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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毓麟：“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
□□韩扬眉韩扬眉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家家

周毓麟是著名数学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记载他的功绩：从20世纪60年代起，核工业部第九研
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周毓麟等集体研究和完成了大量大型科学计算课题，为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氢弹的原理突破和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毓麟一生三易研究方向、跨越多个领域，留下一句“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铿锵之言。2021年3月2日晚，98岁高龄的周毓麟走完
了他的科学人生。

今年2月12日，纪念周毓麟百年诞辰学术思想座谈会和特别纪念展览在北京举行，周毓麟近一个世纪的科学人生，随着一本本娟
秀工整的笔记、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徐徐展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阳春
时节，杨柳摇曳，美不胜收。说起
古代春天赏柳、折柳送别的佳处，
莫过于长安东郊的灞桥了。

灞桥始建于汉代，位于长安
东南三十里处灞水上，周时，它
名滋水。秦穆公称霸西戎时，易
名灞水，寓意霸权，又修了桥，名
灞桥。

秦代时，人们就开始在灞水
两岸广植柳树。汉代京师长安，
熙来攘往的客流盛况空前，送客
一般都送到灞桥头，则折柳以赠
别，以寄托送别与思念之情，渐成
习俗。据古代地理著作《三辅黄
图》载：“文帝灞陵在长安城东七
十里。……跨水作桥，汉人送客
至此，折柳赠别。”慢慢地，灞水沿
河两岸，一步一柳，烟笼十里，每
值阳春时节，款款风起，古柳絮
飞，犹如白雪舞风，这就是关中八
景之一的“灞柳风雪”。

灞桥折柳习俗延续到唐代更
为兴盛。盛世大唐，在灞桥边上
建起驿亭，凡送别者，必然聚此话
别。当时的大诗人李白没少在灞
桥头送别友人，他在词作《忆秦
娥》中就写“年年柳色，灞陵伤
别”；唐高适的诗句“黄鸟翩翩杨
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悲”，更是把
灞桥折柳送别描写得悲切感人。

灞桥的柳与长安城里的柳是
一脉相承的。长安在汉代植柳就
很广泛了，柳树还被引植到皇家
宫廷苑囿中。到了隋代，长安继
续植柳。特别是隋炀帝开凿汴河
（大运河的一段），在河堤两岸种
植柳树。唐白居易《隋堤柳》写有

“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
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
三百里”的诗句。

唐代长安城的街道绿化十分
出色，其中柳树贡献也很大。据
载：“自端门至定鼎门……隋时
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
通泉流渠，今杂植槐、柳等树两
行。”这个记载是说，街道两边的
沟堤上还种了许多柳树。靖恭
坊南街柳树栽植很多，晚唐李商
隐《关门柳》诗写道：“永定河边
一行柳，依依长发故年春。”晚唐
杜荀鹤《御沟柳·律到御沟春》诗
也写道：“律到御沟春，沟边柳色
新。细笼穿禁水，轻拂入朝人。”
都是唐人赞美长安街道柳树绿
化盛景的诗句。

在长安还有瑞柳的传说，《旧
唐书》中记载：“中书省有柳树，建
中末枯死，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
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白居易
的《望驿台》：“靖安宅里当窗柳，
望驿台前扑地花。两处春光同日
尽，居人思客客思家。”这说明，当

时街坊里都植有柳树。
同时，长安的风景区也多植

柳，城内曲江池畔、九龙池岸、洁
渌池畔多种植柳树，池畔多柳形
成一道独特风景。据《中朝故事》
载：“曲江池畔多柳，号为‘柳衙’，
意谓其成行列如排衙也。”兴庆宫
九龙池柳树也多，“池四岸植佳
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
之。”太极宫内柳树也很常见。而
东出长安都门的长乐坡、灞桥驿
一带行道树也多以柳树为主，唐
卢纶《与从弟瑾同下第后出关言
别》其二写道：“杂花飞尽柳阴阴，
官路逶迤绿草深。”晚唐李商隐

