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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圈”

栏目主持：雨田

高文
获 IEEE社会基础设施创新奖

近日，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奖励委员
会官网公布了 2025年度“IEEE 技术领域奖”获奖名
单。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因其在高
性能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和高效视频编码方面的贡
献和领导地位荣获 2025年度“IEEE社会基础设施创
新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科学家。

高文创立了数字音视频编码技术标准（AVS）工作
组，带领团队研发制定了高效的 AVS视频编码系列标
准。截至目前，全球有数十亿个 AVS编解码设备与终
端在广泛使用。

近年来，高文在鹏城实验室专注于大规模人工智
能应用的研究。他牵头设计、研制出低延迟、高可靠性
的人工智能集群，并建造出中国首个全面自主可控的
E级（百亿亿次）智能算力平台鹏城云脑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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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下，小小少年，在乡间田野放飞着他
最爱的一枚竹蜻蜓。敌人的直升机在轰鸣声中呼
啸而过，山河存亡之际，爱国的种子在他心中生
根发芽———中国人也要造自己的直升机。

耳边响起鼎沸笙歌，舞台变换为苏联的大学
校园舞会。一名青年无心交际放松，反而在看见
姑娘晃动的裙摆后激动地大喊“我找到啦”———
这一找，便找到了著名的“王适存涡流理论”……

上述片段来自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话
剧《旋翼人生———中国直升机泰斗王适存》。该话
剧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创排演，生动还原了我
国直升机技术先驱王适存的人生历程，展现了老
一辈科学家立志航空报国的动人情怀。

名字写进苏联教材的中国人

“王，米尔教授把你的毕业论文写进了教材，
还用你的名字给这个理论命名了。”舞台灯光烘
托出苏联“大胡子”同学跑动的身影，他激动地向
王适存传达了这一好消息。这也是该话剧主人公
苏联留学篇章尾声的高光时刻。

1966年，苏联直升机设计第一人米哈伊尔·
列·米尔将王适存留
学莫斯科航空学院期
间的副博士毕业论文
编入了经典教材《直
升机计算和设计》，并
将其冠名为“王适存
涡流理论”。

在俄文文献中出
现中国人名字的次数
屈指可数，由此可见，
“王适存涡流理论”在
直升机空气动力学领
域为中国人赢得了一
份来自国外的尊重和荣誉。荣誉的背后，是王适
存在异国他乡的潜心钻研。

1957年，王适存受国家选派，前往莫斯科航
空学院攻读直升机专业。四旋翼直升机设计专家
维利德格鲁贝是王适存的苏联导师，当他建议王
适存将毕业论文选题定为“四旋翼直升机的性能
计算”时，王适存却拒绝了，因为他执着于“直升
机空气动力学研究”，偏向“虎山行”。

与一般飞机不同，直升机的“翅膀”是头上的
旋翼，它对空气的扰动作用更为复杂。王适存曾
在留学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直升机的空气动力
学，尤其直升机的前飞流场计算问题，直到 20世
纪 50年代末，在世界上，无论苏联还是美国、英
国，都无人能够解决。”

在选定直升机的前飞流场计算问题作为毕
业论文研究后，王适存便一心扑向这一世界难
题，并且“啃”得津津有味。

当年，西伯利亚漫天的大雪飘落。与话剧情
景相同，令王适存沉醉的并不是窗外的雪景，也

不是热闹的舞会，而是笔下纷繁复杂、需耐心推
导的公式，最终他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了硕果。

1961年 2月，一张东方面孔出现在答辩席中
央，台下坐满苏联师生。面对台下的目光，王适存不
疾不徐开始汇报自己的论文《直升机旋翼广义涡流
理论》。

直升机在前飞时，由于旋翼桨叶的来流左右
不对称，除了纵向尾随涡还存在横向脱体涡，因
此斜向涡柱的诱导速度求解非常困难。在王适存
的论文中，他率先提出，在斜向涡柱上，沿母线的
涡元强度和方向都是相同的，从而可以沿母线求
解出诱导速度。

世界难题竟被一位中国年轻人巧妙破解，在
场专家无不发出或赞叹或惊异的声音，因为这篇
出色的论文，王适存随即被师生们簇拥着进入餐
厅，在苏联传统酒会上接受祝贺。

这一后来被命名为“王适存涡流理论”的直
升机旋翼广义涡流理论，成为旋翼设计和桨叶载
荷计算的关键，不仅被收录于苏联教材，还被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原封不动地全文转
译为英文报告出版，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把这辈子交给直升机”

“我们为什么要造直升机？”

“因为国家需要它，中华民族需要它。”
“把这辈子交给直升机你后悔吗？”
“我从未后悔。”
话剧演员口中的铮铮誓言，正是王适存的真

实写照。他将一生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直升机科
学技术和航空教育事业，见证了我国直升机事业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程。

