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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地里干活的他，在全国两会上被“点名”了
姻本报记者李思辉实习生张曦月

3 月 4 日下午，2025 年全国两会首场
“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来自湖北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农
业大学校长严建兵第一个走上“通道”，接受
媒体采访。
“育种是一项很漫长的科研工作，有的人

可能一辈子都在干一件没有结果的事情。我
的团队就有这样一位小伙子，他叫李文强，从
研究生阶段开始，他几乎每年都在南繁基地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严建兵的一番话，
让一位默默耕耘在玉米研究领域的年轻人走
进了大众视野。

当记者联系上李文强时，他正头戴草帽、
脚穿网洞鞋，在海南南繁基地的玉米地里忙着
观察和收获玉米材料。3月 5日，《中国科学报》
对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李文强进行了专访。

50亩玉米地里的守候

当严建兵在人民大会堂点到“李文强”的
名字时，这位“85后”副教授正在田埂上指导
学生分装不同授粉方式的玉米材料。
“打开手机才看到媒体要来采访的信息，

后来看到网络视频才知道被‘点名’了。”他告
诉《中国科学报》，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继续完
成当天的田间工作，“玉米收获前的选材工作
紧迫，得抓紧时间收获这批材料，以便尽快播
下一季的种”。

这份从容背后是 13年南繁岁月的沉淀。
每年 11月初，李文强都会奔赴海南三亚，在
50 亩试验田里开启为期半年的南繁育种周
期。此时北方的冬小麦尚在蛰伏，而海南的玉
米正值生长的最佳季节。“这里光照充足、温

度稳定，能让玉米多结一季果穗，相当于抢回
半年科研时间。”

他说，每块试验田里都插着不同编号的
标识牌，从播种、授粉到采收都需精准记
录，一定要特别认真，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材
料丢失，或者出现记录错误，影响下一阶段
的实验。

在南繁基地，李文强每天的工作忙碌而
充实。“这里的每一株玉米都像是我们的孩
子，我们见证着它们从一颗种子成长为成熟
的植株。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充满了期待。”
他说。

为了获取最准确的数据，李文强和学生
们常常在烈日下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仔
细测量每一株玉米的各项指标，记录下它们
的生长变化。

“空中飞人”

李文强的工作行程如同候鸟一般，随着
季节变化在天南海北穿梭———每年春季，他
在位于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试验田忙碌；夏
季，奔赴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冬季，则在海南
的南繁基地扎根。这样的奔波，让他成为了团
队中的“空中飞人”。

每当李文强回到华中农业大学，和老师
们一起踢足球时，大家常常会调侃他：“文强，
你这是来武汉出差呀！”

在四处奔波的科研途中，李文强最怕的
就是生病。“生病会耽误农时，我不想因为自
己的原因浪费一分钟时间。”

但农业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确定性。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场罕见的干旱，都可

能让一年的努力付诸东流。2013年夏天，他
们位于山东的试验田遭遇极端高温；同年冬
天，海南台风肆虐，玉米苗被台风吹倒，需要
重新种植。因此，即使是除夕，团队成员吃完
年夜饭也经常要赶回田里继续干活，生怕材
料有闪失。

李文强告诉《中国科学报》：“农业研究就
是这样，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抢时间。”

1个百分点贡献 290万吨蛋白

严建兵致力于高产、高蛋白、宜机收玉米
品种的研究。多年来，李文强也跟着导师研究
玉米。
“玉米育种是一件很有期待感的事情。你

可以带着自己的猜想，用一两年的时间去验
证它。玉米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会带来各种各
样的结果，这让我充满了探索的欲望。”谈起
玉米研究，李文强兴奋起来。
“做玉米科研，挺有意义的。”李文强说。

玉米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
其科研成果意义重大。

2024 年，严建兵团队培育的高蛋白玉
米新品种推广超千万亩，蛋白含量突破
11%———这意味着每提升 1个百分点，全国
玉米就能多贡献 290万吨蛋白，相当于减少
进口大豆 700多万吨。

李文强和严建兵耗时 11年揭示的籽粒
脱水分子机制，则在实现机械化收获上取得
了关键突破。他们去年在《细胞》上发表的论
文显示，普通品种籽粒含水量 30%以上，该团
队的新材料籽料含水量能降到 23%，配合脱
水技术可实现机械化收粒。

