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小传

谭铁牛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曾就读于英
国帝国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
位。1998年回国后，他主持多
项由“973计划”“863计划”等
资助的科研项目，自行研制的虹
膜识别系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
断。谭铁牛的团队还建立了目前
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共享虹膜图像
库，被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0多个科研人员和团队请求
共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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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膜，人的眼睛瞳孔和眼白之间的
环状组织，包含了丰富的纹理信息，是
每个人身上独一无二的“身份密码”。

虹膜识别技术是目前精确度最高的
生物识别技术，也是模式识别与计算机
视觉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 10
多年来潜心研究的领域。

18 年前，谭铁牛放弃了英国知名学
府的终身教职举家回国，敏锐地瞄准了虹
膜识别这一研究领域。“当时虹膜识别技
术在国际上刚刚兴起，国内还是空白。”谭
铁牛说，“我认定这个领域国家一定有需
求，它不仅关系着个人身份安全，也是维
护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回国前，谭铁牛已经在英国学习工
作了近 13 年，夫妻二人都捧着英国雷
丁大学的“铁饭碗”。他的事业节节上
升，在学校备受器重，在学术界也已小
有名气。尽管如此，谭铁牛也一直关注
着国内的科技发展，希望找到一个为国
效力的机会。

后来，中科院“百人计划”向全球

招聘一名模式识别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谭铁牛立刻递交了申请书。经过激烈竞
争，他成功入选。

谭铁牛和妻子双双递交了辞职书，
卖了房子车子和所有家当，全职回国。
周围的朋友觉得不可理解，毕竟当时国
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同英国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纷纷劝他为自己留条后路，但
他却说，要“革命”就要“彻底革命”！

回国后，34 岁的谭铁牛选择了从零
开始发展中国自己的虹膜识别技术。他
始终坚持一个信条：要做既“顶天”又“立
地”的科研。所谓“顶天”就是瞄准国际
学科前沿；“立地”就是了解国家需求，并
把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当时，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关键技术和设备由于封锁无法从西方国
家获得，采集虹膜图像的设备都是我带
着学生从零开始自主研制的。”尽管如
此，谭铁牛仍觉得心里踏实、很有干
劲，“因为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是
以主人翁的身份干事”。

回国伊始，科研条件与国外没法
比，“最开始我和研究所所长及另一位

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办公桌也是两个
桌子拼成的，高低不平。日夜连轴转是
常态，深夜下班时单位的大门已经紧
锁，我只好翻大铁门出去。当时北京正
在建设四环路，我不会骑车，经常在半
夜徒步穿过四环路工地回宿舍。”回忆
起这些，谭铁牛面带微笑。

10多年来，谭铁牛带领团队瞄准国
际学科前沿、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需
要，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提出了自己的
基础理论，掌握了数据源头，参与制定
国际标准，虹膜识别技术 10 几年内实
现多次技术跨越。

他总说，创新首先要有自信，要大
胆提出新想法，开辟新方向，尝试新手
段，同时还要有别人没有的“绝招”。

“ 比 如 虹 膜 识 别 首 先 要 给 眼 睛 拍
照，眼睛上的反光点，别人认为是无用
的数据，我们却用它来判断人和摄像头
的距离以便快速拍摄到清晰的图像。别
人没想到的，我们想到了，就比别人领
先了一点。”

眼睛半睁，可以识别；戴上美瞳
片，可以识别；甚至隔着 3 米远看一

眼，也能识别⋯⋯在这个领域最顶尖的
刊物上，关于虹膜识别的文章，四分之
一多出自谭铁牛的团队。他们还建立了
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共享虹膜图像
库，被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0 多
个科研人员和团队请求共享使用。

而在谭铁牛看来，比发表论文更有
成就感的是自己创造的成果能够不断服
务国家、造福百姓。

如今，谭铁牛团队研发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虹膜识别技术已经在煤矿工
人考勤、银行金库门禁、边境安检通
关、考生身份验证等领域实现应用，占
据了国内虹膜识别市场 70%以上的份
额，还通过技术授权在国际上首次大规
模应用于银行 ATM 机。

