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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兜兰调查第四天，广西下雷自
然保护区。我们的运气真好，上午一直下雨，
我们出发时雨停了，只是雨后增加了爬山和
下山的难度。我们一下山又下雨了。海伦兜
兰长在高山山顶悬崖上，也许只有这样才能
避免人类的干扰，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
确有点困难，特别是缺少传粉的昆虫，很难
能孕育种子来繁殖后代。我们在野外进行了
人工辅助授粉，希望能获得种子繁育种苗并
使之回归自然。途中经过一个自然的瀑布，
下山时一只蝴蝶停在学生的帽子上久久不愿
离开……”

这段文字截取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珍稀植物繁育研究组首席科学家曾宋君的
朋友圈。不久前，他带领研究团队去广西中
越边境开展海伦兜兰野外调查，爬了 8 天的
山。由于海伦兜兰长在中越边境石炭岩地区
邻近山顶的边坡上，他们全程都走在悬崖峭
壁之间，其间又经历了恶劣天气，每个人都
负伤力竭……但也收获了惊喜。

“原报道只有一个分布点 11 株海伦兜兰。
但经过这次详细的调查，我们已发现 11 个点
507 株。”曾宋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近年来，曾宋君带领华南植物园珍稀植物
繁育研究团队，开展了兜兰种质资源收集和评
价、遗传育种、离体快繁和功能基因的克隆和
功能验证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不少重
要成果。

解兜兰种质资源之惑

1990 年至 1993 年期间，曾宋君在中国科
学院华南植物园跟随他的导师梁承邺所长从
事水稻育种研究。毕业后，由于对花卉的情有
独钟，他转向花卉育种、繁育和产业化方面的
研究。

“近年来，我们主要还是围绕兜兰开展工
作。”曾宋君介绍，兜兰珍稀又难以繁殖，市场
价值极高。

兜兰有着独特的花朵造型、绚丽的花朵色
彩、持久的观赏花期，是国际高档花卉界的宠
儿。但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人们对其过度
采挖，兜兰现已成为世界上最濒危的植物物种
之一，所有兜兰野生种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 而被禁止交易。
兜兰可谓“植物中的大熊猫”，被视为珍稀濒危
植物保护中的“旗舰”类群。

虽然难，也要迎难而上，“解救”困境中的兜
兰。第一步就是资源收集和种质资源圃的建设。

“首先我们需要摸清野生兜兰的本底数
据。”每年，曾宋君都会带队去野外进行兜兰
种质资源调查、引种和保护研究。

目前，他们已对彩云兜兰、杏黄兜兰、白旗
兜兰、海伦兜兰等进行了系统的野外种质资源
调查，除了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新种，他们已经
收齐国产兜兰属植物 27 种和国外原生种中的
52 种，是世界上修改兜兰种质资源种类最多
的单位之一。

“我们还收集到了观赏价值极高、具育种
价值的优良兜兰亲本 300 多个，它们是育出优
良品种的基础。”曾宋君语气里透露着兴奋。

在兰花种质库的建设方面，曾宋君他们共
收集并保存兰花种质 1000 多种，离体繁殖成
功的种质有 300 多种，收集并保存兰花种子
300 多种。

“人生没几个 8年”

除了资源收集外，珍稀植物繁育研究团队
大部分精力都在兜兰属植物的引种驯化、杂交
育种、种苗繁殖、产业化生产、分子机理和保护
等研究上。

“兰花育种的科研积累时间比较长，虽然
可以同时育好几个品种，但仅育出一个兜兰新

品种需要 8 年时间，我们的人生没几个 8 年。”
曾宋君说。目前，该团队共有 17 个人，在曾宋
君的带领下获得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
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广东省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40 多项科研课题和 10 多项横向课题的资助，
总科研经费 1000 多万元。

在兰花育种方法和新品种培育方面，研究
团队利用优质亲本进行了广泛的杂交育种，现
育成兜兰杂交组合 300 多个，40 个兜兰新品种
在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上进行了登录，8 个兜兰
新品种通过了广东省农作物新品种审定。

“近期已利用子房注射法、基因枪法、农杆
菌介导法等方法将 FT 基因转入了多花型兜
兰中，有望育出能提前开花的多花型兜兰，使
其营养生长期从 6 至 8 年缩短到 3 至 5 年。”
曾宋君高兴地说。