《柳》诗有：“清明带雨临官道，晚
日含风拂野桥。”都是题咏道旁柳
树的诗句，出长安这四五十里驿
路两侧，多是人工栽植的“官柳”。

正因为长安的柳树多，人们
对柳树自然十分喜爱。文成公
主远嫁松赞干布时，曾特地从长
安带去柳树苗，栽植在拉萨道路
两旁及大昭寺四周。这些树被
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为唐柳和公
主柳，表达了对文成公主故乡长
安的向往。

唐长安折柳送别除了灞桥，

还有章台。这里原为汉时长安城
章台街，是歌妓聚居之所，街多柳
树，人们有时也在这里折柳告别。

唐时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
据《太平广记·柳氏传》载：章台柳
原意指一柳姓歌伎，与才子韩翊
相爱。唐朝天宝年间，韩翊羁滞
长安，与李生相友善。李生的爱
姬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
咏”，非常爱慕韩翊的才华。李生
遂慷慨将柳氏赠给韩翊，并解囊
资助三十万玉成二人婚事。

第二年，韩翊得登第，回老家
昌 黎 省 亲 ，暂 时 将 柳 氏 留 在 长
安。恰逢安史之乱，长安沦陷。
为躲避兵祸，柳氏剪发毁形，寄
居在法灵寺。这时韩翊已经被
淄 州 节 度 使 侯 希 逸 聘 为 书 记
官。等到唐肃宗收复长安后，韩
翊就派人到长安秘密寻找到柳
氏 ，给 她 带 去 一 些 金 子 和 一 首

《章台柳》词：“章台柳，章台柳，
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便长条似
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
金呜咽痛哭，答赠了《杨柳枝》：

“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
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
来岂堪折！”但不久柳氏又被番
将沙吒利劫掠。

后来，韩翊随希逸入觐京师，
唐肃宗得知情况后，下诏断柳氏
归韩翊，夫妻终得破镜重圆。成
语“章台杨柳”就由此而来，比喻
窈窕美丽的女子。

那时，人们分别时为啥要折
柳相送呢？柳树又称小杨或杨
柳，“柳”谐“留”音，赠柳表示留
念、挽留之意，一为不忍分别，恋
恋不舍，二为永不忘怀。清褚人
获曾提出：“送行之人岂无他枝
可 折 而 必 于 柳 者 ，非 谓 津 亭 所
便 ，亦 以 人 之 去 乡 正 如 木 之 离
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
地可活，为之祝愿耳。”他的意思
是，柳树和其他树木相比，其特
点是“随地可活”，柳枝被折下
来，犹如行人将别，这正可以拿
来祝愿远别的人，到了异地后，
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
的人群中，一切顺遂。

灞桥历史上一直居于关中交
通要冲，它连接着长安东边的各
主要交通干线。据《雍录》载：“此
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
而入出崤、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唐王昌龄有《灞桥赋》：“惟梁于
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
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
虹之未翻。”可见，灞桥位于交通
要冲，是人们从长安东行的起始
点，自然是人们送行的佳处。再
加上这里历来植柳多，柳姿婀娜，
赏柳折柳地，非它莫属。

“党叫干啥就干啥”

“周先生年轻时酷爱数学理论，
后来他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和事
业的需要当中，三改研究方向。”北
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
究员沈隆钧说。

1954 年，作为拓扑学“新秀”，
周毓麟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因偏微
分方程更符合国家需要而第一次
改变方向。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
痴迷地开展着理论研究和教学。

1960 年 5 月 4 日，周毓麟迎来
第二次重大改变。中午，周毓麟刚
结束教学工作，迎面碰到系党总支
书记。书记告诉他：“你要调离北
京大学，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防工
作，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党叫干啥就干啥！”
周毓麟毫不犹豫地说。那时，距离
女儿出生仅剩一个多月。

