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
星级编辑钱智琛 | 组版胡燕舞 | 校对刘军

SHENDUREDIAN深读热点

在皖院士升至34人

今年是杜江峰在中科大度过的第30年。在这里，他学习
成长，实现了从学生到青年科学家，到中科大物理学院的执行
院长，再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华丽蜕变。如今的他，依然如无
数个普普通通的往常日子一样，在实验室里忙忙碌碌，追寻着
科学的未知……

华丽转型：内心始终有个科学的声音在召唤
杜江峰的求学和工作履历很简洁，简洁到几句话就可以

概括：16 岁时保送中国科大少年班，本科毕业后即留校工作，
同时攻读研究生；28 岁时开始进军当时最新的量子计算实验
研究领域，成为我国最早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之一；接下
来的近 20 年里，杜江峰一头扎进量子计算领域，取得多项重
大研究成果。

但你很难想象，这位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 46 岁年轻科
学家，在最初留校的时候，并非直接走上科研路——刚留校
时，他从事的是学生管理工作，同时攻读本校的研究生，但
他的内心始终有个科学的声音在召唤，从没有切断过科学
的梦想……1997 年，他正式进军核磁共振量子计算领域。

独到眼光：解决挫折也是对科研的促进过程
2015 年 3 月，杜江峰领衔的研究团队创造了一项惊艳世

界的研究成果：他们利用钻石中的氮-空位点缺陷作为量子探
针（简称“钻石探针”），选取了细胞分裂中的一种重要蛋白为
探测对象，将量子技术应用于单个蛋白分子研究，在室温大气
条件下获得了世界上首张单蛋白质分子的磁共振谱。

这项研究从开始酝酿，到最终完成，历时近三年的时间。
“遭遇挫折，是做科研的常态。”杜江峰对此非常坦然，“好的研
究成果一定是建立在解决了很多挫折的基础上。”

身先士卒：几乎每天都呆在实验室和学院里
杜江峰的实验室人数规模不算大，加上他自己，大约 10

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
“我们的实验室全年没有休假日，几乎每天在凌晨以后，还有

人在工作。”杜江峰说起这点，颇感自豪，“但事实上，我的实验室
从来没有打卡制度，科研人员和学生们都是自愿把精力和时间投
入在实验室里，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科研的快乐吧！”

没有个人照片，连个人一个字的简介都没有，昨日下午，
临近下班时间，才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的官方网站上挂出一
则简讯“我院院长陈学东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这么一个
低调的单位，在今年的1月9日，站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领奖
台上，陈学东院长代表单位捧回了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的奖励证书。

做科研：用九年磨亮一剑
陈学东常说，国家和企业的需求，就是科研的动力和目标。
2008年，天津石化、镇海炼化等百万吨大型乙烯工程在建

设中遭遇了外国厂商技术上“卡脖子”，面临着停工的窘境。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主动接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

而该院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极端条件下重要压力容
器的设计、制造与维护”，也是历时9年才攻克的一系列技术难
题，打破了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领域急需的重要压力容器依赖
进口的局面。目前，此成果已在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1000多套装置、数十万台容器上得到应用，涵盖石油化工、煤

化工、燃气、化肥、军工等领域，涉及 2000 多家压力容器设计
制造企业，覆盖中石油、中石化所属全部炼化企业，以及数十
家煤化工、燃气、化肥等用户企业。近3年取得直接经济效益
32.8亿元，间接效益150余亿元。

做人大代表：为创新企业献言
在陈学东诸多身份中，还有一个身份引人关注，那就是全

国人大代表。其中，企业创新难，一直是他关注的话题。陈学
东建议，国务院有关部委应出台政策细则，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的要求，切实做到：一是提高企
业技术人员与高技能人才的待遇，不仅是经济待遇，而且要给
以充分的社会尊重；二是提升企业技术专家在国家科技资源
配置中的话语权，吸纳更多来自工程一线的企业技术专家参
加国家科技计划谋划与评审；三是要正确把握科技人员流动
的合理性，防止知识产权侵权；四是充分发挥转制院所在高
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科技与经济结
合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

李建刚：为了心中的太阳坚守
李建刚是土生土长的安徽庐江县人，1982年，从哈工大船

舶核动力专业毕业后，他就来到了科学岛上，将核聚变研究作
为自己终生的职业。33 年来，科学岛外的世界在急剧改变。
岛上的樱花开了又谢了，李建刚的梦想没有改变。

受父亲影响：扎根“核聚变”事业
李建刚描述了他的梦想：“希望通过艰苦的努力，能在有

生之年开始建造聚变实验堆，为人类的梦想——在地球上建
造人造太阳而不断奋斗”。33 年来，他也一直坚守着这个梦
想，在李建刚的血脉里静静流淌。

这种坚守和信仰主要来自于父亲——一位1933年就参加
革命跟随刘邓大军来皖的老红军，李建刚说，父亲经常跟他说
的一句话就是，个人的事情再大都是小事，单位的事情国家的
事情再小都是大事，无论多么艰难，首先不能够往回撤，往回
撤的话那就肯定干不好。

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李建刚不顾国外的高薪而依然回国
发展，并在科学岛上扎根30多年。“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我有生
之年，看到有哪盏灯是通过聚变点亮的，这就是我最大的梦
想。”李建刚说。

为人类造福：立志根治雾霾之患
李建刚说，“人造太阳”并不是用人工制造一个“太阳”出

来，而是利用热核聚变的原理，从海水中提炼出氘和氚，这两
种元素结合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而使取之不尽的海水变
成人类紧缺的能源。一杯海水抵得上 300 公升汽油，这听上
去几乎是天方夜谭。

33 年来，李建刚就是在一步步接近这个天方夜谭般的梦
想。一旦梦想成真，人类将摆脱对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的
依赖，发电厂将会用海水作燃料，汽车全部安装充电电池，这样
一来，人们饱受困扰的雾霾等“心肺之患”也有望得到根治。

新增在皖工程院院士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院长

陈学东：敢啃世纪级的“硬骨头”

中科大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

杜江峰：几乎每天都呆在实验室和学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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