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献华

院士近日获得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科协等部

门联合授予的 2022 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

称号。

“获奖让我有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球科

学在做什么。作为一名地球科学家，我很快

乐。研究地球科学，可以看遍全世界的山山水

水并研究其中的奥秘。期待有更多年轻人选

择这个学科，它一定会让你感到非常有趣。”采

访中，李献华对专业的热爱溢于言表。

中国速度

李献华今年 61 岁，他最为公众所熟知的

贡献，是去年的月壤研究成果。

2021 年是李献华院士带领月球研究团队

以“中国速度”刷新人类对月球认知的一年。

7 月 12 日接收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样品，7 天

完成分析测试，16 天完成论文撰写投稿，10 月

19 日于《自然》（Nature）杂志同时发表 3 篇论

文。3 篇论文揭示了三大重要发现：

一是测年，改写了月球的“死亡年龄”。如

果将岩浆比喻为星球的血液，最年轻的岩浆活

动结束于何时，就意味着星球“死于”何时。过

去，人们通过对月球陨石和美国阿波罗号带回

的月壤样品的研究结果，推测月球“死于”大约

28 亿年前。李献华团队揭示了月球最年轻的

岩浆作用年龄为 20 亿年前，比过往认知推迟

了 8 亿年至 9 亿年。

二是测定了月球玄武岩样品成分，发现月

幔中并不富含放射性生热元素。

三是测定玄武岩样品水含量，发现月幔非

常“ 干 ”，含 水 量 仅 为 百 万 分 之 一 至 百 万 分

之五。

月球表面的玄武岩是从深部月幔熔融出

来的。要想让岩石熔融，就要升温、加水（或其

他挥发分）或降压。放射性生热元素高可以升

温，水则是最重要的挥发分。科学家们曾猜测

月球岩浆在较晚的年代仍在活动，可能是该区

域表面的放射性生热元素含量高，也可能是水

含量高导致岩浆凝结更慢。现在，这两个猜测

都被否定了。

“放射性生热元素不高，含水量又很低，这

表明，我们对月球的热演化历史需要重新思

考。”李献华说。

中国科研团队的多项突破性进展，对未来

的月球探测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得到国际

同行的高度认可。

研究质量这么高，研究速度为何会这么

快？鞭策李献华团队的动力，是国际同行的速

度。1969 年阿波罗 11 号登月，美国科学家于

当年 9 月拿到月球样本，次年 1 月发表研究论

文，用时 4 个月。而“中国速度”想要更快！

“ 嫦 娥 五 号 样 品 回 来 后 ，全 世 界 都 在 等

着。如果中国科学家拿到样品后一年半载出

不了结果，会影响我们的学术声誉。研究速度

是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展现。”李献华说。

“中国速度”是在李献华患白内障

的情况下完成的。“那段时间视力越来

越不好，体检发现是白内障，因为

要研究月壤，就推迟了手术。”

2021 年 10 月 的 成 果 发 布 会

上，李献华只能勉强看见

幻灯片上的大标题，却做出了流畅而精彩的汇

报，因为所有研究细节他都烂熟于心。发布会

结束后，李献华才到医院做了手术。

十年一剑

太细了！这是李献华第一眼看见月壤的

感受。李献华团队申请到 3 克样品。用 3 个小

瓶子分装的月壤，颗粒平均只有 50 微米，沾在

瓶壁上，仿佛吹一吹就会“飞”了。而市面上最

精细的面粉，粒度也有 100 微米到 120 微米。

于微尘中解读天体命运，是李献华团队十

年磨一剑的厚积薄发。“速度快，是因为做了充

分准备。3 篇论文同时发表，每一篇后面都有

多年的技术支撑。”