周毓麟向妻子简单交代了几
句 ，当 天 下 午 便 赶 去 新 单 位 报
到。新单位是一个“未挂牌子”的
院子，那时，周毓麟还不知道究竟
要做什么。

周毓麟曾回忆：“过了一两个
月，部长们来交底时，才知道是搞
核武器研究的。还让我搞数学模
拟、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等。对于
这些我是一窍不通，需要什么就学
什么、做什么。形势所迫，责任很
重，心气十足。”

这一“形势”便是，1959 年 6 月
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
定》，拒绝向中方提供原子弹设计
图纸、模型和技术支持，并决定召
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

作为核武器研究团队理论部
“八大主任”之一，周毓麟曾不止一
次坦言：“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
么多从苏联回来的大学生、研究
生，没有苏联人帮忙，我们也能造
出原子弹。”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此前，邓稼先带领理论团队进
行两年的理论准备，即将开展第一
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然而，科研
人员在计算验证时，发现炸药爆炸
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与苏
联专家的数据对不上，科研人员反
复验算了 9 次，结果仍旧如此。数
学精确计算的任务交到了周毓麟
手中。

周毓麟的好友李德元也在理论
部。他回忆说：“我和周毓麟都是
做微分方程理论研究的，但是到了
九所（即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

研究所）后，却让我们搞数值计算
解，完全是两码事，完全要从头学
起，等于转了个方向。”

周毓麟带人开展广泛调研，最
终选中了冯·诺依曼方法，即“人为
黏性法”。随即他先作报告，组织
学习讨论，并指导数值计算组打牢
基础，才开始编制内爆动力学过程
的一维总体计算程序。程序调试
完成后，与特征线方法的结果和 9
次手算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
明，程序编制无误、运行可靠、计算
结果与手算结果都很接近，误差只
在5%左右。

“过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沈隆钧用“罕见的数学家”形容
周毓麟，他们曾是共事半个多世纪
的同事。

“大多人都不太愿意改变研究
方向，从一个熟悉的领域到陌生的
领域，不一定能做出很好的成绩。
但周先生跨越拓扑学、偏微分方
程、计算数学、计算流体力学及计
算机应用等多领域，且都取得了杰
出成就。”沈隆钧说。

这与周毓麟严谨治学、忠诚爱
国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后，国家强调要加强
基础研究，周毓麟便开始从事基础
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而这时的他
已整整 20 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
了。“现在干起来，必须对自己的知
识结构作一些技术改造。”这是当
时近60岁的周毓麟对自己的要求。

这也是他第三次转变研究方

向，投入了又一个20年的时间。
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计算数

学的有关领域，周毓麟进行了高强
度调研与学习。

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周
毓麟发现，有物理与力学背景的非
线性发展方程问题的有限差分法
应用很广泛，但亟须加强理论研
究。他将差分方法研究同偏微分
方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花了一段
时间后，终于取得了成功。

这更让周毓麟体会到“吃透”基
础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数学源
于实际，数学研究应基于实际，并
提升为数学方法和理论，再回归指
导实际。”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

所研究员袁光伟入所工作后，曾在
周 毓 麟 直 接 指 导 下 从 事 研 究 工
作。周毓麟对科研工作的严谨与
全身心投入，让他印象深刻、非常
钦佩。

一年春天，周毓麟因胃病住院，
在动手术的前一天，袁光伟和沈隆
钧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还未问候
几句，周毓麟便说：“有一个问题，
我很关心，对于描述能量传输过程
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数值求解，通
常将差分格式与非线性迭代分开
进行理论分析，但实际求解中两者
是结合在一起的，能否从理论上严
格证明这样的迭代差分格式是收
敛的呢？”

他完全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手术

感到担忧。
袁光伟介绍，当时我国的计算

机性能有限，难以开展大规模精密
化的数值模拟，而做实验又有限
制，必须先做好理论论证与设计。
即使现在计算机性能好了，能否获
得新的更高效可靠的求解方法依
然非常重要。“周先生一直强调，要
做到万无一失，所有工作必须建立
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尤其是在
当下不允许做热试验的条件下，更
需要为数值模拟奠定严格的数学
基础。”

