打
印技术等。

科学节专场还在广州分院、西安分院举
办，并融合区域科研院所特色，推出更多精彩
活动。此外，华南植物园、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则开启了“科学与中国”之夜。

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沪开幕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10 月 25 日，

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暨 2024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本届
论坛以“卓越科学创新致成”为年度主题，共邀
请来自全球近 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位科
学家以及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科
创资本等领域的代表展开交流。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专职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束为表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已成为
连接全球顶尖科学家的重要纽带、促进全球
科技界高端对话的重要桥梁、服务青年人才
成长发展的重要平台。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2013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强调，科
学家有责任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科学，因为
“科学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享有信息的自由

流动”。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希望“激励年轻
科研人员将他们的创造力和热情集中在自然
界最重要的奥秘上”。

开幕式上，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颁
奖典礼举行。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和信
息科学讲席教授乔恩·克莱因伯格获“智能科
学或数学奖”；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
院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和眼科学讲
席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杰瑞
米·内森斯获“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主旨演讲环节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玉如
主持，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
斯、200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罗
尔·格雷德、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
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中
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散裂中子源与港澳高校牵手
筹建南方先进光源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10月 26 日，负责建
设运行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散裂中子源科学中
心，与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澳
门科技大学等港澳地区的 8所高校、两个学术
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南方先进光源合
作建设新模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散裂
中子源科学中心主任王生介绍，合作协议的签
署旨在促进港澳地区高校在南方先进光源中
更深入地参与设计、建设和开放运行。

目前，南方先进光源正在筹划建设之中，
与已有的散裂中子源并称为“超级显微镜”。散
裂中子源通过中子探针观察物质的微观结构
和动力学，主要与物质的原子核相互作用，而
南方先进光源则作为“巨型 X光机”，利用 X
射线探测核外电子。两个装置都广泛应用于物
理、化学化工、材料科学、能源、环境等多个重
要研究领域。

为推动南方先进光源的前期准备工作，南
方先进光源指导委员会于 2019年成立。指导
委员会专家曾多次呼吁，在广东东莞已建成的
中国散裂中子源旁尽快规划建设一台世界先
进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装置。
“从世界范围看，同步辐射光源装置主要

布局在经济发达、科研水平高、创新能力强、产
业需求旺的地区。在我国，除了粤港澳大湾区
以外的 3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都已建设了

同步辐射光源装置，且全部位于中部的长三角
和北部的京津冀地区，不能满足粤港澳大湾区
的大量前沿研究，特别是产业用户的研究需
求。这突显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台技术先
进的同步辐射光源的必要性。”王生说。

王生介绍，目前，位于广东东莞的中国散裂
中子源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与港澳高校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已同 7
所港澳高校合作完成了 76项实验课题。
“中国散裂中子源开放运行后，第一篇在

顶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来自香港高校，研究中
的关键数据正是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实验获
得的。此外，香港城市大学全面参与了中国散
裂中子源多物理谱仪的设计和研制，这是国
内首台中子全散射谱仪，关键技术指标国际
领先。”王生说。

签约各方表示，期望将南方先进光源作为
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的试点和示范项目，积极
探索并完善资金使用、人才流动、合作等机制，
提升大湾区科研创新水平。
“港澳地区有一大批开展同步辐射应用、

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国际化科研团队。港
澳地区在南方先进光源全生命周期的深度参
与，有助于国际影响力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对
装置的高水平建设和运行，以及科研成果产出
和转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京港学术交流中
心总裁徐海山说。

中国科学院
合成细胞国际科学计划启动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10月 25 日，在深圳
举行的首届合成细胞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
合成细胞国际科学计划宣布启动。此次会议邀
请了来自五大洲 15 个国家 37 所大学和科研
机构的 48位合成生物学领域科学家代表，分
享合成细胞领域发展现状、前沿科学问题、技
术创新，探索潜在的国际合作机会。会议的召
开标志着合成细胞领域的研究正迈向扩大合
作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合成细胞研究涉及从生物大分子到单细
胞的多层次技术，但目前该领域缺乏跨层次理
论指导，关键技术发展也不平衡，模块协同难
度大。不仅如此，各国针对合成细胞研究虽各
有所长，但标准不统一，急需国际协作。

此次启动的中国科学院合成细胞国际科
学计划将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在合成生物学领域
的科技任务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制化
团队等优势开展国际合作，突破合成生物学

