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雁南来北往，燕子秋去
春回。随着季节的变化，候鸟
在一年中总要搬上两次家，这
就是“迁徙”。比如，有一种小
鸟叫短尾海鸥，每年 4 月离开
大洋洲南部的产卵地，飞过印
度 尼 西 亚 、菲 律 宾 、台 湾 、日
本、阿留申群岛到美洲西部海
岸 ，在 太 平 洋 上 兜 一 个 大 圈
子；一到 9 月份，便又千里迢迢
地飞回产卵地。又如一种身长
35 厘米左右的北极燕鸥，在北
极营巢而在南极越冬，每年来
回飞行 4 万多千米，照样能准
确地飞抵越冬地和营巢地。

在漫长的路途中，鸟类靠
什么来导航呢？有人解释说，
这 是 因 为 它 们 记 住 了 沿 路 的
高山、森林、大海和村庄。不
过，要将万里行程中的景物一
一记住，显然是不可能的。于
是，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把解决
这一问题的希望转向了天空。

碧 空 如 洗 ，阳 光 普 照 ，鸟
类 能 不 能 根 据 太 阳 的 方 位 来
定向呢？深秋时节，科学家用
椋 鸟 做 了 一 个 实 验 。 他 们 在
露 天 处 建 造 了 一 座 中 心 对 称
的六角亭，每壁都开凿一个窗
户 。 先 把 椋 鸟 放 在 一 个 玻 璃
底的圆柱形铁丝笼中，然后将
这 铁 丝 笼 放 进 六 角 亭 里 。 人
就 躺 在 亭 下 一 间 专 门 的 房 间
里，透过玻璃底观察椋鸟的行
为。当阳光照进亭子时，椋鸟
便 毫 不 犹 豫 地 把 头 转 向 平 常
的迁徙方向，振翅飞翔。如果
你 用 镜 子 将 阳 光 折 射 90 度 ，
这 时 椋 鸟 的 飞 行 方 向 也 会 来
一 个 90 度 转 弯 。 看 来 ，椋 鸟
的 确 是 按 照 太 阳 的 方 位 定 向
的。万一乌云遮住了太阳，椋
鸟可能会暂时迷失方向；一旦
太阳重新露脸，椋鸟就会很快
拨正方向。

然而，多数鸟类是在夜间
迁徙飞行的。那么，在夕阳西
下、夜幕降临的时候，候鸟又
是 根 据 什 么 来 定 向 的 呢 ？ 实
验表明，璀璨的群星是鸟类夜
间飞行的“定位仪”。

北 欧 有 一 种 善 于 唱 歌 的
小鸟，叫白喉莺。每年秋风骤
起的时候，它们便踏上征途：
经 过 巴 尔 干 半 岛 ，飞 越 地 中
海，到尼罗河上游地区越冬。
研究者把白喉莺放进天象馆，
把 它 们 放 在 人 造 星 空 下 面 。
当 天 象 馆 的 圆 顶 上 出 现 北 欧
特有的秋季夜空时，站在笼子
里的白喉莺便把头转向东南，
也 就 是 以 往 秋 天 飞 行 的 方
向。人造星空上星星的排列，
像万花筒似的不断变幻着，白
喉 莺 觉 得 自 己 正 在 沿 着 熟 悉
的迁徙路线“飞行”着。当天
象 馆 圆 顶 上 出 现 希 腊 南 方 的
夜空时，它们就转向南方 ；而
当天象变成北非的夜空时，它

们便径直向南“飞行”。虽然
白喉莺仍在原地，既没有在海
洋上空飞行，也没有在森林上
空翱翔，但是它们在笼中的表
现 ，好 像 确 实 经 历 了 一 番 旅
行，已顺利到达了越冬地点似
的。由此看来，夜间鸟类是根
据 星 星 的 排 列 来 确 定 自 己 的
方位和飞行方向的。

鸽 子 也 有 着 惊 人 的 导 航
能 力 。 据 记 载 ，1935 年 ，有 一
只鸽子整整飞了 8 天，绕过半
个地球，从当时的越南西贡风
尘仆仆地飞回了法国，全程达
11265 千米。