研究团队已完成了 50 多个兜兰原生种和
100 多个杂交种的无菌播种技术研究并能进
行种苗的规模化生产。与此同时，他们也发表
了相关兜兰繁殖论文 20 多篇，申请了 10 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并有 4 项已获得了授权。其中，

“摩帝类兜兰优质种苗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方
法”已在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基础上，申请了
国际发明专利，又在日本申报了专利保护权，

只要再进一步熟化就能进行兜兰优良株系无
性克隆的规模化生产，该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

以产业带动兰花保护

2017 年，曾宋君团队的“兜兰的杂交育
种及其种苗繁殖方法”获得第十九届中国国
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证书”，
后又被公示获得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优秀
奖。随后，“大花蕙兰和兜兰新品种创制及产
业化关键技术”获得了 2018 年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曾宋君等人也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我
们花 20 年做基础研究，希望基础研究能为产
业化服务，通过产业带动保护。”曾宋君说。

他们与广州华大锦兰花卉有限公司等企
业合作，兜兰中试生产的种植面积达 12000 多
平方米，成为我国最大的兜兰生产基地之一，
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曾宋君喜欢兰花，办公室却不见一盆兰
花。“放在办公室里，它们太受罪了，特别是兜
兰，它们需要精心的养护，我带你去温室看看
我们培育的兜兰。”

走进温室，曾宋君拿起一盆正在盛开的兜
兰。“你看这样轻轻把唇瓣摘下来，这里是兰花
的合蕊柱，它的雄蕊和雌蕊虽然长在一起，但
花粉却碰不到柱头，自然情况下只有当昆虫出
入关兜状唇瓣时才能完成授粉。人工授粉时，
我们用一根牙签把花粉涂到柱头上去就可以
了。”说话间，曾宋君娴熟地操作着。

在这两个小温室里有开花的成年兜兰植
株，也有利用离体培养技术繁育出的数万株兜
兰小苗。它们未来将会回归到野生生境中或者
被送往兰花生产基地进行栽培。

在进行规模化繁殖的基础上，曾宋君他
们对彩云兜兰进行了野外回归，相关成果获
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广东省环
保科学奖一等奖。

“我生长在湖南的小山村，小时候经常上
山放牛、砍柴，见到过不少兰花，我将它们采集
下来，带回家养护。考大学时我又选择了生物
系。”在繁重的科研之余，花卉占据了曾宋君的
所有生活，朋友圈全部都是鲜花特写，撰写科
普文章 1000 多篇，出版花卉专著 20 多部。

作为广东省花卉协会和兰花协会副会长，
也是中国兰花学会和中国兰花协会常务理事，
他表示将带领团队在兜兰的保护和产业化应
用中继续前行。

“解救”困境中的兜兰
■本报记者王晨绯

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力学所）
走出了许多鼎鼎大名的科学巨匠：钱学森、钱
伟长、郭永怀……而林同骥，人们似乎并不熟
悉，听过他名字的人不多。

事实上，中科院院士林同骥是我国力学发
展史上的奠基者之一。他主持设计建造了我国
第一座暂冲式超声速风洞和气源系统；设计建
造了我国第一座 U 型振荡水槽；他与其他专
家一起向国家提出开发海洋的建议，推动中国
海洋工程力学这一新领域的发展……

低调得不能再低调了

力学所研究员吴应湘跟着林同骥学习工
作了 12 年，是恢复学位制后林同骥的第一批
硕士生，也是第一个博士生。“他的水平很高，
当时几乎没有人可以对他的学术成就作出完
整评价。”吴应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说。谈及恩师，他数次哽咽、眼泛泪光。

1978 年，吴应湘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
一批研究生被力学所录取。但得知被调剂到林
同骥实验室后，他满心疑惑：“林同骥是谁？”一
度以为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好才被调剂过去的。

那年林同骥 60 岁，吴应湘记得第一次见
他的场景。走进力学所灰楼（现力学所 3 号楼）
二楼林同骥的办公室，一位又瘦又小的“老头
儿”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见面第一句话，吴应湘就说了句：“老师
啊，我没学过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而且各
方面基础都很差。”林同骥笑了，缓慢而温和地
告诉他：“没关系，我知道你学固体力学的，我
原来也是学这个的，后来转到了流体力学。你
现在还年轻，只要努力就能学好。”

