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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崔平远

曹仁贤
捐款合肥工业大学

看“圈”

李开复
受聘福建福耀科技大学

日前，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召开人工智
能（AI）战略专题会。会上，零一万物首席
执行官、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受学校理
事会理事长曹德旺的邀请，正式出任学校
理事会理事，助力学校探索“AI for edu-
cation”（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
的创新发展路径。

李开复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计
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他曾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大
中华区总裁，在担任微软全球副总裁期间开
创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他专注于科技创新型
的投资与最前沿的技术趋势，培育 10多家
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多家已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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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雨田

近日，在合肥工业大学建校 80 周年来
临之际，该校杰出校友、阳光电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向母校捐赠 1亿元人
民币，用于支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1986年，曹仁贤考入合肥工业大学电
气工程系工业自动化专业，后又以优异成
绩推荐免试攻读本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留校任教。1997 年，曹仁贤创办阳光电源。
此次捐赠是合肥工业大学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个人捐赠。

曹仁贤始终保持对母校教育事业的深
切关注，设立阳光电源奖学金资助合肥工
大学子成长成才，并长期支持学校的产学
研合作。合肥工业大学与阳光电源成立的
联合实验室围绕新能源发电及并网关键技
术开展持续性攻关。

崔平远：亲历 探测每一程
姻本报见习记者 赵宇彤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面对浩瀚
广袤的宇宙，令人类总有无限遐思：人类怎样奔
月？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太阳系的其他小天体
上藏着哪些秘密？

为了揭开这些秘密，人类将探索的目光投向
深空。
“深空探测是人类航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常指对月球及月球以远空间的探测活动。”北
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崔平远表示，这是人类
了解宇宙、认识太阳系、探索地球形成与演变的
重要途径。

从 1999年的意外结缘算起，崔平远已在深
空探测领域耕耘 20余年，带领团队取得多项突
破性成就。我国航天事业走向深空的每一步，都
有他的身影。

日前，崔平远因对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的突
出贡献，荣获中国航天基金会奖“钱学森杰出
贡献奖”。

“吃螃蟹的人”

“21 世纪将是世界航天活动蓬勃发展的新
世纪。”199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家航天
局局长的栾恩杰访问欧洲后，勾勒出“大航天”的

新蓝图———将空间技术、空
间应用和空间科学统一纳
入国家航天发展规划体系。
“当时，欧洲正在论证

实施‘智慧 -1 号’月球探
测任务和‘罗塞塔’彗星探
测任务，而国内航天的注意
力还在运载火箭和人造卫
星上。”崔平远回忆道，深空
探测作为一个极具挑战性
的前沿领域，吸引着全球目
光，而我国在该领域却近乎
一片空白。

我国不能错过这场探索浪潮。栾恩杰思考良
久，决定着手部署我国深空探测领域首个研究任
务———“远程空间非合作性飞行体的会合与附着
问题研究”。

这项艰巨的任务该交给谁呢？
栾恩杰将目光投向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时任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杨士勤和科技处处长张华
左思右想，决定让留学归来的崔平远试一试。
“国内深空探测是全新的方向。当时我刚刚

留学回来，还没接手具体的科研项目，大家可能
知道我做事情比较认真。”崔平远笑了笑，“我那
会儿不知道什么是深空探测，也挺好奇。这样的
任务对年轻人来说是难得的机会，我就接下了。”

崔平远就这样踏入了深空探测领域。
1999年 10月，崔平远带着两名博士生到北京

汇报工作。不过，说是汇报，实际他们三人对深空探
测一无所知。“不知道深空探测是什么、该怎么做，
我们只能提前两天赶到北京‘扫扫盲’。”崔平远说。

忆及 20多年前的科研启程，崔平远说：“小
天体分两类，分别是小行星和彗星，质量小，引力
更小，怎样在复杂的空间环境中，实现对非合作
目标的可靠附着，是最大难题。”

1998年，美国宇航局发射深空 1号探测器，
旨在验证未来深空探测所需的 12项空间技术。

崔平远敏锐捕捉到了机会，自动控制专业出身的
他，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切入。
“我们结合自身需要，确定了深空探测任务