月球测年是重中之重。在月壤中找出来

的能用于铀—铅同位素定年的含铀矿物颗粒

极其微小，大多数仅 3 微米至 5 微米，需要用最

精细的离子探针，以离子束轰击样品表面。

要测量一粒矿物的年龄，就像打靶要打中

10 环，束斑必须比样品小。正常情况下，离子

探针仪器的精度是 10 微米。在研究月壤之

前，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花了十几年，改进了离子探针仪器的关

键硬件，将测量精度推进到小于 3 微米。“这样

的精度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李献华说。

月球样品极其珍贵，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

耗，有借有还。李献华团队借了 3 克样品，还

了 2.85 克，仅消耗 0.15 克就完成了第一批研究

任务。这么细微的损耗量，得益于多年的技术

积累。“同位素分析技术我们也做过改进。

过去做一次实验，要溶掉十几毫克

样品，现在用纳克级样品就

可以了。”李献华说。

更长远一点说，李献华研究月球样品的

技术，源自他数十年研究地球的积累。月球

和地球都是星球，星球有生命，会成长演化，

也会死亡沉寂。对李献华来说，监测星球几

十亿年来的岩浆活动，就像倾听星球的“心跳

节律”。

李献华领导建设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大

型离子探针实验室和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同位

素地球化学青年实验室，研发出多项国际领先

水平的微区原位同位素定年新技术新方法，吸

引了许多国外科学家前来学习。他为提升中

国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竞争力作出了重

要贡献，2019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放眼世界

“世界那么大，你不想去看看吗？”地球科

学是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科，领略山水

风光、探索自然奥秘正是李献华热爱这个专业

的理由。

李献华 1961 年生于江苏南京，1979 年高

考时出于对宇宙奥秘的好奇，报考了中国科技

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在大学里，他读到一

本讲月球的书《月质学研究进展》，觉得非常有

趣，就在 1983 年研究生考试时报考天体化学专

业。不料当年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太多，李献

华被调剂到同位素地质年代学专业，师从涂光

炽院士。

通俗地讲，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就是测定石

头的年龄。进入这

个 专 业 后 ，李 献 华 又 很

快找到了乐趣，走遍山山水水，

研究各种地质作用“在什么时候发生”

和“为什么发生”。比如，李献华团队曾精确

测定了华南新元古代冰期的起始年龄，为雪球

地球理论和地质年表成冰系时代的修订提供

了关键年代学证据。

上世纪，李献华参加野外考察主要在国

内，出国以学习为主。2000 年后，中国的地球

科学研究开始走出国门。李献华说，做地球科

学家，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和胸怀，才能有更好

的合作与交流。“我们现在科研条件和能力有

了很大提升，要放眼世界，为地球科学作出中

国科学家应有的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最后一次出国考察，

李献华走进加拿大阿卡斯塔地区，这里保留着

地球已知唯一的 40 亿年前的岩石。“在那片靠

近北极圈的无人区里，我摸到了最古老的岩

石，还见到了绚烂的极光，毕生难忘。”

未来还想研究什么样品？李献华说：“现

在样品是月球正面的，我还想分析月球背面的

样品，研究月球最古老的历史。还希望研究火

星的样品。”

李献华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地球科学研

究中。对于青年学者，他有两个建议：“一是要

研究重要的科学问题，关注度高；二是要做

扎实的工作，生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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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献华：

于 微 尘 中 读 取 天 地 奥 妙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科研需要热爱与执着

佘惠敏

致 富 路 上 的“ 小 桔 灯 ”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程桔（左）和大市村石匠庞熙明在石艺工坊商量铜鼓小石雕生产细节。

汪 佳摄（中经视觉）

大市村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崇阳

县白霓镇。这里三面环山，曾经是个

贫困村。

“90 后”女孩程桔是土生土长的

大市村人。2014 年，她放弃在广州的

工作回村参加选举，并于当年 10 月当

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一是舍不得离

开家人，二是想为改变家乡面貌做点

事。”程桔回忆当时的抉择。

程 桔 刚 当 选 为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时 ，村 民 质 疑 声 挺 多 。“ 选 了 个‘90

后’小丫头当村支书，肯定干不了两

天就跑了。”这是程桔上任后，经常

听 到 的 议 论 。“ 咋 办 ？ 只 能 装 听 不

见。我就干出成绩来给你们看。”程

桔暗下决心。

上任后不久，村里一户人家的羊

在村后大山里跑丢了，老太太哭着来

村委会找程桔：“你是党支部书记，你

得管啊。”程桔随即喊上两名村民，拿

着手电筒，走遍半个山头，终于在山

窝窝里找到丢失的羊。

“ 这 个 丫 头 还 真 不 娇 气 。”慢 慢

地，村里人都说，“桔子书记性格硬气

得很，要找她解决事情，再小也不会

不管。”

