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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 40 年环

境化学、分析化学
质谱研究，他将

“做与民生有关的

研究”的理念，从

大湾区延续到了

长三角。

“

看“圈”

栏目主持：雨田

胡仕新
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河滨分校校长

日前，张文宏走进香港理工大学“理大名师讲
堂”。在讲座活动上，香港理工大学聘请张文宏为医
疗科技及资讯学系的荣誉教授。据悉，香港理工大
学正在筹建香港第三所医学院，聘请张文宏担任筹
建医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张文宏长期致力于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诊疗及
公共卫生防疫，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任、上海感染与免疫科技创新中心主任及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曾获“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全国创新争先奖”等多项荣誉。

张文宏
受聘香港理工大学

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理事会正式任命
胡仕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第十任校长，
他将于 7月 15日正式就职，成为加利福尼亚大
学河滨分校建校以来的首位亚裔校长。

胡仕新生于湖南常德，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
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2015
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2015年出任美国密歇
根大学副校长，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
士。胡仕新长期致力于制造装配系统研究。在正式
就职前，他将重点了解河滨分校各学院的发展需
求，并计划于秋季学期启动新一轮国际交流项目
评估。

徐卫林
任武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

近日，武汉纺织大学官网现任领导一栏显
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卫林已任武汉纺织大学
党委书记。

徐卫林曾任四川大学教师，武汉科技学院（现
为武汉纺织大学）教师，纺织研究所所长、副校长
等职务，2020年 10月任武汉纺织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202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卫林主要从事纺织材料等方向研究，担任
省部共建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他曾获得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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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苇：与“毒”对抗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姚瑶

很多人听说过二噁英，却不知它是最毒的
化学物质，号称“世纪之毒”。美国雏鸡浮脚病
事件、越战橙剂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乌克
兰前总统尤先科毁容事件等，都有二噁英的
身影。

敢于与剧毒对抗的人群中，科学家从不曾
缺席。就像今天的主人公，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协理副校长、讲席教授蔡宗苇，从小就
怀揣着一个教授梦，却没想到要一辈子与毒、
与污染物对抗到底。

不久前，蔡宗苇因其突出贡献，当选 2024
年度中国化学会会士。

与二噁英的“正面交锋”

位于德国中西部的马尔堡市，露天广场上
每年都举办音乐戏剧节和啤酒节，盛装打扮的
人们欢笑声回响在兰河畔。来到此地的人大多
并不知晓，这附近在二战期间曾经有一个重要的
兵工厂，包括 TNT（炸药）在内的大量垃圾无法
被马上处理掉，只能在地里铺几张大号的塑料
膜，进行填埋处理。对抗污染物的重任交给了阳
光、土壤、蚯蚓等微生物，降解时间极其漫长。
若干年后，前来考察的蔡宗苇看到和闻到

的却是河中泛黄的水、空气中飘过 TNT 特有
的刺鼻味道，甚至经过处理的居民饮用水也残
留了同样的气味。

德国政府将治污的重任交到蔡宗苇的博
士生导师之一、马尔堡大学教授施泰恩巴赫手
中。“这项研究与民生直接相关，是一个能造福
人类的研究。”蔡宗苇不禁小激动了一把，从此
走上了环境分析化学之路。

与二噁英第一次“正面交锋”是他在美国
内布拉斯加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他的导
师、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格罗斯给了他两个研
究方向——— 一个是二噁英研究，另一个与他
在德国做的工作一模一样，治理地下水污染。
二噁英研究吸引了蔡宗苇。二战期间，越

南游击队一头扎进茂密的森林，美国飞机在空
中失去了目标，于是洒下大量的橙剂，橙剂所
到之处寸草不生，视觉障碍固然扫清了，但巨
大的污染也由此造成了。橙剂中含有二噁英及
其前聚体，经光照、生物降解会形成二噁英。战
后，当地人皮肤癌高发、不孕不育，甚至出现五
只脚的青蛙，都与此有关。
制造橙剂的化工厂，也面临着与马尔堡兵

工厂同样的问题，土地无法焚烧，即便烧也烧
不完，只能和德国一样做填埋处理。由于毒性
强、人迹罕至，此处螃蟹横行。蔡宗苇开发了一
种高分辨质谱分析方法，在螃蟹体内检测出新
型的二噁英———硫代二噁英。

硫代二噁英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工业生产
往往采用硫磺做最后处理，硫磺既可解毒，也可
消除味道，但是硫与二噁英结合就会产生这种新
的有害物质。蔡宗苇的这一重大发现系国际上首
次，20世纪 90年代发表于《环境科学与技术》，
彼时国人在该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很少，而蔡宗苇
一发就是两篇。