的轨道设计、自主导航和自主管理三个方向。”崔
平远说，找到切入点后，他和团队开始了为期两
年的攻关，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002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处平房里，
该项目顺利通过成果鉴定。自此，我国迈出了深
空探测领域关键的第一步。

迈向遥远深空

近年来，我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未停止。月
球、火星、小天体……深空探测向深向远的每一
步，崔平远从未缺席。

2011年，崔平远接到一项新任务。“‘嫦娥二
号’完成主要任务后，利用剩余燃料从月球出发，
对日地拉格朗日 L2点和小行星进行探测。”崔平
远告诉记者，他和团队负责确定探测目标小行星
和设计任务轨道的重任，“从月球飞往 L2点和从
L2点出发探测小行星，都是国际首次，几乎没有
可供我们参考的设计和飞行经验”。

此外，“嫦娥二号”还面临着燃料有限、月球
出发、测控能力有限等严苛工程约束问题。如何
在实现测控、交会和任务时间约束的基础上，搜
选到有价值且适合任务目标的小行星，并设计出
近距离飞越轨道？

这可愁坏了崔平远团队。他们尝试了很多方
法，发现无论是从月球出发，还是从 L2点出发，
都难免受到严重的引力摄动干扰。
“我突然想到一句大白话，叫‘两头堵’。干脆

就两边一起出发，在中间碰面，这样可能减少误
差。”想到绞尽脑汁设计方案的日夜，崔平远忍俊
不禁，设计了从月球飞往 L2点的轨迹，面对所剩
不多的燃料，必须找到适合在 1500万公里内实
现飞越探测任务的小行星。

崔平远团队把这一范围内的小行星看了又

看、找了又找，却始终没有确定目标。
“后来，我干脆决定找找‘藏’起来的小行

星。”崔平远口中的“藏”，是指利用天体借力机
制，进一步扩大可探测目标小行星的搜选范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崔平远团队在 60余万颗
小行星库中，找到“嫦娥二号”的“最佳拍档”———
4179号图塔蒂斯。

在该项目中，崔平远团队创建了能量约束下
的目标天体可接近评价方法，提出“多节点变尺
度”流形管，直接支撑了“嫦娥二号”拓展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实现了国际上首次从月球出发到
L2点、从 L2点出发探测小行星的任务。

月球之外，崔平远团队还迈出了探索火星的
重要步伐。由于地球与火星距离在 5500万到 4
亿公里之间，而探测器着陆火星过程仅数分钟，
国际上将其称为“恐怖七分钟”。

作为国家“973”计划“行星表面精确着陆
导航与制导控制问题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
家，崔平远说：“我们攻克了大气进入轨迹抗扰
设计与跟踪制导、着陆过程的相对导航与稳健
避障制导等核心技术。”为“天问一号”一次性
完成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三大目标提供助
力，崔平远兴奋万分：“这在人类火星探测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已
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未来 10年非常关键”

完成月球和火星的探测任务后，下一步该
迈向哪里？崔平远想到了小天体。
“小天体是太阳系的‘活化石’，也是深空探

测活动的另一类重点目标。”崔平远告诉记者，
小天体探测在揭示太阳系的形成演化与生命起
源等方面意义重大，“不过，小天体表面‘附着’
一直是个难点”。

为什么“附着”是一项工程实现的难题？崔
平远解释说，由于小天体引力微弱、形貌不规

则，探测器在附着时极易倾覆反弹。
“虽然其他国家已实施了多次小天体着陆

任务，但都是‘蜻蜓点水’、一触即走，或者出现
了倾覆反弹，均未实现稳健附着。”崔平远告诉
记者。原本探测器在着陆小天体时，会以一定的
速度和姿态直接撞击或接触小天体表面，通过
自身的结构强度和设计承受着陆的冲击力，崔
平远团队将这类“硬碰硬”的方式称作“刚性着
陆”。为避免此类问题发生，他们开始摸索智能
柔性附着技术。
“我们很难定义智能柔性材料的具体坐标，