一句话、一个表情瞬间让紧张的吴应湘放
松了下来。离开时，林同骥送他下楼直到门口，
这一举动让吴应湘非常意外，也十分感动。后
来，得知林同骥的学术能力和威望后，吴应湘

“又惊又喜”。
林同骥从不宣扬自己。他曾在会上谈过第

一次风洞试验时失败的经历；讲过导弹端头设
计中出现的问题；给学生提过在英国留学时因
弄错公共汽车“station”和“stop”而吃过的亏；
还分享过儿时的轶事……唯独没有说的，就是
自己做成功了什么、有什么贡献。

林同骥从不与家人谈有关工作的事情。他
的子女曾在家中找到一张飞机的照片，看了照
片背后的说明，才知道这是中国第一架双发动
机的 C-0101 号运输机。它由林同骥叔兄林同
烨主导设计，林同骥从事发动机的修理和检验

工作，他们和飞行员一同成功完成了从成都到
重庆的首次试飞工作。

“直到去世，林先生也没有跟我们说过这
件事。”吴应湘回忆道，老师说得最多的就是，
哪些地方失败了、要吸取怎样的教训。

爱科研就像爱生命

“文革”开始后，林同骥的夫人、中科院化
学所研究员张斌以莫须有的特务罪名被抓进
监狱，林同骥也成了批斗对象，被审查了很长
时间。

当时，林同骥承担着人造卫星回收方案研
究的工作，却被派去力学所锅炉房烧锅炉，而
且被禁止进入研究室。烧锅炉时，林同骥每天
认真观测，并记录下煤耗、送风量、时间、水温、
烟的颜色等数据，画锅炉耗煤曲线，总结出了
一套烧好锅炉、节约煤炭的方法。

林同骥的子女回忆，当时母亲在监狱，父
亲每天很晚到家，照顾年幼的他们睡觉后，便
回到房间演算公式，研究到深夜。

“他是想做点事儿的人。”力学所研究员浦
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她曾与林同骥共事
20 年之久。

在浦群看来，科研已经成了林同骥生命的
一部分。尽管受到过“天大的冤屈”，他也未曾

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未曾放弃过科学研究。
1974 年远程导弹型号试飞失败，林同骥

临危受命，承担并领导再入飞行器的一线试验
任务。1975 年，林同骥投入到我国第一代洲际
导弹的防热研究。1976 年，林同骥考察吉林陨
石雨，将陨石烧蚀现象与飞行器再入过程的烧
蚀效应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沟槽花纹
形成机制的新见解……

20 世纪 80 年代初，根据大飞机跨声速巡
航发展的趋势，林同骥选择马赫数趋近于 1 的
跨声速内外流动作为研究方向之一。为了解决
喉部曲率半径、收缩角和扩张角可任意选取的
喷管型线问题，他用了多个练习本反复推导，
方格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曲线，最终在速度面
上找到了裂缝错位双曲型的翼面，得到了便于
应用的喉部型线设计方法。浦群至今还保留着
这些练习本。

“好老头儿”

提起林同骥的名字，外面虽鲜有人知，
但在力学所，几乎无人不晓，都说他是个“好
老头儿”。

他知道浦群父母来京后，家中人多且条件
不好，便邀请她父母到家中洗澡，并事先把澡
盆洗干净；让无法自主行动的贾玉芳（时任力

学所十一室业务秘书）住进家中，请保姆为他
煮流食、煎中药；携夫人参加学生温功碧（现北
京大学力学与空天技术系教授）的婚礼，还赠
予从美国带回来的围裙，是“给他们婚后进厨
房用的”；在烧蚀试验小分队赴沪试验期间，常
请科研和工作人员吃饭、买糖果点心。

在《纪念林同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
集》中，几乎每篇文章都提到了林同骥“平易近
人”的点滴细节。

对此，浦群的感触很深。“‘老林’年纪比我
们大很多，却从来不搞特殊化，就是普通工作
者中的一员，当时的大环境如此。”

1975 年，为解决远程型号导弹飞行器材
料防热问题，他们与上海机电二局有关单位组
成了烧蚀试验组联合攻关。那时的林同骥已年
近六十，自己买车票乘公交车去工厂或位于上
海远郊的试验地，与科研人员和工人同住棚
屋、睡双人铺……