在 60 岁到 80 岁的 20 年里，周
毓麟再登学术高峰，建立了离散泛
函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形成了独树
一帜的系统理论，引领了国际研究
热潮。

周毓麟的言行感动着身边人，
而他却平和地说：“俗话说，过到
老，学到老。我要与时俱进，过到
老，学到老，做到老。”

“要我去解释我有什么贡献，我
不愿意费心思费口水”

周毓麟天性直率，是同事口中
的“老周”，在学术上十分较真，从
不模棱两可。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记得，
他曾把一份调研报告送周毓麟审
阅。周毓麟不仅对内容提出了建
议，而且对文字的书写规范，例如
什么地方该另起一段、段的开头空
两格等提出了意见。“我后来也见
到了周先生写文章的手稿，行文整
洁，删改的地方均用笔圈起来，里

面再画上斜杠，清清楚楚，一目了
然。”

这种性格与他的家庭密不可
分。周毓麟出生于上海，母亲对他
产生了重要影响，“母亲教我们做
人要有志气、有骨气，努力学好，不
能自私自利。”周毓麟回忆说，犯了
错，有时会被打手心。

青少年时期的周毓麟活泼开
朗、兴趣广泛，画国画、逛书市、看
电影、练武术……他还是个“孩子
头”，带着小伙伴们玩耍、踢球。

这或许培养了他的乐观心态。
60 岁之后，周毓麟的身体状态并不
好，面对别人的问候时，他常常开
玩笑：“你问的是几号老毛病？”

周毓麟对荣誉、奖项、称号的淡
泊，让好友和后辈们深受触动。

在准备报奖材料时，周毓麟总
是说“算了”。他直言：“为什么说

‘算了’？因为我觉得没意思。为
什么没意思？一般人都觉得，原子
弹、氢弹不都是物理学家操心的事
情吗？要我去解释我有什么贡献，
我不愿意费心思费口水。”

周毓麟的学术成就、人格魅力、
精神思想至今被学界深深怀念和
传承，他的赤子之心、纯粹之爱至
今感动着后人。

“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实
际上，我也总是想从更广阔的视野
上，不断提高对数学的认识。这一
点是推动我勇于去改变、去做研究
的动力。对我来说，三次转研究方
向就是三次提升。”周毓麟说。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

糖代谢紊乱频繁发生

“如何提升肠外营养治疗的安
全性与有效性，是目前影响肠衰竭
病人长期肠外营养治疗效果的瓶
颈问题。”东部战区总医院（南京大
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全军普通
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王新颖说。

据她介绍，当患者必需的所有
营养物质均从胃肠外途径供给时，
被称为全肠外营养。其主要应用
于因胃肠道功能障碍无法正常消
化吸收足够营养物质的病人，如大
手术后的外科病人及创伤病人、肠
衰竭病人。

尽管临床营养支持对挽救病
人生命至关重要，但王新颖强调，
肠外营养治疗诱发的糖代谢紊乱，
即高血糖/低血糖事件，仍需引起
重视。这种糖代谢紊乱可能导致
病人感染风险增加 1.4 倍、死亡风
险增加1.77倍。

“临床上广泛认为，肠外营养
治疗过程中静脉输注葡萄糖、胰岛
素不足或过多，是引起糖代谢紊乱
的原因。”王新颖说，尽管目前肠外
营养治疗期间已严格遵循葡萄糖
供给及胰岛素使用标准操作规范，
但肠外营养治疗过程中病人的糖
代谢紊乱发生率仍达25%。

“这提示我们进一步考虑除了
葡萄糖/胰岛素给予量以外的其他
可能的机制。进一步阐明肠外营
养治疗相关糖代谢紊乱的潜在机
制，对改善病人临床结局、提升肠
外 营 养 安 全 性 与 有 效 性 十 分 重
要。”王新颖说。