前沿科学与技术的核心瓶颈，形成应对人类
共性挑战的合作范式。

近年来，全球各国竞相在人工合成单细胞
生命领域投入重点研发项目和研究计划，我国
紧跟步伐进行了系统化布局。2023年 10月，深
圳先进院联合亚洲 6国发起成立合成细胞亚
洲联盟，依托合成生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亚
洲各国开展合成生物领域的合作；2024 年 4
月，该院又牵头 6国 25个科研机构共同签署
合作备忘录，为与各洲学科联盟开展平等对
话、建立更广泛国际合作奠定基础。

据悉，合成细胞亚洲联盟计划携手欧洲、
美洲、非洲等区域联盟，以开放合作的态度，吸
引更多国际科研机构和组织加入合成细胞前
沿研究行列。中国科学院合成细胞国际科学计
划的实施，将聚焦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前沿基础
研究问题，汇聚全球跨学科的优势力量，共同
推动生命科学前沿研究和生物技术创新合作，
合力应对全球挑战。

945.29公斤！玉米大面积单产刷新纪录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包市”促
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观摩会在内蒙古通辽市召开。会上宣
布了全国 23名玉米专家对玉米单产提升百万亩核心区复测
验收的结果。按照 14%水分标准，通辽市科尔沁区万亩片、十
万亩片、百万亩片每亩产量分别为 1247.22 公斤、1042.1公
斤、945.29公斤，再次刷新全国粮食主产区万亩、十万亩、百
万亩单产纪录。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前西艾力村玉米万亩示范
田，采用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种植的玉米新品种“中玉
303”，穗长粒大、籽粒饱满。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科所）所
长周文彬指出，从 2018年起，作科所与通辽市开展合作玉米技
术攻关和集成示范，联合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目前“科
技包市”成效显著。下一步，作科所将加强与通辽市合作，助力
“通辽模式”提质升级，通过加大新品种试验示范、新技术集成展
示力度，让更多新品种、新技术落地开花。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方家营子村万亩高产田。 作科所供图

杨卫：四大倡议促进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共享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10月 23日，在 2024

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开放科学基础设施主题
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联合国咨商
开放科学与全球伙伴专委会主席杨卫发布《关
于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共享协作的倡议》。
当前，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共享协作在建设

规模、政治经济、技术标准、法律伦理等层面存
在很多问题，对此，该倡议提出 4项行动———提
升规模潜力，共建全球网络，保障开放科学研究
环境可持续性；贯彻开放原则，统一标准规范，
打破不同基础设施、系统平台间的技术壁垒，保
障基础设施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先进性；共享协
作模式，推进可持续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健康危机等全球挑战；共议监测方法，增进互信
水平，全面提升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效率。

2023年 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2024—2033
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决议（以下简
称“科学十年”），开放科学在“科学十年”的推进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卫表示，该倡议不仅有利
于推动科学研究的透明度、可重用性、可重复性
和可持续性，还将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全球。

杨卫提到，开放科学有助于加速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尤其是对发展中国
家而言，开放科学能帮助解决诸如粮食安全、健
康、教育等问题。然而，开放科学目前存在明显
的“数据鸿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数
据量及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显著差距。
“比如，中国的科研论文占世界总量的 25%

至 30%，但仅 5%在国内期刊发表，这意味着大量
科研成果被发达国家掌握。”杨卫说。

杨卫指出，为了缩小这一差距，需要采取措
施降低发展中国家获取科研成果的成本，如调
整出版费用结构。此外，国际期刊出版商也认识
到支持较贫穷国家的重要性，并制订了相应的
支持计划。他还建议依据联合国标准制定不同
的收费标准，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不同经济发展

水平的国家。
为进一步提升可分享数据质量，杨卫提到，

开放科学的核心原则包括数据的可发现性、可
访问性、可互操作性和可重用性，“在此基础上，
中国正致力于改善数据分享的质量与数量，特
别是提升机器翻译能力，使非中文使用者也能
便捷获取中文科研数据”。

杨卫表示，为落实倡议内容，中国科协联合
国咨商开放科学与全球伙伴专委会将尽快在中
国推出示范项目。此外，他建议进一步提升中国
科技期刊的质量、诚信度和影响力，尽快建立开
放数据基础设施，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开放获
取的转型。
“开放科学不仅是促进科学研究合作的关

键，还是实现全球公平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
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将继续与
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
杨卫说。

公众在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展览温室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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