此外，他们还研发了智能视频监控
系统等系列产品，在北京奥运会安保等
中得到应用；研发的步态识别技术也正
在实现产业化。

这几年，谭铁牛承担了越来越多的
行政工作，但他从未远离科研一线。白
天，作为中科院副院长的他要处理各种
纷繁的工作；下班后、周末、假期，就
是他做科研的时间。

他始终关注着国际前沿的发展，把
握着团队的学术发展方向，并不遗余力
地培养年轻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
验和科研方法教给年轻人，经常晚上在
实验室和学生讨论问题直到深夜。

回国近 20 年，谭铁牛愈发坚信自
己当初的选择。“回国后我有一种前所
未有的成就感、责任感和幸福感。今天
中国的发展与我刚回国时已不能同日而
语，我很欣慰自己参与了这个过程，做
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他说。

（新华社北京 5月 20日电）

做既“顶天”又“立地”的科研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

新华社记者 吴晶晶

“尽其精微，而至远境”，大致由
《中庸》 里“致广大而尽精微”演绎而
来，通常寓意工笔画的创作境界。当

《经济日报》 记者站在江苏扬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乱绣传承人朱军成刺绣展
厅，被一幅幅刺绣作品所震撼时，脑海
里首先蹦出的就是这 8个字。

把作品绣到极致

初 识 朱 军 成 ，缘 于 一 次 偶 然 的 采
访。那次到扬州出差，当地人介绍说，我
带你见一见我们宝应“扬州市十大能工
巧匠”获得者，这个工匠是个男“绣娘”。

他就是朱军成，扬州宝应绣的创始
人，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乱针绣传承
人。他曾主持绣制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
厅大型主题壁挂 《浦江两岸尽朝晖》，
作 品 《橡 树 林》《放 牧》《父 亲》《母
爱》 等分别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的各种奖项⋯⋯

朱军成与刺绣结缘，源于一次旅游时
的参观。他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去当代刺绣
大师杨守玉研究所工作室的情景，“一看
到绣棚上的画，我就惊呆了，这完全不是
我想象中的刺绣，远看是一幅油画，近看
却比油画多了一份光泽与丝理效果”。那
是他平生第一次听说“乱针绣”。

“我对具有如此艺术特色的刺绣肃
然起敬，这种刺绣已把民间绣娘普通的
手工活上升为一种具有高度审美的艺
术。”朱军成说。

在朱军成看来，这种具有强烈艺术效
果和表现力的刺绣，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绣
娘所能独立承担和完成的了，也不是通常
机绣流水线生产所能替代的。这既是对刺
绣经典技艺的传承和创新，更是企业开展
个性化定制和柔性化生产的最佳载体。把
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
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从那时起，
朱军成开始把刺绣做到极致。

针对传统乱针绣对质感和特征表现
力不足的问题，朱军成采用冷暖对比着
色，突破传统单调的套色作色方法，使
画面色彩更加丰富、明快，先后创造出
12 种新针法，极大地拓展了乱针绣表现

范本的空间，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的作品《父亲》中，一位生活在黄

土高坡的老农，面色黝黑、嘴唇干裂、满
脸皱纹，捧着粗碗的双手令人震撼。那
一脸的风霜与沧桑，那诚惶诚恐、充满期
盼的目光，打动着每个人的心灵。朱军
成经过长达 8 个月的精心构思，在绣制过
程中精益求精，运用较短的井纹针，利用
线的粗细、长短的变化，细致逼真地刻画
了农民的头巾、粗糙的碗、面部、手部、颈
部的皮肤和皱纹、额头眼角鼻尖上的汗
珠。站在作品前，你能够体察到农民内
心的凝重和深沉，依稀感受到农民沉重
的喘息、青筋的跳动，嗅出劳动者身上特
有的汗腥味。

而在之后创作的另一幅作品 《母
亲》 中，朱军成展现了他对原作品神韵
的准确把握和刺绣技巧的娴熟运用。他
以针作笔，以线设色，不求逼肖，而是
注重注入自己的针法特性。与 《父亲》
一样，《母亲》 也是一位饱经沧桑、满
脸皱纹的老人，他们是千千万万普通中
国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质朴、耐劳的
代表。但相对于 《父亲》，创作的重点
不仅是通过肌理的粗糙展现沧桑，更要
突出 《母亲》 的慈祥和幸福。因此，他