鸽 子 如 何 认 得 归 家 之
路？大家知道，地球是一个硕
大 无 比 的 磁 体 。 一 些 科 学 家

认为，鸽子之所以远在万里之
外，依然能重归故里，是因为
它们不光能靠太阳指路，还能
根 据 地 球 磁 场 确 定 飞 行 的 方
向，特别是在乌云蔽日或大雾
弥漫的天气里。

为了证明这种猜想，科学
家给鸽子戴上了黑色的墨镜，
使它们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
地面上的物体。结果，放飞后
的 鸽 子 仍 然 按 照 正 确 的 方 向
飞 回 了 鸽 房 。 但 是 如 果 在 鸽
子 的 颈 部 安 上 一 个 带 磁 性 的
金属圈，或者将一根小磁棒绑
在鸽子身上，那么在阴天放飞
后，它们便一去不复返，再也
回不了老家。显然，这是因为
鸽子周围的磁场发生了变化，
使它们失去了定向能力。

1978 年，美国科学家在鸽
子的头部发现了“磁石”，这是
一 小 块 含 有 丰 富 磁 性 物 质 的
组织。他们认为，也许这就是
天然的磁场探测器。

蚂 蚁 和 蜜 蜂 等 动 物 能 用
天 空 的 偏 振 光 来 导 航 。 偏 振
光是指只在某个方向上振动，
或 者 某 个 方 向 的 振 动 占 优 势
的 光 。 太 阳 光 本 身 并 不 是 偏
振光，但当它穿过大气层，受
到 大 气 分 子 或 尘 埃 等 颗 粒 的
散射后，便成了偏振光。

沙漠中有一种蚂蚁，在离
开自己的巢穴时，总是弯弯曲
曲地前进，到处寻找食物，可
是一旦得到食物后，即使在离
巢很远的地方，也能沿直线返
回原地。

科 学 家 让 蚂 蚁 在 回 巢 的
路 上 戴 上“ 有 色 眼 镜 ”—— 使
它 们 通 过 各 色 滤 光 片 观 察 天
空。结果发现，让蚂蚁看波长
为 410 纳米以上的天空光，会
使蚂蚁像迷了路一样，迷失回
家的方向；如果给它们看波长
在 400 纳米以下的光，蚂蚁一
下 子 便 找 到 了 前 进 的 方 向 。
而紫外线的波长正是在 400 纳
米以下，也就是说，蚂蚁是用
紫外线导航的。但是，如果将
天空光去掉偏振，变为非偏振
光，蚂蚁的正常行动就会被打
乱。由此可见，蚂蚁是利用偏
振紫外线导航的，它们的眼睛
是天然的偏光导航仪。

大 头 金 龟 子 也 是 按 照 天
空偏振光导航的。有时，它们
为 了 寻 找 理 想 的 食 物 —— 植
物的嫩茎绿叶，会沿着曲折的
路径蜿蜒前进，但是回家时却
总是走捷径，一点儿也不兜圈
子。于是有人做了一个试验：
把金龟子放在一块木板上，无
论木板如何倾斜，只要能看到
天空和太阳，它们就能顺利地
回家，从来不会迷失方向。

蜜 蜂 的 偏 光 导 航 仪 在 头
部 的 复 眼 中 。 它 们 的 复 眼 由
6300 只小眼组成，蜜蜂就是靠
这 些 小 眼 来 感 受 天 空 的 偏 振
光 。 科 学 家 按 照 蜜 蜂 小 眼 的
构造，制成了八角形的人造蜂
眼，用它来观察天空，果然，天
空 的 每 个 区 域 都 有 特 有 的 偏
振 光 图 形 。 科 学 家 从 蜜 蜂 利
用 偏 振 光 定 向 的 本 领 中 得 到
启发，制成了用于航空和航海
的偏光天文罗盘。

动 物 识 途 的 奥 秘 不 仅 让
我们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也为
人 类 的 科 技 发 展 带 来 了 启
示 。 比 如 研 究 动 物 的 导 航 机
制，有助于我们开发更先进的
导航系统，应用于航空、航海
等领域。同时，也让我们更加
深 入 地 理 解 生 命 的 奥 秘 和 大
自然的规律，从而更好地保护
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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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块位于江苏省南京
市 高 淳 区 东 坝 街 道 和 睦 涧 村 的
水稻田备受关注。2022 年 7 月，
高 淳 区 与 生 态 环 境 部 南 京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所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南
京 国 环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中 心 有 限
公司合作，向和睦涧村淳和水稻
专业合作社的 500 亩有机水稻田
投 放 了 60 吨 生 物 质 炭 。 观 测 数
据 显 示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 ，这 片 稻 田 病
虫害发生率平均下降 15% ，土壤
固碳量平均增加 89% ，稻田温室
气体直接排放平均减少 16% ，净
排放量平均减少 51% ，共产生碳
汇 130.67 吨二氧化碳当量。