青年时期蔡宗苇似乎一切顺利，唯一的
“不顺利”恐怕是初到美国时，有半年时间他的
德式英语成为组里的笑料。要知道在德国撰写
博士毕业论文可供选择的语种有英语或德语，

他当时选择用德文写博士论文并进行博士学
位答辩。

未泯的教授梦

1999年的一天，蔡宗苇坐在宽敞的办公室
里，心中却空落落的。此时的他已是全球最大医
药公司之一葛兰素维康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公司
中唯一能招工业博士后的人。公司最鼎盛时期，
甚至有飞机直接接送高管往返于美国北卡罗来
纳州与英国曼彻斯特市。

可儿时那个教授梦却如潮水一般，奔涌而至。
“你长大想干什么？”生活在福州蔡氏大家

族，老辈人捋着花白的胡须问道。一众亲戚齐刷
刷注视着他。
“我长大想做一名教授。”儿时的蔡宗苇应声

答道。虽然他并不知道教授是做什么的，但多少
受到当过私塾先生的父亲的影响，对教授一职充
满了崇拜。蔡宗苇 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
后来去德国、美国留学。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叔公提醒他，父母年事
渐高，而在太平洋彼岸的他却鲜有机会回国，真
有事回来一趟很不容易。“要做就做中国的教授，
我希望报效祖国，跟祖国有更多联系。”蔡宗苇暗
自下决心。

2000年引荐他回国的人是当时香港浸会大
学理学院院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吴清
辉。他非常了解香港的重大民生问题，其中之一
便是垃圾焚烧炉可能产生的二噁英污染。可要建
垃圾焚烧炉，市民反对、绿色组织反对……当时
的立法会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争吵的一个原因还
在于，缺乏专业的机构做检测、环评。

2003年，在吴清辉的推动下，蔡宗苇在香港
浸会大学成立了二噁英分析实验室，这是全国首
批实验室，也是全港唯一非政府管辖的二噁英分
析实验室。吴清辉判断精准，很快便有了第一个
应用场景。

香港特区政府打算在机场附近建迪斯尼乐
园，此处碧海银波，甚是秀丽。可这里也曾是造船
厂洗污的地方，柴油经过不完全燃烧产生的二噁
英，波及 3万立方米的土壤、沙滩。可是政府已在
此做了大量投资，如果贸然放弃，就会造成非常
严重的经济损失。

香港特区政府把目光投向二噁英分析实验
室，并最终采用了热解析技术，用热水和酒精盥
洗土壤的方案，做大面积处理。这项浩大的工程，
最后追加到了近 10亿港元的投入。蔡宗苇领导
的二噁英分析实验室负责处理过程中二噁英的
检测、检查热解析的二噁英清除效率，并鉴定是
否达标，直至工程顺利结束。

故事并没有完结。把污染的土壤洗脱后，产
生了几百桶残渣。怎么处理这几百桶高浓度残
渣，公众再次吵得不可开交。

机场附近没有焚烧炉，埋在地下市民肯定不
同意；运去十几公里外焚烧，路过青马大桥，运输
中要是泄漏了怎么办；焚烧区附近有居民区，不
完全燃烧会不会使得二噁英转移到大气中……
“不要争吵了，我们请蔡教授来做鉴定。”香港特
区政府再次把目光投向了科学家。
“不管任何风险，我都不怕，我一定要给市民

和政府一个交代。”蔡宗苇带领实验室人员一趟
趟往返于焚烧区采样和分析。“我们用数据证明，

焚烧对附近的居民没有任何影响”，这才让市民
放下了戒心，同意把一两百桶残渣运往目的地焚
烧，消除了香港的一个重大污染隐患。

之后，该实验室将可测试的类别范围由环境
样品扩大至食品。2011年，蔡宗苇凭借“典型持
久性有毒污染物的分析方法与生成转化机制研
究”这一项目，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合作者一起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3年，香港浸会大学获批成立“环境与生物
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蔡宗苇担任实验室主任。

“做与民生有关的研究”

21世纪初，香港吸引蔡宗苇的是科研创新
的氛围，以及离老家福州一两小时的飞行时长。

如今，内地“基础研究 +科研创新 +制造
业”的结合，同样让他眼前一亮。“科研创新一定
要有主打的制造业，从这一点来说，香港科研的
用武之地不如内地的一些城市。”蔡宗苇告诉《中
国科学报》。

做了 40年环境化学、分析化学质谱研究，他
将“做与民生有关的研究”的理念，从大湾区延续
到了长三角，加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担任协理
副校长和理学部主任。