林同骥晚年在国内独自生活了 3 年，于
1991 年赴美国与家人相聚，两年后因病逝世。
今年是林同骥诞辰 100 周年、逝世 25 周年。

“林先生离开得太早了，是中国力学界
的一大遗憾。”时至今日，吴应湘还一直在收
集林同骥的遗物和手稿。他希望以这种方
式，永远记住老师当年的教诲，就像老师还
在身边一样。

林同骥：一位爱科研如生命的“好老头儿”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
（以下简称海伦站）成立于 1978 年，1988
年 加 入 中 国 生 态 系 统 研 究 网 络

（CERN），2005 年成为国家站（黑龙江
海伦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成员。经过 40 年的发展，它已经
是东北黑土区综合性的农业资源、环境、
生态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基地。

33 年提炼出一组数字

“黑土地是我国乃至世界少有的肥
沃土壤，对它的保护不但对粮食安全和
环境保护有重大意义，而且典型黑土的
长期存在，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
留给子孙后代持续利用。”中科院东北
地理所研究员韩晓增说。

海伦站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
退化黑土地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开展
人类强烈干预下黑土地农业生态系统
长期演变规律及影响因子研究；黑土地
退化机理与修复研究；研究黑土地农业
生态系统管理技术体系，为提高黑土地
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供科学依据与优
化管理方法。

韩晓增常年在野外观察土壤剖面
时，发现即使是人们一贯公认的肥沃黑
土地，表层也发生了黑土层“变薄、变
瘦、变硬”的三大变化，通过两组 33 年的
长期定位试验发现是土壤腐殖化物质
不断减少所致。野外观测时发现了白浆
土的白浆层是限制作物高产稳产的主
要因子，白浆层是“干了刀枪不入、湿了滴水不漏”的障
碍层。

为了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韩晓增在国内外首
先提出了肥沃耕层构建的理念，进行了肥沃耕层构建技
术研发。他将各种能提升表层黑土腐殖化物质的物料和
放置不同深度组合起来开展试验：分别设置 0、15、20、
35、50 厘米深度，采用了耕翻、免耕、浅耕、深松等手段，
分别等到旱年、涝年、不旱不涝的年份来进行大自然的
检验。

“35 厘米为最优的肥沃耕层构建深度，实行三年构建
一次肥沃耕层频度效果最优。”韩晓增已经记不起向多少
人说过这组数字，为了这组数字他在黑土上躬耕了 33 年。

韩晓增带领团队采用实验室模拟、田间长期定位试
验和大田对比试验的方法，运用同位素示踪技术、核磁
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等方法，对我国东北黑土地表层
土壤属性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最终形成了“黑土肥
力形成与调控”研究成果，该项成果荣获 2017 年吉林省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研发黑土地表
层调控技术，完成了“黑土地肥沃耕层构建技术及其在
黑土地保护中的应用”，于 2017 年获得了黑龙江省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豆农的“送豆观音”

海伦站的试验田里，有很大一片样地是李艳华的育
种试验地。

1990 年，海伦人李艳华本科毕业后，成为海伦农业
生态实验站的一员。28 年过去，如今 52 岁的李艳华大
部分时间仍然是在试验田里度过。

育种需要和农民种地一样经历春种、夏管秋收的过
程。不一样的是，平时她要更频繁地记录大豆生长进度，抗
虫、抗草、抗风特性，每一点都不能落下；收获季节，她要坐
在地上筛选装袋，每一个豆荚、每一个豆粒都反复观察。

“育种，有时比照顾孩子还费功夫，特别是遴选品种
的过程，必须要纯手工处理。”李艳华说。

20 多年来，她做了 3000 多个杂交组合，从中选育
出优质大豆品种十多个，单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累计
推广优质大豆 5000 多万亩，增产 20 多亿斤，为农民增
加效益 40 多亿元，农民们亲切地称她为“送豆观音”。

“这是东生 1 号特别抗病，籽粒色泽浓黄，非常圆，
做豆芽好，生出的豆芽直又长，产品率高，口感好，几乎
成了发豆芽专用品种；做豆腐也好，蛋白高，出豆腐，收
购价高，每斤高出其他品种一毛五分。这是东生 7 号，有
非常好的加工品质，做出来的豆浆纯正浓香，入口绵柔，
永和豆浆很大一部分用的是东生 7 号……”李艳华拎起
一袋袋金黄的豆种，如数家珍。

