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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知本：一生“追光”
“大气光学是研究大气和光相互作用

产生的一系列线性与非线性效应。我们平

时看到的实际大气中的光学现象，比如夜

晚的星星会眨眼睛，沙漠或海边升起海市

蜃楼等等，就是这些相互作用产生的效

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

究员龚知本目光如炬，思维缜密，说起一生

从事的大气光学研究总是滔滔不绝。

年近九旬的龚知本，心中装着一部安

光所的创业史。1970年12月，安徽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成立。第二年，长光所、上光

所与大气所三所有关从事大气光学研究部

门合并到安光所，筹建成立大气光学研究

室。龚知本在这一年来到大气光学研究

室，从此便扎根科学岛，一晃已经50多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围绕我国的激光、

红外和光学工程任务，开展有大气相关影

响的预研性研究，特别是激光大气传输研

究。”龚知本说。激光在大气传输过程中，

除了受到风场、温度、压力、湿度、能见度等

常规气象要素影响外，更主要受到所谓特

殊大气光学参数影响，包括大气光学湍流、

大气气溶胶等。其中，大气湍流引起的大

气折射指数的随机起伏，严重影响激光光

束在大气中的传输特征，统称为“大气湍流

效应”。

在他带领下，安光所与成光所合作建

立了自适应光学对大气湍流效应校正实验

系统，并进行了系统性实验研究，获得了一

些原创性成果。龚知本说：“在没有相位校

正的情况下，大气湍流引起的激光跟踪系

统的跟踪误差可达几十微弧度；当实现相

位校正后，其跟踪精度要小于1微弧度。”

从激光大气传输及相位校正，到高分辨

大气吸收光谱，再到大气气溶胶光学特性，

龚知本带领团队在大气光学领域开展一系

列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为安光所发展以激光

大气传输为重点的大气光学、以环境监测技

术为重点的环境光学奠定了基础。

“大气光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基础

性学科。随着我国激光、红外和光学技术

的发展，这些工程特别是激光工程，在研

制和应用中必须要了解大气对工程的影

响，同时还要面对如何克服或减小大气影

响的问题。”对大气光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和广阔前景，龚知本始终信心坚定。他建

立起激光雷达团队，攻关激光雷达大气探

测技术，自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口径最

大、功能较全的L625大气探测激光雷达，

实现平流层气溶胶、水汽、臭氧、温度等综

合性大气探测。

1991年6月15日，菲律宾皮纳图博火

山大爆发，向高空喷射大量火山灰及二氧

化硫等气体，对全球气候产生重大影响。

L625激光雷达，作为美国宇航局在全球选

择的10个联合监测激光雷达之一，在合肥

科学岛对皮纳图博火山云进行远程监测，

成功记录气溶胶、臭氧等参数。“大气监测，

就像给大气做CT。”龚知本形象地解释道。

随着强激光技术迅速发展，我国急需

进行激光技术集成试验。龚知本负责激光

试验场建设的总体规划设计及一批大气光

学参数测量关键设备的研制，让我国第一

个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合肥激光试验场在

科学岛上傲然而立。“试验场成功地开展了

许多次重要的激光技术试验，为我国强激

光技术的发展和验证作出了重要贡献。”龚

知本说。

岁月压弯了龚知本的身躯，却没有消

磨他献身科研的斗志。他还是每天到办公

室，关心关注青年科研人员的研究进展，并

对他们寄予厚望。“经过50多年发展，大气

光学面向学科前沿，面向我国先进激光光

电工程应用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国计民

生问题，不断凝练学科方向。大气光学的

未来，在青年一代身上。”龚知本说。

（徐国康 张理想徐旻昊）

施蕴渝：求索生命系统的奥秘
“细胞是生物体的基本单位，包含蛋白

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机器及糖类、脂类等

小分子物质。其中，蛋白质由20种不同的

氨基酸组成的多肽链构成，多肽链折叠盘

旋形成复杂、精美的三维结构，蛋白质的功

能与其三维结构密切相关。结构生物学就

是研究蛋白质三维结构的学科。”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施蕴渝今年刚好80岁，她精神矍铄、思