但可以创建一个等效面，并找到其中一个稳定
的三角结构，放上三个钢块，实现局部的刚性。”
崔平远说，这一“柔中带刚”的技术开创了弱引
力小天体柔性附着的全新方向，也推动了我国
小天体稳健附着技术的原创性研究。

1999年与深空探测结缘之时，崔平远的首
个任务对象便是小天体。“从当时的一张白纸，
到现在我国深空探测事业蓬勃发展并取得诸多
原创成果，离不开航天人的拼搏。”崔平远感慨
道，我国深空探测从“跟跑”到“并跑”，已经达到
世界前沿水平，但依旧面对诸多全新挑战。

从工程角度看，如何才能发现更多天体，成
为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崔平远表
示，“尽管 FAST（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的建设提高了我国小天体搜寻方面的发现率，
但地面观测手段仍需进一步提升。”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深空
探测提供了新手段。“深空探测是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的一大重点领域，距离地面越远，信号的延
迟越大，对自主导航和管理的要求就越高。”崔
平远说，人工智能技术则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
了“及时雨”。
“一项新技术从应用到成熟，一般需要一二

十年。”崔平远郑重地说，“因此，要想让人工智
能在深空探测领域发挥更大价值，未来 10 年
非常关键。”

从北大“退博”后，他自学 5个月挑战世界数学难题
姻本报记者 王兆昱

2024年 6月 14日凌晨，北京西二旗周边
已是一片寂静，而一间出租屋内却持续响起
键盘的敲击声。

快 3点半了，周忠鹏终于写完了这封长
邮件，邮件的内容是他 5个月以来“白天上
班、夜里钻研”的成果。将邮件发送给日本数
学家望月新一和西湖大学数学教授 Ivan Fes-
enko后，他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周忠鹏做了个梦。梦里回到了 2018年夏
天。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本
科毕业，直博本校，还获得了“校长奖学金”。

他痴迷数论———“1、2、3、4”，连孩童都
会的计数，背后却蕴含着无尽奥妙。他很期
待在读博时能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然而此
后的 5年却不太顺利。2023年，周忠鹏仅以
硕士学历拿到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录取通知。

一觉醒来，周忠鹏居然意外收到了两位
数学家的回复———他的工作被高度肯定！
Fesenko更是兴奋地邀请他：“我来买机票，你
来杭州找我聊聊！”

这一聊，就聊出两篇重磅论文。而周忠鹏
的命运齿轮也由此开始转动。

初见

周忠鹏深夜发送的邮件，关乎数论中一
个“超级难题”———比尔猜想。自 20世纪 80
年代起，它就一直困扰着全世界数学家。该猜
想的提出者、美国数学家安德鲁·比尔是一名
银行家和亿万富翁，他以 100万美元作为悬
赏金额，只求有人破解这一难题。

美国数学协会称，比尔猜想的证明难度
大于另一个数学史难题“费马大定理”，后
者经 350多年才被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
斯证明，他因此受到世界瞩目并获得了大量
奖项。
“而周忠鹏，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证明了广

义的费马大定理的绝大多数情况（约等于比
尔猜想）。在严格的数学意义上，他的结果比
怀尔斯的结果强无穷多倍。”Fesenko告诉《中
国科学报》。

邮件发出一周后，周忠鹏应邀飞往杭州，
来到 Fesenko的办公室。对于新的数学结果，
两人都很兴奋。2024年 9月，周忠鹏辞去互联
网大厂的工作，来到西湖大学做访问学生，和
Fesenko共同推进研究。
如今，在 Fesenko的帮助下，周忠鹏的两

篇论文已经以预印本形式公布，并投稿到国
际期刊，预计在两年内发表。

今年 3月，周忠鹏受邀前往日本京都，在
国际会议上作了 40分钟的学术报告。报告非
常顺利，多位国际知名数学家发来祝贺，包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里安·戈德菲尔德、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普雷达·米哈列斯库等。