2015 年，因科技成果转化成绩突出，李艳华被破格
晋升为正高级工程师。

2017 年，李艳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关键技术人
才”———“在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
较好的成果”。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建所以来一共有 3 人
获此殊荣。

“机理研究必须跑步前进”

“都说黑土退化了，可这个退化过程究竟是怎么演
变的，我们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揭示其内在机理和过
程。”海伦站常务副站长李禄军研究员，2010 年博士毕
业后找工作，就是看上了海伦站的长期样地，下定决心
要留在海伦站。

通过几年“泡”在站里的观测、实验，李禄军发现，根
据许多研究结果，秸秆还田能提升土壤有机碳含量，但
秸秆的输入同时又会加剧土壤有机碳分解，导致了有些
地方秸秆还田效果还可以，有的地方却没那么显著。李
禄军苦苦思索这个中间过程是受区域土壤类型影响，还
是受降水等气候因素影响，抑或其他因素造成？

他最近频繁奔波于北京、南京，向同行前辈请教新建
平台的科学问题。新建的黑土农田土壤养分循环实验平台
是海伦站建站以来，田间实验平台中科技含量最高、经费
投入最多的实验平台，实现了田间原位、同步和实时观测
土壤温室气体通量及其稳定同位素丰度的动态变化。

“这是四个野外台站联合的项目，由几位老师一起
设计出来的。落在我们海伦站就是黑土农田土壤养分循
环实验平台。”他说。

这是个更注重过程的平台。谈起这个平台，李禄军
有点儿兴奋：“人们通常通过简单比较土壤养分含量的
时空变化，得出黑土退化的结论，整个退化过程并不清
晰。新的实验平台就是要通过田间原位过程观测和动态
监测解决这个模糊的问题。”

“我们必须加快进度，黑土退化治理刻不容缓，机理
研究必须跑步前进。”李禄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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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宋君（左二）团队在广西开展海伦兜兰野外调查。

林同骥曾说：“南京解放前夕，解放军炮轰
停留在长江中的‘紫石英号’炮舰，在旅美留学
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
真正为国为民做事的。”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百废待兴。为响
应祖国号召，1955 年，林同骥带着 10 年的海外
学习工作经验，携夫人以及未满月的女儿回
国。他们是解放后第一批回来的海归。在钱学
森和郭永怀的影响下，林同骥投入中科院力学
研究所的建设，为我国空气动力学、海洋工程
力学、力学学科建设等做了奠基性和推动性的
贡献。

文革结束后，力学所组织攻关解决战略导
弹防热问题，林同骥了解了型号任务的需求
后，不仅自己积极参与，还在研究组内找人分

别交谈，动员大家承担课题任务。
后来，他的夫人张斌因身体原因到美国与

儿女生活在一起，林同骥考虑再三，最终选择
留在国内，由一个小时工到他家做饭照料。外
人不解，劝他去美国，他说：“我还能为国家做
点事儿。”然而，林同骥身体每况愈下，直到
1991 年，他才赴美国与家人团聚，两年后因病
去世。

伴随采访的深入，这位爱国科学家的形象
逐渐清晰。林同骥对国家的热爱，就是急任务
之所急，做国家之所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
境中，无论遭遇过怎样的打击。

林同骥的科学成就很多，他独创地提出并
解决高频振动下壳壁截面的转动惯量和横向
剪切的双重效应影响问题，推动我国喷气式飞

机的研制；主持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暂冲式
超声速风洞和气源系统，得到了第一个超声速
流场；领导力学所原十一室承担“导弹空气动
力学问题研究”课题，为我国中程导弹的研制
成功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他用了 41 年研究“上天”，又用了 10 年研
究“入海”。

考虑到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长远需要，
1983 年，林同骥与钱学森、钱伟长、庄逢甘等
著名科学家一起，向国家提出了开发海洋的重
大建议，他亲自组织队伍投入了海洋工程力学
的研究。

“林先生对国家、对科研可以用‘忠心耿
耿’来评价。”林同骥的助手、力学所研究员浦
群说。

41 年研究“上天”10 年研究“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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