在针线的交叉、长短、角度变化上都有
所创新，使针法生动活泼，皮肤虽然布
满皱纹，但细腻光泽，充满了慈祥、幸
福、平静的光彩。

相比于这些获奖作品的创作，朱军
成更乐于谈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绣制

《浦江两岸尽朝晖》主题壁画的经历。这
幅壁画高度为 5.05 米，长度 11.26 米。“刚
接到这个任务时十分忐忑。因为我从来
没有绣制过尺寸如此巨大的画卷。”因
此，从画稿的设计、绣布的选料、绣棚的
搭建、绣画的分卷、绣匠的分工与配合、
针法的创新和布局、远中近景色彩的效
果及不同手法、不同针法的统一，甚至到
绣画的装裱，每一个环节都追求完美，做
到精细管理、精致创作。经过 96 人的日
夜赶制，耗时整整三个月完成了任务。
回忆起这段经历，朱军成感慨不已，“为
北京人民大会堂作刺绣，这对我来说是
一件无限荣耀的事”。

在传承中创新

再见朱军成，是在去年 10 月的“北京
798 艺术节”上。艺术节期间，由江苏省宝
应县人民政府、北京 798 国际艺术区管委

会等联合举办了“中国苏绣工艺美术大
师——朱军成作品展”。这次由宝应县人
民政府牵头主办的作品展，并不仅仅是
推广宣传朱军成的艺术作品，而是宝应
县政府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
与新技术相结合的新举措。

这次接触，朱军成更多的是谈起如
何发扬宝应刺绣特色，做大做强地区特
色产业，实现新时期“中国梦”的话
题。

早在 1991 年，朱军成就组建了扬州
宝应鲁垛工艺刺绣厂，带领 20 多名本地

“绣娘”工匠一起创业。1998 年，朱军
成组建了扬州宝应华艺苑刺绣研究所并
任所长。目前，研究所已从最初的十几
人发展到 400余人。

“仅在我的老家鲁垛镇，就有 3000
多人从事乱针绣相关行业。”朱军成笑
着说，“我们宝应可不只我一个绣娘工
匠”。据介绍，鲁垛镇的扬州乱针绣文
化产业园已经吸纳 656 名绣娘工匠工
作，年营业收入 2800万元左右。

为推动地区特色经济发展，宝应县
人社局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举行了“朱
军成名师工作室”揭牌仪式。这一举
措，既是对朱军成多年来在艺术创作和
带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所做努力的肯
定，也是对朱军成下一步工作提出更高
的要求和期盼。朱军成在感到压力的同
时，更激情满怀。他强烈地感到，作为
地方特色产业的带头人，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他为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
求：充分发挥引领效应，团结同行人
才，加强课题研究，为县重点特色产业
研发推广更多新技术、新产品，进一步
推动产业高端发展；充分发挥传承效
应，引领带动青年骨干人才快速成长，
加快挖掘培养一批优秀人才、专家人
才；充分发挥辐射效应，运用专家特
长，专业优势，聚拢乱针绣人才资源，
整合推广创新成果，不断提升特色产业
整体水平。

入行几十年来，朱军成感受到了传统
工艺面临的传承困难、人才流失等挑战，

“让艺术成为产业才能解决传承问题，让
产业支撑艺术才能让艺术走得更远”。

尽 其 精 微 而 至 远 境
——记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乱针绣传承人朱军成

本报记者 王 彬

在北京举行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6 年度公众开放日上，谭铁牛院士（左一）

讲解虹膜识别技术（5月 14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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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罗布泊地区，被称为“生
命禁区”“死亡之海”，但这里蕴藏
丰富的钾盐。随着 2012 年 11 月
近 375 公里长的哈密至罗布泊铁
路通车，钾盐开发开始提速。

2013 年，乌鲁木齐铁路局
全面接管运营哈罗铁路。为守护
这条通向“死亡之海”的动脉，
铁路职工常驻铁路沿线，战酷
暑、斗风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
中默默坚守。

初夏，《经济日报》记者从哈
密市出发，一路向南，探访坚守在

“死亡之海”的铁路一线职工。汽
车刚驶出花园乡，荒凉的气息便
扑面而来，灰褐色的戈壁滩一望
无际。驶入戈壁滩近 80 公里，颠
簸过蜿蜒的便道，终于来到巴特
火车站，走进哈密工务段巴特线
路巡养工区。