Fesenko透露，中国某位资深数学家也发
来邮件祝贺，并提及，将于明年邀请周忠鹏在
全国顶级数学会议上发言。
事实上，与周忠鹏的初次见面，就给 Fes-

enko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作为资深数学家，Fesenko深知什么样的
人具备数学天赋。从教 40年，自他课题组走
出的 60名博士、博士后，如今分散在世界各
地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其中，他的学生
Caucher Birkar于 2018年获得了数学界最高
奖———菲尔兹奖，现于清华大学任教。
“在忠鹏身上，我看到了 Birkar的影子。”

Fesenko说。
和初见 Birkar时一样，Fesenko向周忠鹏

提出了一些数学难题，后者解决问题的速度
比他预想的快 10倍。

在 Fesenko看来，周忠鹏和 Birkar都展现
出少见的数学直觉和内在自信，且一心投入
纯粹的数学研究；两人年纪虽轻，却能纠正
Fesenko的错误，并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法。

这并不是 Fesenko第一次接受《中国科学
报》的采访。在去年的专访中，他就强调，年轻
的数学人才应当被视为“国宝”。天才数学家
尤其需要大量的心理支持，而老师的作用至
关重要。（相关报道见 2024年 2月 27日第 4
版《他想为中国培养“菲尔兹奖”得主》）

在认识周忠鹏后，Fesenko再次联系《中
国科学报》。他郑重地向记者推荐了这位年轻
人：“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周忠鹏。他很腼腆，你
要温柔地提问。”

彷徨

2006年，江苏省连云港市，小学生周忠鹏
的妈妈做好了简单的饭菜，等他放学回家吃饭。

这个小男孩平时很安静，他最大的爱好
是解数学题。一张白纸、一支铅笔，可以坐上
好一会儿。他不去想结果能否成功，只是觉得
这些题目很好玩。

妈妈看出小忠鹏对数学的喜爱，给他报
了一些数学辅导班，并鼓励他参加“华罗庚金
杯”数学竞赛。

初中时，周忠鹏凭一腔兴趣找来数学的
课外书，广泛阅读。初三暑假，他在网上冲
浪，无意间发现一道全国高中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CMO）题目。要知道，CMO是高中
阶段最具含金量的数学竞赛之一，15 岁的
周忠鹏没怎么学过这些内容，却将这道题完
美地解了出来。

在妈妈的鼓励下，一上高中，周忠鹏就联
系了学校负责竞赛的老师，开始学习竞赛内
容。最终，他在 CMO比赛中获得全国一等
奖，获得北京大学降分至一本线的录取资格。
“如果没有数学，生活对我而言是平淡

的，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周忠鹏已经记不清
参加过多少场数学竞赛。不过，他从小到大的
奖牌，都被妈妈小心地收在房间里。

进入北京大学后，本科课程对周忠鹏来
说不算太难。在课余时间，他除了参加一些校
园活动，就是在网上自学数学知识。在广阔的
数学海洋中，周忠鹏尤其对数论感兴趣。“数
数”，如此简单的事情却蕴含深奥的数学知
识。“至繁”根植于“至简”，这让他如痴如醉。

不过，自那时起，周忠鹏心里就有一个挥

之不去的困扰：数学中有这么多知识
和问题，自己到底应该研究哪些具体
内容？

开始读博后，这个困扰在周忠鹏
的生活里愈加凸显。博士前两年，他
尝试给一些数论方向的老师发送邮
件，想找一位导师带自己做研究，但
并未得到正向的回应。

与实验学科不同，数学没有“实
验室”或“项目”可加入。并且，那时的
周忠鹏没有明确方向，也不知该如何
向对方展示自身的能力。而大多数导
师，可能更倾向于接收已有成果、方
向清晰的学生。