1961年学成归国后，王适存奔赴西北工业
大学直升机设计教研室，开始毫无保留地为国内
还很贫弱的直升机事业打基础，使“中国也能造
出自己的直升机”成为现实。

西北工业大学“延安二号”直升机研制计划
最早始于 1958年，但在设计人才、可借鉴设计资
料的极度缺乏下只能无奈搁浅，而王适存的归国
无疑带来了新的希望。

缺资料、缺人才，首先源于缺教材。耗时 3
年，王适存凭借着留学的收获和个人研究成
果，完成了《直升机空气动力学》教材的编写，

这是我国直升机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学子。

1965年春，国防科委再次下达研制小型直
升机的任务。10年后，新的“延安二号”———我国
第一架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直升机如愿完成试
飞。王适存称自己是任务实施的“后方坐镇者”，
他不仅时刻关注直升机研制工作的进展，还尽最
大努力解决研制中的关键问题。
“王老师是一个敢于‘挑担子’的人，可敬

可佩。”据王适存的学生汪宗淇回忆，在“延安
二号”紧张试飞期间，在主要负责人不在的情
况下，王适存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确保了
试飞按计划顺利推进。

20世纪 70年代，随着直升机专业迁并，王
适存来到南京航空学院（1993年改称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任职。他先后参与了直
-6、直 -7的研制，又多次主持直 -8、直 -9、直
-11 等型号直升机的技术评审。国产直升机技
术开始蓬勃发展。

话剧中有这样一幕：直升机专业学生彦哲
深感自己基础太弱、课程又太难，因此提出转
专业。王适存与他促膝长谈后，发现其内心深
处对直升机专业是充满热爱的，因此便专门找
来高中数学课本和物理课本，利用下班时间在
办公室为他补课……

以小见大，王适存一直以慈厚的师德美名
远扬。他在航空教育事业上从来不遗余力：不
仅创建了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的首批硕士点、
首批博士点，同时也推动成立了南航直升机研
究所和直升机旋翼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后者被
誉为“我国唯一培养直升机专业各类高级人才
的中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王适存 30年的南
航执教生涯中，直接或间接培养了上千名本科
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中许多人
已成长为我国直升机型号总师和航空领域领
军人物，“专业报国、潜心学术”的精神在他们

身上薪火相传。
解放军陆军航空兵研究所原所长、少将尹万

力是王适存的第一代弟子。话剧唤起了他对恩师
的回忆：“王老师总是在课上强调学生们要报效
祖国，我不敢辜负他的嘱托，愿意随时为直升机
事业作贡献。”

“竹蜻蜓”少年的无尽事业

话剧接近尾声时，数不清的象征梦想与成就
的竹蜻蜓从演员们的手中放飞。光影交错间，竹
蜻蜓在空中旋转、升腾，寓意着小翅膀变成了直
升机的大旋翼，“竹蜻蜓少年”最终成长为中国一
代直升机先驱。
“早在 1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竹蜻

蜓，这是世界公认的直升机雏形。”这是王适存老
生常谈的话。在王适存夫人王韫明的回忆中，家
里的一枚竹蜻蜓是王适存最爱把玩的玩具。或许
“竹蜻蜓”本身就是王适存简单而纯粹的飞行梦
想的象征，他带着中国人的自豪，不断在直升机
领域创造更大的成就。

这份对飞行梦想的执着追求，贯穿了王适存
的一生，即便岁月流转，身体渐衰，他的热情和责
任感也从未减退。王适存之子王宁之仍能想起父
亲晚年操劳的身影：他的床边堆满了资料和文
稿，尽管当时已经身体不适，但他依然全力以赴，
亲自查阅资料、使用电脑……他希望通过自己的
声音，让更多人认识到直升机的重要性。

在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间，直升
机成为唯一能够快速到达受灾区域的交通工具。
病中的王适存对此大受触动，立即撰写文章强调
直升机在国家应急响应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以促
进直升机事业的发展。
“竹蜻蜓光耀万代，直升机飞遍全球。”这是

话剧的最后一句台词，也是 2011年王适存于病
榻上亲自写下的座右铭。他在生命最后一刻还憧
憬着祖国直升机事业的美好未来。
“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文

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姚远观剧后感慨万分，他
总结道，“王适存教授的一生，是爱党爱国的一
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更是为直升机科研事
业奋斗的一生。”

作为“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
工程”重点剧目，《旋翼人生———中国直升机泰斗
王适存》自 2019 年首次公演至今，已覆盖了 14
个省份的观众 3.5万人次。剧里剧外，王适存对
祖国航空事业的执着和奉献精神、无私守护国家
和人民的使命担当，跨越时间，继续激励着今天
的人们不断创造进取。

