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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没能陪儿子外出旅游，成了司虎和胡

婷的一个小遗憾。

“以前我们每年都家庭出游一两次，但随着承担

的科研任务增加，我和爱人在工作中越来越难走开，

带孩子出去的机会就少了。”中国石化仪征化纤研究

院正高级工程师司虎坦言。

妻子胡婷也是仪征化纤的科研骨干，在高纤部

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夫妻二人经常加班，陪伴

家人的时间不得不压缩。

这对“科研伉俪”大学时便是情侣，毕业后二人

先后入职仪征化纤。他们2012年年底结婚，过去10

年的很多日子里，他们都一同上班，一同下班，或是

一同加班，从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渐渐成长为各

自科研领域的骨干。

同为科研工作者，胡婷对司虎不无钦佩：“他工

作非常努力，35岁就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是我

们仪征化纤建厂40多年来最年轻的教授级高工。”

司虎是仪征化纤研究院膜用聚酯切片领域专

家，作为研发团队的执行负责人，开发了10多种新

产品，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膜级聚酯系列产

品，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水平。

在某种意义上，创新产品成就有多大，研发的压

力就有多重。“从0到1，真的很难。”司虎说，开辟一

个新的领域，如同“摸着石头过河”，但更多时候他

“连石头都没得摸”，需要完全靠科研团队自身的力

量打破垄断。

“科研容不得半点马虎。”司虎严肃地说，“产品

如果在日均量产600吨的装置上出现意外，半天就

将产生300吨排废，相当于300万元的损失。”为此，

他和团队要在借鉴相关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工程化实验，对一些细节不断打磨，反复优

化、改进。

胡婷所在的高纤部生产中心主攻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纤维，产品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

作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品升级创新团队的带

头人，她要带领团队突破技术瓶颈，开发不同种类的

纤维，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

在一次给缆绳客户推广企业研发的新产品时，

他们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胡婷记得，当时客户总是

觉得进口产品就是好，对国产新产品有顾虑。后来，

团队使用了精密的测量方法和仪器，并实现了与进

口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对比，“结果证明我们的产品明

显优于国外产品”，最终得到客户认可。

在司虎眼中，“胡婷最大的优点，就是踏实靠

谱儿，而这也正是她所在的应用生产领域最需要

的特质。”

这对认真踏实的“科研伉俪”给同事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仪征化纤研究院纤维新材料研究所副所长

李映记得，“在今年公司举办的‘五一’劳动节颁奖大

会上，胡婷所在团队获得公司年度优秀创新团队奖，

司虎获得公司劳模称号，两人同时出现在荣誉榜上，

并一起合影。”

“干一行，爱一行。”这是司虎与胡婷的共识。

在空闲时间里，他们也常携手走在厂区外的小

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感兴趣的科研问题或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在对原料的具体性能、评价表征及

分析存在疑问时，胡婷就会咨询更擅长理论的司

虎。在涉及纺丝具体材料时，司虎又会向精通纤维

纺丝的胡婷取经。不同的科研视角，常常能为他们

提供答疑解惑的新灵感。

2022年10月，胡婷带队参加了中国创新方法大

赛。在备赛阶段的半个多月里，胡婷常常熬夜学习

到半夜两三点，准备参赛资料。那段紧张疲惫的日

子，司虎承担下更多的家庭责任。

做饭、带娃、辅导功课、陪弹钢琴，“那时家里的

事情，他全都承担下来。”胡婷说。在丈夫的鼎力支

持下，胡婷所带团队的项目，最终荣获中国创新方法

大赛江苏赛区决赛一等奖。

事实上，如何平衡科研工作和家庭生活，也是这

对“科研伉俪”的“甜蜜烦恼”。

若遇上两人都很忙碌的日子，他们便商量着如

何轮流加班或错峰出差，至少一个人能够留出时间

照看孩子。周末或假期，他们也会约上朋友，带上孩

子，一同出游。

胡婷是个乒乓球迷，她很期待 10 月将在扬州

举办的 2023 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决赛），但又心

疼票价，迟迟没有下定决心。谁知，丈夫司虎已买

好两张看台一层位置的票，并对她说：“期待这么

久，来都来了，能不看吗？而且能看到世界冠军在

你面前打一周的球，值不值？”胡婷被丈夫逗笑了，

欣然接受：“值！”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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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伉俪 携手攻关

9月17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紫金山天

文台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

在青海冷湖天文基地正式开启“巡天”观测。

这是截至目前全球唯一的大口径兼大视场光

学时域巡天望远镜，也是冷湖天文基地望远镜

群中口径最大的望远镜。

当日10时30分，墨子巡天望远镜“首秀”

之作——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

首光照片发布。据介绍，仙女座星系是距离银

河系最近和最大的旋涡星系，它的结构特点和

金属丰度与银河系相近，是探索银河系及同类

星系形成与演化的理想研究对象。这张照片

是墨子巡天望远镜通过每次30秒共计150次

曝光所得到的150张照片叠加合成。它揭示了

仙女座星系及其周围天体的明亮至暗弱星光

分布特征，可以用于细致刻画星系内部及星系

间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

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孔旭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该望远镜具备强大的巡天能力，能