李文强引用严建兵的话说：“我们常年在
田间与时间赛跑，为国家育良种、守粮仓。未
来，我们要让中国玉米既当‘能量包’，又做
‘蛋白罐’，让人们真正把饭碗端稳、端牢。”

结束了一天忙碌而充实的工作，李文
强小心翼翼地将当天收获的玉米果穗逐个
挂好。

暮色渐浓，南繁基地亮起星星点点的灯
光，稀稀疏疏、朦朦胧胧，让人不禁产生许多
浪漫的想象。可以确定的是，不久，这里又将
有一批承载着希望的种子迎来收获。

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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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
回母校北京大学任职

在美国工作多年后，核物理学家刘畅
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回到母校北京大学
任职。

北京大学官网介绍，刘畅 2011年 7
月获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学士学位，2017
年 2月获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系等
离子体物理专业博士学位；2017 年 3 月
至 2025年 1月，他在普林斯顿等离子体
物理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2025 年 2 月
加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担任北京大学物
理学院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刘畅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等离子体物
理与核聚变，重点关注磁约束聚变装置中
逃逸电子和其他高能粒子相关的物理问
题，包括托卡马克装置中的破裂现象、逃
逸电子的产生和耗散机制，以及高性能数
值模拟代码开发。

蒋剑春
全职加盟南京林业大学

3月 5日，南京林业大学举办了中国
工程院院士蒋剑春的全职聘任仪式。

蒋剑春，林产化学工程专家，2017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致力于生
物质资源热化学转化应用基础及其工程
化关键技术研究，产出了多项首创的技术
成果，打破了国外活性炭制造技术的垄
断，提高了中国林产化工技术水平和国际
地位。

近年来，南京林业大学聚焦林业工程
“双一流”学科建设，持续打造“林木生物
质低碳高效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林
产化学与材料国际创新高地”等多个创新
平台。

颜宁
任微生物改造技术全国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山东大学网站消息显示，近日，在微
生物改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
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颜宁任微生物
改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

颜宁，基础生物学家，主要从事膜蛋
白结构生物学研究。1977年 11月出生于
山东省济南市，202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

据介绍，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依托山东大学建设，1995 年正式开放运
行，是我国最早布局的微生物领域国家重
点实验室。2025年，实验室顺利通过重
组，组建为微生物改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
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3月 5日，美国计算机协会宣布，安德
鲁·巴托（Andrew G. Barto）和理查德·萨
顿（Richard S. Sutton）因开发强化学习的
概念与算法基础，荣获 2024年图灵奖。

自 20世纪 80年代起，巴托和萨顿在
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强化学习的核心思
想、构建了数学基础并开发了重要算法，
使其成为创建智能系统的关键方法之一。

图灵奖素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
以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命名，从 1966年
开始颁发。艾伦·图灵奠定了计算的数学
基础，被认为是理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
能的创始人。2014年起奖金为 100万美
元，现主要由美国谷歌公司提供。

安德鲁·巴托、理查德·萨顿
获 2024年图灵奖

岁海归博导：
建一个“没有毒”的实验室
姻本报记者 王兆昱

2019年 6月，28岁的陈子博度过了一个
不太开心的假期。他精心规划的课题研究被
同行率先发表在《自然》上，这对于初到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他来说，
是个沉重的打击。站在智利复活节岛的巨人
石像前，陈子博瞬间没了玩的心情。

回到实验室后，导师Michael Elowitz却
给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这证明你有能力
提出高质量课题，而且幸运的是，尚未投入过
多沉没成本。”闻言，陈子博沮丧的心情好了
一大半，开始迅速寻找新的课题。

2024年 12月，已经回国并全职加入西
湖大学的陈子博在《科学》上发表了一项历时
5年的成果———首次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用蛋
白质合成了神经网络。陈子博是论文第一作
者兼共同通讯作者。

这位年轻的课题组组长（PI）承袭了导师
的乐观和豁达。在他建立的“没有毒”的实验
室里，学生可以不打卡，可以对他直呼其名，
他则经常和学生一起写论文。

33岁的陈子博人生履历丰富：经历了 14
年在海外做科研的日子，师从诺奖得主 David
Baker 和麦 克阿瑟 天才 奖得主 Michael
Elowitz。他的业余爱好是驾驶小型私人飞机、
玩《塞尔达传说》。正如他所说，做科研就像在
游戏中“开地图”，发现未知的那一刻最美妙。