话剧导演殷弘毅表示：“王适存先生深沉
的爱国之情和希望中国直升机可以飞遍全球
的理想，是我坚持通过艺术形式将他的人生故
事讲述给更多人、使他的科学家精神润泽更多
人的动力。”

一位女科学家的“多样性”人生
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家人们看看我来哪儿玩了？虽然是临
时替补上场，还是开场，而且摸鱼写稿兵荒
马乱忘词冷场，但我也是上过喜番的人啦！
我可能是第一个把昆虫种群生态学带上开
放麦的人！”

2024年底，吕佳乐终于登上了她心心
念念的喜番脱口秀舞台。表演一结束，她就
迫不及待地发了朋友圈，激动的心情通过
文字溢出屏幕，获得一众亲朋好友的点赞
与支持。

现实中的吕佳乐拥有多重身份：北京
富群社会服务中心自然教育主任、从事生
物多样性与昆虫生态学研究的科研人员、
《农业大数据学报》编辑、北京市昌平区延
寿镇生物多样性调查负责人、科普图书作
者、昆虫文创产品研发合伙人……

支撑这位“斜杠”科学家在诸多身份中
无缝转换的，是她对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
与科普工作发自内心的热爱。

在“冷板凳”上保持热情

在“勇闯”脱口秀之前，科学研究是吕
佳乐日常工作的主旋律。

在美国留学期间，吕佳乐曾为开展农
田昆虫调查在稻田耕作 8年。2013年，留学
归来的吕佳乐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生物防治中心，从事昆虫生态学
研究，主要开展害虫天敌等农田昆虫资源
的多样性数据收集与分析等。

尽管昆虫多样性研究涉及学科多、数
据获取困难且研究周期长、资金需求多、出
成果难，但吕佳乐始终初心不变。“科学家
不仅要坐得住‘冷板凳’，还要从中感受到
‘热’、感受到快乐。”吕佳乐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采访时表示，“研究生物多样性、‘玩’
虫子就是我的快乐所在。”

为了和更多人分享她的快乐，吕佳乐
开始接触科普工作。随着女儿的出生、成
长，她将科普讲座带进幼儿园、小学，并
因此收获了一批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
“在讲座结束后，会有人加我的微信，时
常发来虫子的照片请我辨识。”吕佳乐
说。这样的互动让吕佳乐感受到做科普
的成就感。

2017年，农业农村部启动农业基础性
长期性科技工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数据
中心，组织基层农业工作人员收集农业各
领域方方面面的信息，汇入国家农业科学
数据中心。当时，吕佳乐负责管理的天敌等

昆虫资源数据中心在全国设立了近一百个
工作站点。她也应邀成为《农业大数据学
报》天敌昆虫数据资源专刊的主编，将收集
的数据整编后形成论文刊发。

但由于基层工作人少事杂，收集的数
据始终有限。“如果可以发动群众，让大家
一起帮忙拍照上传，我们在后台进行筛选，
岂不是能迅速积累数据？”这个念头在吕佳
乐心里生了根，“从那时起，我就更加坚定
要走科普之路，因为科普是科学链接公民
的端口。”

随着科普讲座次数的增加，吕佳乐为
了保证效果，开讲前会针对受众特点对讲
稿进行适应性调整。这让她逐渐意识到：
“科普工作并非科研之余顺手完成的工
作，而是与科研工作一样，需要投入大量
精力。”

2024 年 3 月，在家人的支持下，吕佳
乐作出大胆的决定———辞去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专职做
科普。

在脱口秀舞台找“破圈”

既然专注于科普，那就要扩大影响力，
普及更多人。

吕佳乐运营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叫“吕
猪猪的碎片小世界”，经常会发布各种与生
物多样性和虫子相关的话题，甚至尝试制
作了一个名为“一点点喜欢”的微型文字系
列访谈。
“有位长辈关注了我的公众号，看到我

发的虫类照片后，感受到自然之美，并告诉
我，他不像以前那么害怕、讨厌虫子了。”这
样的反馈令吕佳乐十分欣慰，只是这种反
馈并不多，更多被公众号吸引、关注、点赞
的还是从事相关工作的同行。“我身处的
‘信息茧房’将信息固化，这让‘破圈’变得
更难。”吕佳乐说。

脱口秀是吕佳乐为打破“信息茧房”
进行的一次大胆尝试。“作为脱口秀俱乐
部，喜番设有鼓励新人参与的开放麦，欢
迎大家去‘试段子’。只要写段子向俱乐部
投稿，然后等待通知即可。”吕佳乐介绍，
讲稿通过审核后，管理员将她拉进了脱口
秀新人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抢”到开放
麦环节的名额。