维缜密，用很快的语速解释基本概念，“科

学小白”稍微分神就跟不上节奏。

结构生物学也叫分子生物物理学，是

用物理、化学，以及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的原

理、方法来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中国科大在建校初期是为‘两弹一

星’培养人才的，几乎每个系都与之相关。

生物物理系也不例外，比如原子弹爆炸需

要放射生物学，载人航天进入太空需要宇

宙生物学。”施蕴渝是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

建系初期的学生。生物物理是世界前沿的

交叉学科，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培养专

业人才。

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2年国外进修，

施蕴渝归国回到中国科大。她根据国际生

命科学发展趋势，结合学校学生数理基础

扎实的特点，邀请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梁栋才院士来校为本科生开设蛋白质晶体

学课程，同时自己为学生开设生物大分子

分子动力学模拟以及生物核磁共振波谱学

课程。在国内完全空白的条件下，施蕴渝

在中国科大领导建立了完整的本科生与研

究生的结构生物学教学体系。随后，她又

在中国科大建立了计算生物学实验室、三

维核磁共振波谱实验室，在国内率先用多

维核磁共振波谱方法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

构与功能。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和国家将“科

教兴国”作为宏伟目标和发展战略，对科学

和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中国科大加快发

展步伐，于1998年正式成立生命科学学

院，施蕴渝担任第一任院长。她把引进人

才作为第一要务，从海内外引进田志刚、吴

缅、姚雪彪、向成斌、孙宝林等一批杰出青

年才俊，拓展新的学科生长点，同时在学校

支持下领导建设生命科学学院新楼，建立

了生命科学公共实验中心，大大改善学院

师生的实验条件。短短几年，生命科学学

院由小而大变强，取得一批国内外先进的

科研成果，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

也大大提高。

“学校、学院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密不

可分。”施蕴渝以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为例说

道，学校、学院的发展与教育部“985”“211”

学科建设，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实施，

以及一系列人才引进计划密切相关。“现在

我们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合肥城市面

貌也日益现代化，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优

越的环境和良好的条件，吸引越来越多的

海外优秀人才回到祖国、来到科大。”

“当代生命科学正在与人工智能结合，

预测蛋白质结构；与医学结合，攻克疑难病

症。我们要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不断探索生命的奥秘。”施蕴渝说，“我最为

高兴的是看见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在一批年轻的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越办越

好。中国科学走到世界前列是几代科学家

的梦想，中国的未来、中国科大的希望寄托

在年轻一代身上。”

（徐国康 张理想徐旻昊）

王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安徽医

科大学炎症免疫性疾病安徽省实验室执行

主任，科技产业处处长，也是安徽医科大学

首个自主培养的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

1994年，王华从安徽枞阳县的一个农村考

入安徽医科大学，至今近三十年间，他身着

“白大褂”穿梭在教室、医院、讲台、实验室

之间，完成了学生、医者、师者、科研工作者

不同身份间的转换，但他所寻梦想的底色

始终未变。

2022年9月，由王华主持的项目《肝

损伤炎症与修复》成功入选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实现了安徽医科大学该类项目

历史性零的突破，王华也成为该年度安徽

省属高校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

双杰之一。

“这对我而言，反而是清零，一个全新

的开始。”谈及荣誉，王华很“轻描淡写”地

带过了。但事实上，每一项成果的获取都

绝非易事。结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围绕

肝脏损伤炎症与修复，尤其是“酒精肝”问

题，王华埋头研究了20多年。

他发现，衰老、高脂饮食、炎症对于肝

脏的自主修复功能影响颇深，尤其是炎症，

在晚期的肝弦化肝硬化、肝癌等病症中都

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而《肝损伤炎症与修

复》这一项目对找到其中的主要机制有着

很大的推动作用。

科研得来的成果能更好地反哺临床，

让王华尝到了“甜头”，也是他坐稳“冷板

凳”、在科研道路上源源不断热情的来源。

“科研人要有韧性，不轻言放弃，同时也不

能追求‘时髦’。”王华表示，科研界也会出现新的流

行元素，但绝不能迷失自己的方向。

近年来，安徽省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设

立了高校人才专项奖补资金，激励高校加大引进和

培育高层次人才力度，为科研人员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对此，王华也深有感悟。“我成长的每一步，无

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年人才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王华说，特别是获得国家杰青项目之后，主