在细胞中构建生物神经网络

发表于 2024年 12月的这篇论文是陈子
博的第四篇《科学》论文。该研究证明了利用
合成蛋白在活细胞中构建模拟人工神经网
络，进行复杂信号分类的可行性。

人体内的细胞每天都在做“选择题”———
它们天然地处理多种分类线索，例如应激和发
育信号，以启动接下来的细胞功能，最终产生不
同的结果。比如，免疫细胞根据它们检测到的信
号对威胁做出反应；p53信号通路决定了细胞
是修复损伤还是自我毁灭，从而预防癌症。

科学家一直在努力创造能够在细胞内复
制这种决策过程的人工系统。现有的大多数
尝试依赖于 DNA或 RNA，而 DNA或 RNA
还需要进一步翻译为蛋白质来执行功能，致
使整个过程缓慢且“不那么直接”。

陈子博等人并未使用基于 DNA 或
RNA的系统，而是在活细胞，比如人的肾脏
细胞中设计了一个完全基于蛋白质的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处理多种信号并根据这些信号
作出决策，例如决定是维持生存还是接受程
序性细胞死亡。

谈起课题灵感的来源，陈子博提到了一
位同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系教
授钱璐璐。

2018年，钱璐璐实验室在试管中实现了
基于 DNA的神经网络，可以识别手写数字，
该成果曾引发科学界关注。而陈子博的这项
成果，则是在活细胞内实现了基于蛋白质的
神经网络，可以对细胞内的信号进行分类。

早在 2010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生命科
学系读本科的陈子博通过学校提供的暑期研

究机会，进入加州理工学院 Erik Winfree实验
室进行 DNA 纳米技术的研究。在 Erik
Winfree实验室，陈子博第一次领略到 DNA
在试管中可以被构建成各种美妙的形状，譬
如一个纳米级的笑脸、几纳米的三角形，甚至
用 DNA做纳米机器人。

年轻人的脑海中总会蹦出新想法。陈子博
开始琢磨：除了在试管中，能否在细胞中构建
起生物神经网络？这就需要使用另一种不同于
DNA的生物分子———蛋白质来完成。

在 Erik Winfree的建议下，陈子博决定本
科毕业后申请 David Baker（2024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的博士生。

从那时起，同一领域，不同的研究方向，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当记者问及研究的实用价值时，陈子博
提出了一个“遥远的愿景”———未来若能在免
疫细胞中构建神经网络，就可以更精确地识
别癌细胞，治疗癌症。
“当然，这还是一种设想。”陈子博补充说。

“出走”14年

幼时，陈子博梦想当名宇航员，飞往无垠
的星空。

1991年出生于杭州的他，从小就意识到
自己是个“i人”。比起和人打交道，他更沉浸
于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中。百科全书和科幻杂
志堆满了他的书桌。

爱看书的习惯给少年陈子博添了一副近
视眼镜。这让他放弃了做宇航员的梦想，将飞
行之梦埋在心底。在高中学习期间，他逐渐对
生物课产生了浓厚兴趣。

17 岁那年，他背起行囊，前往新加坡国
立大学读本科。专业是生命科学，辅修生物物
理———用物理视角探索生物问题，比如建模、
对生物分子做受力分析等。

作为世界顶尖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为
本科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充实的学习生活
冲淡了异国他乡给陈子博带来的不适。大一
暑假，陈子博就进入实验室接触科研。大二暑
假，他前往加州理工学院 Erik Winfree 实验

室，研究 DNA折纸技术。
2013 年，陈子博本科毕业，申请到美国

华盛顿大学读博。他的导师有两位：一位是上
文提到的 David Baker，其实验室方向是蛋白
质设计；另一位是擅长编程以模拟蛋白质的
Frank DiMaio。
陈子博这样评价 David Baker：“他是我见

过最纯粹的科学家。”这位诺奖得主在生活中
有些不修边幅，衣服、鞋子破了洞，就拿透明
胶粘住。然而，他却能记住当时实验室 80多
个人在做的各种课题。

为了保持专注，David Baker雇佣了多位
助理来做科研之外的事，如写基金申请、日程
安排、与工业界建立联系等。他将所有精力都
投入课题研究，以及指导实验室的成员中。
“前一天和谁聊了什么，他第二天都记

得。”陈子博告诉《中国科学报》，David Baker
将实验室比作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每个人
都是神经元，他则确保神经元和神经元连在
一起，产生新的东西。