由于手速与运气欠佳，吕佳乐忍不住
在新人群内吐槽“机会难遇”。恰逢一天
有位演员临时退出，替补上场的机会就

此降临。“其实那天我没有准备，讲稿完
成时间太久，几乎不记得内容了，但是机
会实在难得。”吕佳乐围绕熟悉的“昆虫、
生物多样性、演化”主题急中生智，临场
发挥。

尽管在表演时“只有零星笑声”，但她
仍激动不已。“我大概是把昆虫生态学带到
脱口秀舞台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这个话
题与脱口秀中女性视角下比较常见的婚
姻、家庭等不同，我希望通过一些科学素养
展现女性魅力。”

与此同时，吕佳乐也进行着多种尝试。
她入职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担任自然
教育主任，在这家公益机构，她将生物多样
性保护课程带到青海三江源地区的多所小
学；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政府的支持下，
她还争取到在当地开展一个生物多样性调
查项目的机会。

同时，吕佳乐策划并主持撰写的科普
书籍已经进入收尾工作。“我还在做昆虫文
创，比如用昆虫翅膀做一些首饰。”吕佳乐
说，“下一次，我还想把昆虫文创带去脱口
秀现场，期望不仅用语言也通过实物，打消
人们对虫子的偏见。”

在人生舞台寻找自己的“生态位”

对“破圈”的执着，成就了吕佳乐的“多
样性”人生，同时也让她找到了自己的“生
态位”。
“在生物学中有‘生态位’的概念，指的

是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所占
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
与作用，表示生态系统中每种生物生存所
必需的生境最小阈值。它强调了每个物种
在群落中的独特地位和角色。”吕佳乐解释
说，“这个概念看似复杂，其实用一个当下
流行的名词就可以解释———赛道。”在她看
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如果
找到，就能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在某一领域
如鱼得水。
“科普就是我的‘生态位’。”吕佳乐说。

在作科普讲座时，她总是鼓励那些对虫子
等生物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将
兴趣转变为对科学的热爱。“科普这颗种子
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萌生的力量将成为
他们寻找自己人生道路的内驱力。”

做科普工作的过程，也是吕佳乐逐步
调整自己预期的过程。“以前总期望听众
能从我的讲座中记住些什么，而不是只

关注这些虫子或者植物能不能吃。”吕佳
乐说。这一想法因为她阅读了一本名为
《就在身边的自然观察图鉴》的书而发生
改变。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科学老师，他带

着孩子们认识自然，就是从炸蒲公英天妇
罗开始的，孩子们吃得开心，该学的知识顺
便就学到了，还记得更牢。”这一点启发了
吕佳乐，“我不再执着于大家是否学到了什
么，而是开始关心他们想要了解什么。从大
众的兴趣点入手，引导他们接近昆虫，让大
家对虫子脱敏，不再谈虫色变。”

先是脱敏，再使公众对虫子感兴趣，
进而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虫子时可
以拍照记录，并将这些数据逐步收集汇总
到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吕佳乐一直没
有忘记收集农业昆虫多样性数据的初衷，
也因此申请保留了《农业大数据学报》编
辑的职位。
“这是我留给自己的学术端口。”吕

佳乐表示，“这样的数据，包含了昆虫的
物种、生境、发生季节等许多信息，长期
积累后可以获得一些区域在一段时间内
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状况等许多科学
信息。”

北京昌平区延寿镇的生物多样性调查
是吕佳乐留的另一个学术端口。“那是北京
近郊一个生物多样性很丰富的小镇，我期
望我的工作不仅能实现科学数据的收集，
还可以通过讲述物种故事，给当地的文旅、
教育甚至生态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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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二号”试飞成功。
话剧《旋翼人生———中国直升机泰斗王适存》剧照。 南航供图

近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以下简称中石大）迎来了
中国科幻文学的领军人物刘慈欣做客学校“润心讲堂”。刘
慈欣与中石大青年学子分享对能源、对未来的想象。中石
大为刘慈欣颁发“润心导师”聘书。

在科幻文学中，能源是重要的创作元素和灵感来源。
刘慈欣的《地火》提出一个大胆的技术设想，通过煤矿地下
气化的实验，揭示能源开发中的潜在风险与环境代价。

讲座后，刘慈欣代表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
与中石大签协议，共建“科学创意写作与传播研究中心”。

刘慈欣
受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王适存

近日，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官网正式公布，由中
国科协推荐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以高票当选会员
事务副主席，任期为 2025至 2028年。

ISC是世界上成员覆盖面最广泛、学科门类最齐全
的综合性科技组织，致力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科技在解决
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关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学
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是全球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联
合国体系内代表全球科技界最高水平的机构。

朱永官长期从事环境土壤学和环境生物学研究，
现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荣获 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李
比希奖等重要奖项。

朱永官
当选国际科学理事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