对本科毕业不久的周忠鹏来说，
这是一场几乎无从着手的考验。日复
一日，连上课也变得无意义起来———
“很多课程在本科时都自学或上过一遍了”。

一边是毫无方向感的博士生活，一边是
不断逼近的现实压力。最终，周忠鹏作出了一
个决定：退博，转为硕士毕业。

从博士第三年开始，周忠鹏花了大量时
间为找工作做准备。他自学了计算机编程知
识，并先后进行了几份实习。此时，他找到了
一位导师，可以带他完成硕士学业。

2023年夏天，周忠鹏结束了在北大 5年
“博转硕”的学习生涯。同年年底，他入职一家
互联网大厂。

周忠鹏所在的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
二旗。在附近工作和租房的年轻人将这里戏
称为互联网“打工人”集结地。到了后半夜，一
排排高楼里的灯还亮着，看起来很繁华，却又
分外孤独。

尽管工作并不轻松，周忠鹏的心里却敞
亮了不少，他把毕业的心理负担完完全全卸
下了，不用再时刻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
将那些厚厚的数学书收进角落，默默告诉自
己，未来可能无法继续做数学了。

殊不知，属于他的那条数学之路，正在悄
悄回到他的身边。

重启

周忠鹏的岗位名叫“风控算法工程师”，
主要是识别和处置平台上时不时“冒出来”的
黑灰产账号。

刚入职时，他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且互
联网大厂的工作强度并不低。周忠鹏租住在
公司附近，每天上午 10点半前到达工位，晚
上 10点后结束工作。每一天都被各种各样的
新任务填满。

不过，周忠鹏很喜欢自己的工作状态。
他的部门氛围很好，团队领导是个很负责的
人。另外，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也给了周
忠鹏更多安全感，他不再以学生身份看待自
己，而是更多去思考：自己究竟想过怎样的
一种人生。
“除了工作，还是想再做点什么，否则这

一生就太无聊了。”周忠鹏说。

本科时，他曾听说过数论中一个“天书般的
理论”———IUT理论，由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提
出。目前，世界上仅有几十人能读懂这一理论。

每天晚上 10点多回到出租屋，简单洗漱
后，周忠鹏把睡前的时间都用来在网上找一
些数学论文来看。一篇篇论文翻看下去，他对
IUT理论有了更深入理解。继而，他找到了
Fesenko和其他合作者的文章。

直觉告诉他，Fesenko等人的结论还能被
进一步推广。他一边读着论文，一边不知不觉
地拿出笔、纸，开始写写算算……

此后的 5个月，周忠鹏将晚上所有的时
间都留给了这项研究。终于，他写出了第一版
论文草稿。在周忠鹏的论证中，IUT理论可以
得到应用，用来证明广义费马大定理（约等于
比尔猜想）等问题。

就这样，开头的那一幕发生了。
在收到 Fesenko递来的“橄榄枝”后，周忠

鹏决定辞去工作，申请做 Fesenko的博士生。
从 2024年 9月起，周忠鹏先在西湖大学做为
期一年的访问学生，并将于今年 9月正式开
启他崭新的博士生涯。

采访中，这个小伙子始终温和腼腆地笑
着。他认真地帮助记者理解晦涩的数学原理，
时不时扶扶眼镜。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出了心中最想知道
的问题：为什么反而是在毕业工作后，你找到
了方向，独立做出了成果？

周忠鹏想了想，慢慢说道：“寻找方向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你能很早就确立清晰
的方向，这很好。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读书
时，我很希望获得认可，向老师证明自己的能
力。现在，我研究数学的心态完全发生了转
变———数学对我而言，更纯粹了。我只是专注
于事情本身，慢慢地理解、思考。”

他顿了顿，补充说，其实无论是工作，还
是做数学研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北京大
学，他什么都想学一点；而现在，他已经学会
了以目标为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点
点搭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数学的路还在延伸。属于他的故事，才刚
刚开始。

周忠鹏在日本京都作学术报告。 受访者供图

阿龙·切哈诺沃
受聘南京农业大学

近日，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以色列理
工学院杰出研究教授阿龙·切哈诺沃受聘
为南京农业大学名誉教授。

阿龙·切哈诺沃出生于 1947 年，是以
色列著名生物化学家，因发现泛素依赖的
蛋白质降解机制，与阿夫拉姆·赫什科、欧
文·罗斯共同获得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
2011 年起兼任中国南京大学化学与生物
医药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