另一位导师 Frank DiMaio曾跟随 David
Baker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美国，做完博
士后能留在同一所学校担任教职非常困难，
Frank DiMaio却因其突出才能，成为华盛顿
大学的副教授。陈子博回忆，这位年轻的导
师对学生非常“supportive（支持）”，教会自己
很多编程知识。
陈子博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后导师

Michael Elowitz 也是一位“大佬”，被认为是
现代合成生物学的关键奠基人。2000年，还
在读博的Michael Elowitz就在《自然》上发表
了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第一篇文章。他还是美
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
是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Michael Elowitz丝毫没有架子，他思维开
放，随性灵活。面对“课题被抢发”这样的事，他
似乎天然地能看到硬币的“B面”，做出更乐观
的解读。这种好心态自然也影响了陈子博。

在 Michael Elowitz 实验室的那些日子，
陈子博找到了“家的感觉”。

从本科到博士后，14年的海外生涯历练
了这位年轻的科学家。陈子博坦言，正是这段

经历让他获得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形成对
科研的独特理解。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想

法，它们可以并存并互相激发。不同的想法、
性格和行为方式都可以被包容，这是科研的
魅力之一。”陈子博说。

一个“没有毒”的实验室

2022 年 8 月，陈子博回到杭州后，全职
加入西湖大学，任特聘研究员、西湖大学孟学
助理教授。

杭州，不仅是陈子博心心念念的家乡，也
承载着他的小小心愿：建立一片沃土——— 一
个“没有毒”的实验室，培养一批纯粹的、正直
的、对科研充满热情的年轻科学家。
“没有毒”的实验室，意味着导师和学生

互相尊重、没有恶性竞争和“非常”压力的环
境。在这里，大家可以自由探索科学问题，愉
快且包容地合作。

2024年冬天，一名学生的产出几乎为零，
不做实验、不改论文。在后来的交流中，那名学
生告诉陈子博，那段时间背部不舒服，搜索查询
后怀疑自己得了绝症，因此意志十分消沉。

陈子博听后非常共情。他想起自己有次脚
疼，通过一番搜索查询，也怀疑自己得了骨癌。
在将这段经历分享给学生后，师生俩一起哈哈
大笑。

陈子博的办公室永远对学生敞开。办公
室中有一张大大的沙发，对着显示屏。在这
里，陈子博常常与学生一起写论文，“并肩战
斗”。学生大多喊他“子博”，不加“老师”二字。

有一次，一名学生写论文时，靠在陈子博
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陈子博忍住笑，偷拍下
学生的睡颜，发到课题组群里。学生一觉醒来，
才发现自己“出名”了，群里一片欢乐。

陈子博闲暇时间喜欢玩《塞尔达传说》这
个游戏。“未知的东西就是一片云，里面有什
么你也不知道，只能向不同方向伸出手。”对
陈子博而言，只要能够探索未知，无论是科研
还是游戏，都一样有趣。

除了打游戏，陈子博还有项更酷的爱
好———开飞机。

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工作时，陈子博
在一位中国校友的介绍下，加入了学校的飞行
俱乐部———一个由飞行爱好者创立的非营利
性俱乐部。在这里，租赁飞机的价格比市场价低
很多。

从此，他开始了飞行训练。
2019年，陈子博拿到了私人飞行执照，

这意味着他可以驾驶小型飞机并带人飞行。
他的理论考试得了满分，这让俱乐部教练大
吃一惊———这个中国小伙子是他见过的第一
个考满分的人。

比私人飞行执照更高一级的是仪表飞行
员执照。它意味着飞行员可以不依赖目视而
仅靠仪表驾驶飞机，从而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能安全飞行。2022年 1月，就在他儿子出生
前一周，陈子博考取了仪表飞行员执照。

那个小时候想做宇航员的男孩，并未停
止飞行。

陈子博准备开飞机。

李文强在南繁基地开展研究。 受访者供图

陈子博（最后排左一）实验室团队合照。 受访者供图

王树国
出任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

3月 1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通
报，教育部已研究同意设置福建福耀科技
大学。公告显示，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
为王树国。

王树国曾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等职，主要从事机器人
自主控制理论、机器人传感器技术、空间
机器人技术、医疗辅助机器人系统、医疗
设备与仪器、生物医学图像处理、计算机
辅助医疗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根据公告，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学校类
型为全日制普通本科学校，办学内容围绕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展开，是非营利
性办学，首批设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
制造工程、车辆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4
个普通本科专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
暂定为 8000人，将于今年正式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