这里仿佛是一座孤岛。墙
内，几座崭新的楼房整齐划一；墙
外是茫茫戈壁、漫漫黄沙。工区
办公楼静悄悄的，原来大部分职
工都去铁路线上清沙了。

在罗布泊腹地，全年有近
200 天大风天，风力最大时超过
13 级。风刮起时，常常昏天黑
地，沙子埋没铁路。“昨天刮了
4 小时的 7 级风，一段铁轨被埋
住，今天早上我们赶过来继续清
沙。”烈日下，工长刘顺生手持
铁锹，沿着铁道迎上来。

今年 52 岁的刘顺生是位“老铁路”，身材魁梧，皮
肤黝黑，“这里风大沙多，除了正常作业，我们主要的
任务就是清沙”。自哈罗铁路开通后，刘顺生就在巴特
线路巡养工区担任工长。现在工区有 23 名职工，承担
着哈罗铁路 110公里铁路线的日常养护与维修任务。

罗布泊的风令人难以捉摸，风向不定，而且说来就
来。“实际上，我们刚刚清理好这段铁路，忙了 14 天。没
想到，风又来了。”刘顺生笑着说，“与沙子打交道 3 年多，
哪段铁路容易被埋，哪段铁路存在隐患，我们心里最清
楚。驯服沙子不易，它们调皮得很哩”。

哈罗铁路沙害之重，在全国铁路系统罕见，巴特则是
这条铁路沙害最重的区段，风沙最严重时，站在铁道路基
上，沙子能没过膝盖。一次，刘顺生和同事去清沙，出发
时微风拂面，到了工地却刮起沙尘暴，风沙吹在脸上火辣
辣地疼，睁不开眼，衣服、头发、耳朵和鼻孔都钻进了沙
子；越野车迎风一侧，车漆几乎全被风沙打掉。幸好附近
有座桥涵，大家在里面躲了 3个多小时。

“其实，我们最喜欢 10 级以上大风了。”“为啥？风越
大越好？”记者不解。刘顺生笑着回答:“因为这样的大风
会把沙子吹得远远的，不会落在铁轨上。”职工司马义接
过话茬：“六七级风最让人头疼，刚好把沙子吹在路基上，
但又吹不跑，把铁轨埋得严严实实。”

然而，在巴特线路巡养工区负责的区间，恰恰六七级
风最多，常常是刚清完沙子，又来一阵风，劳动成果转瞬
即逝。“有没有好办法把沙子治住？”记者问。刘顺生说，
铁路局科研部门一直在摸索防治风沙的办法，在沙害重
灾路段，布设了一道道防沙网。但是沙子无孔不入，而且
风向没有规律，目前还得靠人工把沙子清走。

长年与风沙为伴，工区职工对风都特别敏感，预测风
向、风级八九不离十。在 6 级以上大风天，大家会以风为
令，及时赶到线路去巡检和清沙。作业时，先把埋住铁轨
的沙子清理掉，保证车辆安全顺畅通行，然后再清理路基
旁的沙子。

在哈密工务段，每个车间都有归纳成一个字的工作精
神，体现巴特工区所在的巴特线路车间的工作精神是“守”。

“守护铁道线，确保行车安全，就是我们的工作。”刘顺生说。
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工区铁路职工心态积极、乐

观，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年轻职工韩敬玉老家在安徽亳
州，自工区成立起就在巴特工作，算起来快满 1000 天
了。“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有电视、有空调，还
有无线网络。房间安装了密封窗，不怕沙子来骚扰。”
韩敬玉说。

“原来沙子无处不在，饭菜里也少不了沙子这个特殊
的调料。”职工阿巴斯笑着告诉记者，“刚来时确实艰苦，
那时住在临时宿舍，窗户密封不严，早晨醒来，屋子里布
满一层细细的沙子。起初上下班坐的是绿皮火车，下车
时头发里满是沙子”。

在办公楼兼宿舍楼的走廊里，墙上除了有工作情况
展板，还有一幅幅摄影作品、职工全家福，甚至还贴着一
首诗：“⋯⋯有了你的守候，死亡之海绽放出勃勃生机，有
了你的守候，沙漠多了一份热情⋯⋯”置身罗布泊腹地，
诗句读来令人动容。

坚守

﹃
死亡之海

﹄

—
—记哈密工务段巴特线路巡养工区职工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哈密工务段巴特线路巡养工区职工在铁道线上清

沙。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朱军成在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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