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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题的背后

喜欢文学那么多年，郑永飞发现

自己是个化学家。

在 1988 年巴黎召开的国际地球

化学大会上，郑永飞以一篇题为《岩

浆体系的硫同位素分馏》的报告，赢

得听众的热烈掌声，会议执行主席哈

蒙教授当场称赞：“这是我目前听到

的最好的报告。”

在地球化学领域，郑永飞代表着

一种高度。这种高度，从坐冷板凳开

始。在郑永飞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特

殊的书柜，一个小格子一个小格子

的，里面码放着文献资料，分门别类，

整整齐齐。研究地球化学，他需要查

找许多资料，就找人设计了这样一个

柜子。

一堆资料，在他这里有了态度。

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看忆苦思

甜展览，老师布置写观后感。他写完

却被老师打了回来，老师告诉他不能

只写感想，要先说明是个什么事情，

然后选择一些记忆深刻片段描述，再

作感想，要有前因后果。这件事情给

他一个启发，让他知道怎么去写作

文，怎么把一件事做好。

大学期末考试时，郑永飞喜欢猜

题，“经常能猜到三分之二的题”。因

为上课认真记笔记，课后融合老师讲

的和在图书馆借的教材内容，再重新

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笔记，“考试前把

两份笔记对照一下复习，融会贯通，

基本摸清哪些是重点内容，考试会考

什么。”

“有些人做事有一种劲头，总想

把事做好，做出成绩来；有的人是得

过且过，总是能糊就糊。”郑永飞说，

“我想做点事，我想把事做好”，这是

一种自然的念头，感觉在进步的时

候，就会追求卓越，这是一种对自己

职业追求的心理，无论干什么，即使

让他扫地，他也会扫得很像样子，这

首先是一种工作态度。

就像那两份笔记，是作为学生的

一种态度。

（本栏目部分图片由郑永飞院士

提供）

□ 据《安徽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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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郑永飞院士在进行矿物氧
同位素分析实验