此前，他在大湾区做新型污染物———微塑料
研究，首次开发质谱方法检测微塑料溶度，弥补
了以往用“颗粒”数量表征微塑料的不足，解决了
相关环境毒理和人体健康研究中的问题，深圳、
香港因此加强了对塑料的管控。

作为质谱分析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被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聘请，编写亚太区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监测和控制报告《斯德哥尔摩公约》。中国化
学会评价说，蔡宗苇的工作有力推动了我国环境
化学学科的发展。

在港口城市宁波，大轮船的外壳很容易粘上
海蛎等贝壳类生物，通常制造商会涂上一层化学
物质，防止贝类粘连，但这种涂料不仅会导致贝
类死亡，也会影响人体健康。“这是我目前最关心
的课题之一，也与民生相关。”为此，他时常往返
舟山港、北仑港进行采样分析。

儿时的教授梦在宁波更加“鲜活”起来。在这
里他期待看到一所小而精、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
大学，由社会力量组织、政府支持。“我已经年逾
六十，科研上的贡献再大，也不如亲自上阵做一
番育人事业的贡献大。”

在这里有一群与他志同道合、他所崇拜的
人。韦尔股份创始人虞仁荣捐资 300亿元办学，
平时却穿布鞋、开会吃盒饭、出差坐经济舱；宁波
东方理工大学校长陈十一曾挂帅南方科技大
学，如今再创新校……“我的教授梦在这里有
了新使命。”蔡宗苇如是说。

蔡宗苇

她力争让中国标准得到国际认可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可
以让我们制定的工业互联网相关标准得到
国际认可。我们团队正在为之努力并取得
了一些成绩，今年我们将推动团队研制的
时间敏感网络（TSN）网关落地应用，TSN
网关可以用于高速无人机、纯电载人飞机、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等新型运
载装备。”

日前，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校友论坛
期间，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陈彩莲接受了
《中国科学报》的专访。她回顾了在香港城市
大学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讲述了带领团队牵
头制定相关标准，并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的
故事。

到香港 见“大师”

作为一名女生，陈彩莲在小学的时候就
萌生了探索科学的兴趣。
“当时我们的自然课由校长授课，他给

我们讲了很多天马行空的科学故事，尤其是
外太空的那些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陈彩莲回忆说，“上了中学后，我开始
好奇物理和工程的世界，对航空航天、自动
化充满了幻想，并期待将来可以从事相关的
科学研究。”

1996年，虽然陈彩莲的高考第一志愿浙
江大学落榜，但她在燕山大学选到了心仪的
自动化专业，距离成为科学家的梦想似乎又
近了一步。

在燕山大学取得本科和硕士学历后，陈
彩莲获得公派留学机会，前往香港城市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在陈彩莲做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从导
师那里看到一本关于香港城市大学 15周年
校庆的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各个院系的研
究内容，并看到跟自己研究方向非常对口的
专业。2002年，陈彩莲到香港参加会议时，专
程拜访了国际知名的模糊控制专家———香
港城市大学教授冯刚，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的
研究。冯刚发现面前这个女生对当时的 T-S
模糊系统低复杂度稳定性分析这一热点问
题的思考角度非常深入，便抛出“橄榄枝”，
让其来香港城市大学读博。2003年，陈彩莲
成为冯刚在香港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

初到香港，陈彩莲感受到这里的节奏非
常快。香港城市大学地处香港市中心，校园
规模不大，但“五脏俱全”，对陈彩莲来说，她
需要的平台和设施，这里都有。

不久后，受到 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的影响，陈彩莲只能待在宿舍里，不能再
去实验室。“一开始，整个人感觉很不好，特
别压抑，但后来想，自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潜心思考一些问题。”
“我在到香港的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连

续写了两篇论文，后来均发表在美国电气
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模糊系统汇刊》
上。”陈彩莲回忆说。在读博一年半的时
候，导师冯刚告诉她已经达到博士学位论
文的要求了。
“当时距离毕业还剩一半时间，我不想

就这样毕业，决定继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
域。”陈彩莲还记得，香港城市大学的学术活
动非常多，经常能见到文献中“有名”的“大
师”，并聆听他们的学术报告。

跨学科 争标准

2006年，陈彩莲获得香港城市大学控制
与系统专业博士学位后，前往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后，她回国
加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自动化系，成为了一名工科女教授。

新挑战摆在了陈彩莲面前。
“我先前的研究以模糊控制为主，虽

然归属智能控制领域，但更偏理论，而即
将开启的工业物联网研究方向需要借助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手段，把生产
各环节的要素按需连接在一起协同工
作。”陈彩莲指出，“这个研究链条上涵盖
了很多交叉学科，很重要的一环就是通信
学科和计算机学科，而通信原理、计算机
网络这些基础内容，我之前没接触过，这
意味着得从头开始。”