村 庄 如 何 发 展 ？ 从 何 处 下 手 ？

程桔开始还真有些发愁。通过在村

里走访，听取农户的意见和建议，她

对大市村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对村

子的发展思路也渐渐明晰起来。按

照写项目方案的思路，程桔详细整理

了大市村发展的优势劣势，为村里设

定了“基础设施—产业—旅游”三步

走的整体发展规划。

按照规划，大市村村干部和群众

积极维修拓宽村里的道路、加固河

堤、修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治理牲

畜乱跑、粪土乱堆、柴草乱垛、垃圾乱

倒、污水乱流问题。

村 容 村 貌 换 新 颜 ，产 业 发 展 又

被 提 上 日 程 。 建 设 猕 猴 桃 种 植 基

地、引进小龙虾养殖基地、流转 150

亩 土 地 建 成 光 伏 发 电 站 ⋯⋯ 从“ 空

心村”到“绿富美”，2016 年，大市村

成为咸宁市首批成功出列的贫困村

之一。

村民汪理军此前属于贫困户，程

桔多次上门了解情况，帮他申请享受

相关扶贫政策，还为他指引致富门

路。在村委会的帮扶下，汪理军种植

油茶 100 多亩，在林下散养土鸡，农闲

时节在附近务工。这几年汪理军家

庭收入年年攀升，成功脱贫。去年，

汪理军盖了新房子，置办了新家具，

脸上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政策支持及村民努力下，这

两年村里产业基础越来越扎实。”程

桔介绍，截至目前，大市村有 8 个产业

基地、5 个小微企业和 1 个村委会小

康 车 间 ，带 动 100 多 户 村 民 就 近 就

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

业，大市村展现出新活力。

大 市 村 自 然 风 光 优 美 ，有 山 有

水还有地下溶洞。这里曾经出土国

宝级文物“商代饕餮纹青铜鼓”，还

有独特的文化资源。村里请来专家

制定乡村旅游发展整体规划，并利

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创产业。程桔信

心满满地说：“现在村绿了，路好了，

农 家 乐 建 起 来 了 ，万 事 俱 备 ，就 盼

来客。”

“ 三 弯 九 曲 西 流 水 ，十 里 画 廊

绕 月 行 ”，这 是 程 桔 憧 憬 中 美 丽 乡

村的样子。为了村子的发展，她依

旧在路上。“大市村是我的故乡，那

里 有 我 的 根 。 我 愿 做 大 市 村 致 富

路 上 的‘ 小 桔 灯 ’。”她 说 ，“ 光 芒 虽

然微弱，但是温暖而坚定。希望更

多 年 轻 人 投 身 到 基 层 建 设 事 业 中

来，在新时代汇聚起乡村振兴的澎

湃力量。”

科学家们走上科研道路的原

因各式各样，很多人都是机缘巧

合。比如李献华院士，从事同位

素地质年代学工作的原因是考研

时的专业调剂。但要在科研道路

上一直走下去，走得长远，走得成

功，就需要热爱与坚持。

热爱是坚持的动力。干什么

事情想要干好，都得有一份热爱，

搞科研更是如此。科研是一项艰

辛、漫长又极容易失败的工作。

为了生计而工作，面对挫折时会

被轻易打倒。因此，一定要有足

够的热爱，才能获得更强大的前

行 动 力 ，才 能 换 得 无 怨 无 悔 的

坚守。

始于兴趣，成于坚持。坚持

是热爱的升华。上世纪九十年

代，科技工作者生活清贫、收入

低，社会上流传着“造原子弹不如

卖茶叶蛋”的说法，一些人无奈地

放弃了科研。但如果那时放弃

了，就赶不上新世纪“知识创新”

的科学热潮。人的一生中，工作

时间可以长达几十年，总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困难，选择自己热

爱的行业，在遇到困难挫折时咬

咬牙、坚持下去，才能让热爱升华

成真正的事业。有时，失败与成

功一线之隔，最难得的便是在成

功之前的那份坚持与忍耐，要守

得住寂寞、枯燥，不断重复再重

复，向着认定的目标前行。

新时代的中国繁荣发展、充满希望，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拥有更优越的发展环境、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迎来了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投

入到科研事业中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到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努力实现更

多“从 0 到 1”的突破，坚持爱我所爱、行我所行，在星

辰大海里开辟人类的光辉未来。

右图 李献华在离子探针实验室

工作。 （资料图片）

下图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月球样品洁净室内，研究员在处

理月球样品。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