郑永飞院士

2011 年郑永飞院士（前排左三）与
金振民院士（前排左五）和舒德干院士
（左一）在秦岭野外考察

郑永飞：地球探索者

当 17 岁的郑永飞做民办教师，在

自然课上给小学生讲地球结构和板块

构造时，没想到多年以后，他研究起了

板块构造，进军化学地球动力学这一国

际前沿领域。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成为

世界研究该领域的主力军之一。

地球化学研究是个冷板凳，郑永

飞坐出了热度。在同位素的研究上，延

伸了人生深度；在教书育人和建言献策

上，拓展了人生宽度，用态度经纬着自

己的思想地球。

□ 殷艳萍/文 张倩莹/ 图

“三七教授”的攻坚

4 月的中科大校园，樱花烂漫。“三

七教授”郑永飞一天的工作，从这花旁

过，从这花旁归。

“ 三 七 教 授 ”，这 个 称 呼 已 二 十

多年。

二十世纪末，研究大陆板块深俯

冲及有关地球化学问题，成为国际上

地球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而且，

中国大别山地区发现了超高压变质

矿物，能够证明大陆板块可以俯冲。

“这对板块构造来说是一次革命，全

世界都非常关注”，1993 年郑永飞留

学结束回国，开始做这方面研究，从

地球化学角度示踪大陆板块俯冲这

一过程。

从此，郑永飞开始了长达 10 年的

理论探索与技术攻坚。每天早晨 7 点

左右上班，晚上 7 点左右下班，一周工

作 7 天。因此，郑永飞被同事戏称为

“三七”教授。除了出差，他几乎每天都

“泡”在实验室里，设计实验、分析数据、

阅读文献、讨论工作，像陀螺一样高速

旋转。有时为了灵光一闪的想法，常连

续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里寻求佐证。

10 年后，郑永飞根据同位素年代

学和地球化学证据，成功地证明了大

陆板块的俯冲和折返为“快进快出”过

程，由此产生了“油炸冰淇淋模型”。

他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攻关，领导团队

进军俯冲带化学地球动力学这个国际

前沿学科，成功地证明板块构造在大

洋和大陆俯冲带的运行规律具有一致

性，有关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

度评价。

2009 年 12 月，郑永飞当选中国科

学院院士。

同位素，这个让很多人发懵的词

语，蕴含着地球内部的奥秘，是郑永

飞工作的动力指引。郑永飞简单归

纳着应用同位素研究板块构造的意

义：比如矿产资源，在哪里找，过去在

哪里找，现在在哪里找，将来在哪里

找，这都是板块构造在控制着。比如

灾害，地震出现在哪里，什么时候出

现，为什么会出现……要想得到矿产

资源、预测地震，就要研究同位素、了

解板块，但是人类能够看到地球的太

浅了，只是地壳的表层部分。

未来，郑永飞还有太多工作要做。

“我一直抱着一种学习态度，在研究水

准上向高水平国际同行看齐，在工作思

路和工作方法上力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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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1976 年就已经开始。

那年，17 岁的郑永飞高中毕业，

做了小学附中的民办教师。学校老师

太少，他给中小学生们教过语文、数

学、自然、物理、化学等。在多个学科

中切换身份，在知识海洋中畅荡，也勾

勒着生动优质的教学。

1978 年，郑永飞参加高考，被南

京大学地质学系录取。大学期间学习

成绩优异，1982 年提前半年毕业考取

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后，1987 年留

学德国深造，1993 年回国到了中科

大。一开始，教学条件比较艰苦，没有

办公室，连桌子也没有，便在家里办

公。这并没有消磨他要建造实验室的

宏伟计划。后来，慢慢地有了两间房

实验室，已经能够做简易实验了，这让

他很欣慰。“现在我们的实验室非常现

代化，能够做不同种类的地球化学实

验。”郑永飞说。

35 岁，郑永飞成为中国科学院首

批“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首批获得者，被中科大破格

提升为教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

之一。怎样做科研，做出什么成果；怎

样教学生，教成什么样，郑永飞心里有

杆秤。“要通过科研来培养学生，让他

们在实践中学会学习，要努力培养出

高质量的优秀人才”。

重视教育，怎么保证教育质量，怎

样做好教学，也是郑永飞做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以来，最在意的议案、提

案，“我做了 20 年全国人大代表，2 年

多全国政协常委，关于教育的提案，不

在少数”，郑永飞说。

忙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只是生活

内容延展了许多。即使多种角色转

变带来一定的困难，郑永飞也不放弃

对学生学习的辅导。他参加会议，一

旦会议结束，立马打开电脑给学生改

作业。

学生们经过他办公室，都会偷

偷 瞄 上 一 眼 。“ 看 到 他 努 力 工 作 的

身影，我们心里顿时产生无形的压

力和动力。”学生陈伊翔说，虽然郑

老师异常繁忙，但他坚持每学期听

取团队所有成员的研究进展汇报，

并指导交流。每位学生的论文，他

都严格把关和精心修改。至今陈伊

翔还记得，刚读博士时撰写第一篇

学术论文的情形。当时，郑老师坐

在他身边，逐行逐字修改论文，教他

如何更好表述科学内容。“现在我们

指导学生时，时刻谨记郑老师的言

传身教。”

郑永飞对科学前沿和国际最新

动态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和深刻的洞

察力，并总是从有利于人才成长的

角度，尽力为青年教师提供各种帮

助。他常鼓励年轻人开拓视野 、敢

闯敢干，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在

他的带领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地球

化学学科的人才成长态势喜人，近

几 年 来 已 有 10 余 名 青 年 教 师 ，获

得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或 优 秀 青 年 基 金

资助，成为本领域具有重要国内甚

至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青 年 才 俊 。”陈 伊

翔说。

培养优质人才B

郑永飞简介：

1959 年生于安徽省长丰县，中

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院士，美国矿物学会会士，美国 / 欧

洲地球化学学会会士。安徽省政协

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安徽省委主

委，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科

院壳幔物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主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导。

获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

家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

步奖、长江学者成就奖、国家教育部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