为此，陈彩莲花了近 5 年时间自学、
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跟不同专业的研究人
员互相交流，补齐了通信原理和计算机网
络的短板。
“跨学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一旦跨

过去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过去吃的
那些苦都是值得的。”陈彩莲告诉《中国科学
报》，“跨出的不仅是自己的舒适圈，还有科
学探索的边界，是双重突破。”

与此同时，陈彩莲对自动化研究也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在整个自动化控制系统中，
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功能部件———工业网关，
可以确保生产各环节互联互通。”

陈彩莲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围绕工业
网关展开。加入上海交通大学后，她先后主
持了多个研究项目。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网络协同制造与智能工厂”重点专
项———“面向智能工厂的现场级工业物联
网关键设备研发”。

2019年，陈彩莲带领 9家单位的 100多
名研发人员开展联合攻关。他们攻克了现场

级工业物联网架构与互联互通技术、低时延
低抖动的 TSN网关技术、支持异构数据高
速传输与精确时钟同步的双线以太网技术、
现场级工业物联网设备综合测试与分析 4
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
TSN测试床，并在多个行业实现示范应用。

最终，项目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考
核。评审专家认为，“项目团队牵头制定的 3
项国际标准对我国工业互联网相关技术体
系取得国际话语权作用大”。

回顾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经历，陈彩莲感
触颇深：“我曾带领中国团队向 IEEE标准化
委员会申报标准立项，其中‘TSN 网关测试
标准’在立项申请过程中可谓经历了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她回忆说：“‘TSN 标准’是由国际知
名的 IEEE 802.1 标准化工作组制定的，而
我们提出的‘TSN 网关测试标准’立项是
支持该标准设备的相关测试标准。可能我
们抢了他们计划中尚未开展的工作，所以
申请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双方经历一番唇枪舌战，陈彩莲据理力
争、毫不退让，最后由评审委员会发起投票，
中国团队的标准获得立项。

这件事也让陈彩莲意识到，一方面，应
该鼓励更多中国的科研人员加入国际组织，
并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另一方面，中
国的科研团队要重视并牵头制定一些标准，
为下一轮或者再下一轮技术发展提供储备，
也为争取国际话语权做好准备。当然，这需
要一个长期积累，才可以构建一个生态圈，
不是一蹴而就的。

带学生下工厂

如今，陈彩莲的学生们纷纷走上工作岗
位。对于学生的培养，陈彩莲有“独门秘籍”。
“在博士生进入研究课题之前，我会让

他们尝试画一张图，然后拿着这张图讲述要
研究的问题，如果能够讲清楚，就可以开启
正式研究。”陈彩莲解释道，只有深入了解要
研究的方向，才可以沉下心来做出有创新的
成果。

每当听到新生“雄心勃勃”地提及要如
何准备论文、如何争取奖学金的时候，陈彩
莲往往会打断并告知：“这些最好等一等，你
应该先想清楚自己研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意义，再继续。”

陈彩莲还经常教育学生要学会发现并
找准真问题。她认为，真问题分为理论问题
和应用问题，后者更多来源于实际，所以她
经常带着学生去工厂一线，找工人师傅聊
天，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

“我们与企业的合作非常多。”陈彩莲
回忆曾带学生去一家钢铁厂开展产学研
合作项目，其间发现钢铁厂遇到最棘手的
难题就是底层的控制系统都是“黑箱”。这
里的“黑箱”是指国外进口设备在通信协
议、控制逻辑等核心技术方面的封锁。要
破解工业自动化领域这些“黑箱”难题，如
果不去现场很难对产线的实际情况进行
分析或测试，也很难抓住真正核心的技术
难题。
“我们在实验室会想到用物联网射频识

别（RFID）技术识别钢铁厂料场的铁矿石批
次，但到现场发现技术完全不可用。”陈彩莲
举了一个例子，铁矿石本身存在的磁场会让
RFID失效，根本探测不到信号，另外现场还
有很多粉尘，在实验室调试好的设备放到现
场没几天就失灵了。

这些问题都是在实验室里很难考虑到
的，但又是钢铁厂真正需要解决的。“这就是
实验室和工业现场的区别，很多实际问题我
们至今还没有能够很好解决，每次去工厂一
线，我们都会发现可以做的研究还非常多。”
陈彩莲说。

如今，陈彩莲带领团队响应低空经济、
卫星互联网等国家发展需求，将工业 TSN
技术进一步拓展到机载和星载设备的研发
中，并推动制定相关行业的新标准，希望构
建我国自主可控的新型工业通信协议和标
准，并在国际上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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