管部门实施了专项支持计划，并不断优化科技评价

指标，支持他们潜心科研。

2007年至2014年，王华在美国国立研究院酒

精研究所肝病实验室留学，也有了留在国外高薪就

业的机会。“有过心动，但还是想回到初心。”王华希

望通过自己的选择，起到一点带头作用，让更多有

条件“走出去”的人，学成归来助力家乡医疗事业的

发展。

在医学人才的培养上，王华秉承“严”师出高

徒。除了日常的学习，王华还要求学生们每周完成

5篇文献阅读。他认为，医学生要在扎实的经典理

论知识学习基础之上，不断开阔视野。

截至目前，王华已经培养了5个博士生，17个

硕士生。其中，博士生中3个正在海外“求学”，1个

已经博士毕业，回到母校就业。

未来，王华将继续坚守教学、科研、临床一线，

在“治病救人”和“教书育人”事业上书写新的篇

章。 （章蕾 张秀明 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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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2023年

增选当选院士名单，哈尔滨工业大学七公寓

506寝室火了，含院士量从之前的33%上升到

100%。2015年，韩杰才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2023年赫晓东教授、郭世泽校友分别当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个宿

舍3位博士全部成长为学术大师，并当选院士，

史上最强寝室到底有什么秘籍？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攻关目标

1991年，从河北考入哈工大电磁测量技术

及仪器专业的博士生郭世泽入住七公寓506，

与就读于哈工大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的博

士生韩杰才、赫晓东成为室友。

三个人都是早早就选定研究方向，开始课

题研究，科研项目也都聚焦国家和行业需要，

围绕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

攻关目标。

正是因为潜心忘我的钻研，在读博期间，

韩杰才和赫晓东就在材料学科与力学学科的

交叉融合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郭世泽也

完成了多个重要项目。

博士论文是同一个方向，同一天答辩，同

为优秀博士论文……同为哈工大航天学院杜

善义院士的学生，韩杰才与赫晓东一边工作一

边读博，同时参与项目研究。

毕业后，三个人仍始终专注于自己的研究

方向，聚焦国家需要埋头攻关，成为本领域中的

顶尖专家。如今，韩杰才担任哈工大校长，赫晓

东担任哈工大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郭世泽担

任解放军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他们善于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在赫晓东的印象中，韩杰才、郭世泽这两

位15岁上大学的“天才”室友都是攻坚克难的

“高手”，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总是迎难而上、

举重若轻。

“特别聪明，特别能干，特别勤奋……”这

是三位室友的相互评价。

“当年的科研条件还没有现在这么好，要

做新材料的研究就要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创造

条件。”韩杰才回忆说，当时哈尔滨的研究条件

不具备，就要经常坐火车硬座去沈阳、北京甚

至更远的地方做实验……反反复复折腾很长

时间。

郭世泽是哈工大电信学院孙圣和教授最

得意的学生。以“严格”著称的导师在学术上

对他要求极高，在生活中却把他当成自己的孩

子，逢年过节就把他叫到家里。而郭世泽也没

有辜负导师的期望，读博期间就完成了好几个

大项目，还写了好几本书。

“举重若轻”是这三位室友共同的特点，他

们勇于挑战前沿，敢于创造条件把“不可能”变

为“可能”。

“老先生们规划得好，学科定位准，研究方

向广，层次错开不重叠，又可以相互借鉴……”赫

晓东说，导师杜善义院士一方面帮他规划方向，

一方面又放手让他大胆探索，让他在读博期间就

取得突破性成果，成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

的重要基础，这让他受到极大的鼓舞。

“三人行必有我师”

“做学问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持之以恒地勤

奋工作。一个人只聪明不勤奋很难成功。”韩

杰才说，一勤天下无难事，勤奋到位了肯定就

会有收获。

“梦想+勤奋，才能获得成功。”赫晓东说，

每个人都要树立一个远大目标，并集中精力为

这个目标而努力，未来一定可期。

“要专注地做好一件事，脚踏实地，不要好

高骛远。”郭世泽说，选准方向以后，就要努力

坚持下去，才能走得更远。

“好的室友会互相帮助，好的同学会互相

影响，好的导师指引你的方向……”郭世泽说，

一个宿舍、一个班级、一个学校的学风是最重

要的，他还记得读博期间的第一篇论文，被导

师改得满篇红字，让他感触很深。这种“规格

严格，功夫到家”的指导，让他在读博期间发表

了14篇论文，也为他今后的成长道路打下了坚

实基础。

“我们三个关系特别好，宿舍气氛始终特别

融洽，经常一起交流学术等方面的问题，还经常

一起打乒乓球……”在他们的记忆里，那段“三

人行”的时光美好而珍贵。 （李丽云 刘培香）

年轻人的楷模！一个宿舍，100%成为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