不仅如此，这些碳汇随后被
一 家 公 司 以 每 吨 75 元 、总 价
9800.25 元的成交价拍下，成为全
国 生 物 质 炭 有 机 水 稻 产 生 碳 汇
的“ 第 一 拍 ”。 种 田 人 变“ 卖 碳
翁”，种水稻的同时收获好空气，
还 能 将“ 碳 票 ”换 成 钞 票 。 成 就
这 片 水 稻 田 的 生 物 质 炭 到 底 为
何 物 ？ 生 物 质 炭 的 应 用 是 否 能
为碳减排提供有力支撑？

实现碳减排的同时吸附有机污染物

稻田是温室气体甲烷的重要
排放源，我国每年稻田甲烷排放
量约 500 万—800 万吨。2022 年 5
月 ，农 业 农 村 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共同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实 施 方 案》，将 稻 田 甲 烷 减 排 行
动置于十大行动之首。

生物质炭是否能为有机稻田
固碳减排分忧，成为专家学者的
关注点。事实证明，生物质炭的
潜力不可小觑。

生 物 质 炭 是 指 将 秸 秆 、树
枝 、菌 渣 等 生 物 质 废 弃 物 ，在 无
氧或限氧环境中，经高温热裂解
所 产 生 的 富 碳 固 态 物 质 。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资 源 与 环 境 科 学 学 院
副教授程琨介绍，在无氧或限氧
条 件 下 ，生 物 质 废 弃 物 在
250℃—750℃发生热解。其碳水
化合物结构崩解后，将产生生物
质 炭 、木 醋 液 和 生 物 质 可 燃 气 。
目 前 国 内 外 生 物 质 热 解 技 术 大
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在小于
500℃环境下的低温慢速热解，一
类是在 500℃—700℃的中温快速
热 解 ，一 类 是 在 700℃ 以 上 的 高
温闪速裂解。

“生物质炭用于农业生产能

增 加 土 壤 有 机 质 、改 善 土 壤 性
质，提高土壤养分和水分保持能
力 ，促 进 作 物 生 长 ，提 高 作 物 产
量 并 改 善 农 产 品 品 质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资 源 与 环 境 科 学 学 院 教
授郑聚锋说，生物质炭一般呈碱
性，施入土壤后可以中和土壤酸
性，促使土壤中的重金属离子沉
淀。同时，生物质炭还可以有效
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减少作物
对重金属的吸收。

“我们和国内其他学术团队
大量的田间试验显示，生物质炭
可 以 显 著 降 低 我 国 南 方 镉 污 染
稻 田 水 稻 籽 粒 对 镉 的 吸 收 。”郑
聚锋介绍，生物质炭具有较大比
表 面 积 、孔 隙 多 ，能 够 吸 附 并 固
定有机污染物在其表面，还能通
过增强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提
高 微 生 物 分 解 有 机 污 染 物 的 能
力。因此，生物质炭施用于含有
机污染物的土壤，可以有效阻控
植物对有机污染物的吸收。

“我们团队在 2017 年也做过
研究，发现在农田施加生物质炭
基肥后，可以提升肥料的养分利
用效率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其
中，氮素利用效率提升了 43%，而
碳排放降低了 20%。”郑聚锋说。

在炭化装备研制等方面已有创新成果

在国际社会，生物质炭市场
呈 现 出 勃 勃 生 机 。 国 际 生 物 质
炭 协 会 和 美 国 生 物 质 炭 协 会 发
布 的《2023 年 全 球 生 物 质 炭 报
告》显示，生物质炭生产商、经销
商、增值生产商和设备制造商的
营收在 2023 年超过了 6 亿美元，
2021—2023 年间的复合年均增长
率达到了 97%。预计到 2025 年，
生 物 质 炭 相 关 产 业 营 收 将 进 一
步增长至 33 亿美元。