肠外营养可引起菌群紊乱

“我们选择了肠外营养使用最

为广泛，也最依赖肠外营养的病人
人群——肠衰竭病人作为研究对
象。”王新颖说。

该研究纳入了 2013 年至 2018
年收治的接受肠外营养治疗的2型
肠衰竭病人，合计 256 例。研究人
员通过分析病人临床特征发现，在
所需能量80%以上由肠外营养治疗
提供的病人中，其糖代谢紊乱发生
率高达 47%，主要表现为空腹血糖
及胰岛素增高、胰岛素抵抗等。

王新颖介绍，由于常用实验动
物存在繁殖周期长、肠黏膜免疫反
应完全不同于人类等局限性，他们
创新性地使用具有与人类相似免
疫反应的小鼠模拟临床肠衰竭状
态，创建了营养支持治疗标准化模
型，小鼠存活率超过90%。

借助该技术平台，他们对小鼠
糖代谢指标的相关检测发现，全肠
外营养的小鼠出现明显的胰岛素
抵抗，肝糖原储存减少，胰岛素信
号和糖原合成相关通路异常，同时
其体成分也发生严重改变。

考虑到2型糖尿病病人肠道菌
群与糖代谢紊乱密切相关，动物模
型尽管在免疫、代谢等方面与人体
较为一致，但仍与人体存在差异。

“因此，我们分别开展了针对全肠
外营养小鼠及肠衰竭病人的肠道
菌群检测。”南京大学博士生王鹏
说，结果发现，在全肠外营养小鼠
与肠衰竭病人中，乳杆菌属均显著
下调，且乳杆菌属的丰度与病人的
胰岛素抵抗指数、血液中脂多糖的
浓度显著相关。

探索临床解决方案

为进一步研究其中的机制，该
团队针对全肠外营养小鼠进行了

肠道非靶标代谢组学研究。结果
发现，全肠外营养小鼠中色氨酸代
谢通路显著下调，各种吲哚类衍生
物显著减少，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吲
哚乙酸。而在临床病人的血样中
同样发现此类物质显著减少。

当他们给全肠外营养小鼠补
充吲哚乙酸后，发现原本的糖代
谢紊乱得到了有效缓解。然而，

“国内外还没有安全有效的吲哚
乙酸类药物。吲哚乙酸相关药物
的临床转化研究是目前很多疾病
临床干预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我
们未来研究的潜在方向之一 。”
王新颖说，就临床治疗的紧迫性
而言，找到一个安全合理的治疗
方案是当务之急。

大量研究表明，吲哚乙酸主
要通过环芳香烃受体发挥对机体
免疫、代谢等系统的调节作用 。
而人体中 L 细胞分泌的 GLP-1 是
肠道对血糖调节的重要激素。由
此，他们想到了 GLP-1 的一种类
似物——利拉鲁肽。

研究人员发现，利拉鲁肽可显
著缓解全肠外营养小鼠的糖代谢
紊乱，恢复机体成分的正常水平，
并提高小鼠生存率。“但它在肠衰
竭病人中的使用指征、安全有效的
使用剂量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研
究。”王新颖说。

她强调，这项研究相关的治疗
方案包括益生菌、益生元层面和药
物治疗层面。“如果在两个层面均
实现了临床转化，那么肠外营养支
持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可得到
大幅度提升，从而真正实现‘人工
胃肠’。这将是诸多肠衰竭病人的
福音。”

(据《科技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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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胃肠人工胃肠””离我们更近了离我们更近了
□□李李 晨晨

肠外营养是指通过胃肠道以外的途径，即静
脉途径来提供营养物质。肠外营养支持是临床
营养治疗的重要手段。然而，肠外营养治疗带来
的一系列并发症可能严重影响病人的救治效果。

东部战区总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
医院）与南京医科大学合作，在国际上率先揭示
了肠外营养治疗所产生的糖代谢紊乱与非生理
性营养补充引起的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改变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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