够每3个晚上巡测整个北天球一次，为北半球

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设备。墨子巡天望远

镜通过获取高精度位置和多波段亮度观测数

据，可监测移动天体和光变天体，用于高效搜寻

和监测天文动态事件，可以在高能时域天文（如

引力波事件电磁对应体等）、太阳系天体普查（如

寻找第九大行星）、银河系结构和近场宇宙学（如

暗物质本质）等领域取得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

墨子巡天望远镜坐落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茫崖市冷湖镇赛什腾山，望远镜口径2.5米，

采用国际先进的主焦光学系统设计和主镜主动光

学矫正技术，可实现3度视场范围内均匀高像质

和极低像场畸变成像，配备7.65亿像素大靶面

主焦相机，具备大视场、高像质、宽波段的特点。

作为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第一个投入

运行并开展天文观测研究的大型设备，墨子巡

天望远镜的启用，将显著提升我国时域天文研

究能力。 （张蕴）

墨子巡天望远镜成功拍摄首光图片

9 月 18 日，亳

州 市 谯 城 区 2023

年全国科普日主

场活动在市区魏

武广场启动。现

场通过发放宣传

折 页 、设 立 展 览

台、专家义诊等多

种形式，向群众普

及农业、医疗、航

天、文体等领域的

科普知识，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助力

科技自立自强。

通讯员 张刘艳 摄

长期以来，基于位错理论的晶

体材料应变硬化被视为现代凝聚

态物理和材料科学领域里最重要、

最棘手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

家研究中心研究员卢磊团队在这

一科学难题方面取得重要研究进

展。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

于《科学》。

研究团队发现，上述问题的

重要性源于提高应变硬化可同时

提高材料强度和塑性；而其棘手

性在于应变硬化涉及宏量应变载

体（位错）的增殖、交互作用、湮

灭、重排等极其复杂的动态演变

过程，且存储位错的饱和密度依

赖于微观结构。

卢磊团队研究表明，具有空间

梯度序构位错胞结构的合金在低

温拉伸变形时不仅具有优异的强

度和塑性，而且表现出超高的应变

硬化能力，其应变硬化率甚至超过

粗晶，颠覆了粗晶结构具有最高加

工硬化能力的固有认知。

这种低温超高应变硬化源于

多滑移原子尺度层错束萌生主导

的动态结构细化，细化形成的亚十

纳米层错畴既能显著阻碍位错运

动，又能高效存储更高密度的位

错。空间梯度序构、位错胞本征结

构以及低温环境协同激发了超高

密度二维平面层错畴主导的应变

硬化，这完全不同于位错、孪生及

相变等传统应变硬化机制。

该研究发展了晶体材料的应

变硬化理论，为研发高性能金属材

料及开展极端环境应用提供了新

机遇与新挑战。 （沈春蕾）

金属材料低温应变
硬化研究获进展

国际空间站（ISS）的意

义是什么？对一些人来说，

它可能是有史以来造价最高

的建筑，代表着工程学的胜

利。然而，对于美国佛罗里

达大学生物学家Rob Ferl来

说，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刚

开始利用的实验室。

自1998年ISS第一批组

件发射以来，研究人员已经

在那里进行了3000多次实

验。随着进入太空的成本

越来越低，以及 ISS 的商业

替代品即将出现，Ferl 希望

太空研究的实验次数能大幅

增加。

据《科学》报道，近日，包

括Ferl 在内的 75位科学家

呼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将用于 ISS和其他

地方的生物与物理科学资金

增加10倍，从而推进NASA

实现人类太空探索的目标。

Ferl 是“十年调查”小

组的联合主席。“十年调查”

是自 2011 年以来首次关于

太 空 研 究 的 调 查 ，它 为

NASA 和美国国会提供了

如何使用ISS和未来空间站

的优先事项。

调查发现，NASA的生

物与物理科学部（BPS）在太

空探索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但该部门“资金严重不

足”。目前，BPS 每年获得

8500 万 美 元 资 助 ，不 到

NASA 行星科学部门 32 亿

美元拨款的3%。为支持科

学研究，在2030年之前，预

计BPS每年需要大约 10亿

美元。

BPS除了专注于基础科

学研究外，其任务还包括探

索太空。为完成这一任务，

该调查呼吁NASA将增加的

大部分开支集中于两个研究

项目，一个是加强基础科学

研究，建立以生命为基础的

系统，使宇航员在深太空中

可生活数年；另一个是推动

零废物回收方法，以及在月

球和其他地方“靠土地生活”

所需技术的研究。这两个项

目每个每年耗资1亿至4亿

美元。

这份调查报告发布之

际，恰逢载人航天能力正发

生巨大变化——NASA的阿

尔忒弥斯计划承诺在前往火

星的途中将人类送上月球；

火箭公司的出现降低了将人

员和硬件送入近地轨道的成

本；NASA还向3家公司提供

超过4.15亿美元的资金，用

于开发商业空间站。

Voyager space是开发

商业空间站的3家公司之一，

其空间站战略总监 David

Marsh表示：“我们一直在等

待这项调查，因为其优先事

项将推动商业空间站上大量

硬件的发展。”

这项调查不仅要求在太

空进行更多研究，还要求以

更快速度进行研究。随着火

箭运载能力的不断增强和发

射速度的加快，快速开展科

学研究将变得更加容易。

BPS也在寻求足够的资金将

科学家送入太空。（文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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