郑 聚 锋 介 绍 ，相 关 文 献 显
示，生物质炭每年在全球具备的
碳移除潜力可达 3 亿吨—20 亿吨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 若 得 到 广 泛 应
用，生物质炭在中国的固碳减排
潜 力 可 接 近 9000 万 吨 二 氧 化 碳
当量。

当前，在水体、土壤、大气中
的污染物吸附、钝化、降解方面，
国 内 已 经 研 发 出 多 种 生 物 质 炭
基材料。此外，具有缓释高效功
能的炭基复合肥等绿色肥料，也
可 以 服 务 于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资 源 与 环 境

科学学院副教授卞荣军举例，有
团队将生物质炭表面改性后，让
其 能 针 对 性 地 吸 附 多 环 芳 烃 等
污染物，抑制氧化亚氮、氨气、甲
烷的排放，从而实现农业减污降
碳 。 也 有 研 究 团 队 在 秸 秆 等 原
材 料 热 解 过 程 中 ，通 过 添 加 铁 、
锰等氧化物，让生物质炭的表面
能吸附更多污染物。

畜禽粪便的科学处理与资源
化利用有利于消减污染物、减少
养分流失、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
业可持续发展。卞荣军介绍，有
研究显示，将生物质炭与畜禽粪
便 共 堆 肥 ，可 以 增 强 发 酵 效 果 ，
并降低氨气的排放，减少堆肥中
氮素损耗。

针对不同原料生物质炭特性
开发专用产品

使用生物质炭是提升土壤碳
汇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生物质
炭 也 可 以 把 生 物 质 废 弃 物 综 合
利 用 起 来 ，符 合 低 碳 、绿 色 、高
效、循环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理念。

在 程 琨 看 来 ，未 来 ，针 对 不
同 原 料 生 物 质 炭 特 性 开 发 专 用
产品，是生物质炭产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例如，林木类生物质炭
碱 性 高 、孔 隙 发 达 ，可 直 接 用 于
重金属污染农田治理。林木类、
果 壳 类 生 物 质 炭 还 可 以 与 畜 禽
粪污混合堆肥，通过接种有益微
生 物 ，制 备 土 壤 调 理 剂 ，用 于 盐
碱土、连作障碍土壤治理和中低
产 田 土 壤 快 速 改 良 。 而 秸 秆 类
生物质炭由于养分含量高，可以
和 化 学 肥 料 结 合 制 备 成 生 物 质
炭基肥，部分替代化学肥料用于
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程琨说。

生物质废弃物炭化过程中的
产物，也将产生经济价值。程琨
介绍，炭化过程中产生的木醋液，
可以和生物质炭浸提液用于生产
商品液体肥，一方面能为植物生
长提供养分，另一方面可作为植
物 促 生 剂 提 高 植 物 抗 逆 性 。 此
外 ，木 醋 液 还 可 用 于 制 备 醋 酸 、
醋 酸 盐 等 化 学 品 ，在 农 业 、养 殖
业、护肤美容、医疗保健等领域发
挥作用。炭化过程中产生的生物
质可燃气则是重要的清洁能源，
可通过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用于发
电或供热，服务于能源安全。

（据《科技日报》，有删节）

科技大观

初夏一个宁静的午后，中国
石 油 勘 探 开 发 研 究 院 一 间 办 公
室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专
注 地 写 日 记 。 这 位 老 者 便 是 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
发 研 究 院 教 授 级 高 级 工 程 师 戴
金星。

自 1998 年起，戴金星便养成
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除了偶尔
因 外 出 参 加 学 术 活 动 而 未 能 及
时 记 录 外 ，这 一 习 惯 从 未 间 断 。
年近 90 岁的他已经积累了 55 本
日记，完整记录了他最近 20 余载
的 科 研 之 路 。 日 记 内 容 可 以 凝
练 出 8 个 字 —— 勤 作 、勤 读 、勤
思、勤创。这 8 个字贯穿了他学
术生涯的始终，也是他在科学探
索中始终坚守的信条。

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努力和
勤奋，使他开创了煤成气地质理
论，为我国天然气勘探与开发领
域带来了突破性进展，推动了我
国天然气工业的迅猛发展，使我
国 从 贫 气 国 逐 渐 迈 入 产 气 大 国
的行列。

“勤作”是基础

戴 金 星 的 科 研 生 涯 中 ，“ 勤
作”是一块坚实的基石。在研究
和勘探天然气的道路上，首要任
务 便 是 深 入 了 解 各 种 气 体 的 特
性 、成 因 以 及 成 藏 富 集 的 规 律 。
然 而 ，在 上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相
关文献资料相当匮乏，给研究工
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面 对 这 一 困 境 ，戴 金 星 从
1975 年开始，便与同事和学生一
起，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系统
采集气样。

“1984 年 ，我 们 在 怒 江 雪 山
冰冷的水中取样，水温低到可以
迅 速 导 致 脚 部 麻 木 。 为 了 更 好
地取样，我们只能与同事轮流上
岸取暖。”对于取样过程的艰辛，
戴金星记忆犹新。

他记忆最深的还是在海南兴
隆 农 场 80℃ —83℃ 温 泉 池 中 取
样。“因为温泉池水温较高，且只
有 10 多个间断冒气点，只能倒置
玻璃瓶口排水取气，拿着玻璃瓶
像捉迷藏似的随气泡移动，2 小时
才取到 200 毫升气样，所有人都被

蒸透了，汗流浃背，脸颊绯红。”
就这样，戴金星与同事及学

生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共采
集了油气田气、瓦斯气、生物气、
火 山 气 和 幔 源 气 样 本 2600 多
个 ，截 至 目 前 积 累 了 8 万 多 个
气 组 分 及 碳 、氢 、氦 同 位 素 数
据 。 这 为 我 国 探 索 天 然 气 成 因
和 富 集 规 律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第 一
手资料，为天然气地球化学研究
奠定了基础。

“勤读”是启迪

对于戴金星来说，“勤读”不
仅使人充实，更能让人深入了解
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准确选定
主 攻 的 命 题 和 方 向 。 戴 金 星 的
勤读习惯始于约 70 年前，并持续
至今。他十分谦虚，时常自嘲并
非天资聪颖。

“ 我 小 学 五 年 级 时 ，刚 从 农
村转到温州瓦市小学读书，由于
教 育 水 平 差 异 ，我 留 级 一 年 ，并
因此被同学嘲笑为‘白痴’。”戴
金星回忆道，但这份耻辱既是压
力也是动力。从第二学期开始，
他全神贯注地听讲，课后认真研
读课本，晚上睡前回顾当天所学，
遇 到 不 懂 的 问 题 就 及 时 查 阅 书
籍，直至问题解决。通过勤奋学
习，他终于在第二学期名列前茅。

“我的地质梦由此开始。记
得在一节地理劳作课上，我用石
膏 板 制 作 的 全 国 煤 矿 和 铁 矿 分
布 图 获 得 了 老 师 的 称 赞 ，兴 奋 、
自 豪 之 情 油 然 而 生 。”从 那 一 刻
起 ，戴 金 星 心 中 就 种 下 了“ 为 国
找矿”的种子。

勤读让他在 80 岁前夕，悟出
一句自勉语：“多读一个字，多增
加 一 个 幸 福 的 细 胞 。”在 从 事 科
研的 60 余年里，他坚持读论文、
读专著，每周都会去单位图书馆
期 刊 室 浏 览 新 书 和 中 外 主 要 油
气杂志的目录，以了解国内外最
新 的 研 究 动 态 和 学 习 新 知 识 。
同 时 ，他 还 鼓 励 学 生 去 期 刊 室 ，
多读书、多获取最前沿的研究成
果信息。

“勤思”是灵魂

“‘勤思’是科研的灵魂。”戴
金星说，“只有反复提炼、精心对
接、时空组合、综合推敲地勤思，
才能产生科学命题、科学规律。”

1972 年初 ，戴金星被调回北
京，到新建的中国石油勘探开发
研究院工作，有了专攻天然气研

究的好条件。
“ 当 时 石 油 界‘ 重 油 轻 气 ’，

为了扭转在勘探和研究上‘油旺
气弱’的局面，我决定 系 统 调 研
国 内 气 田 ，系 统 取 气 源 岩 样 ，
系 统 取 气 样 ，系 统 掌 握 产 气 大
国天然气地质，系统熟悉国外大
气 田 成 藏 条 件 以 及 系 统 精 读 世
界 著 名 天 然 气 学 者 代 表 作 。”戴
金星说。

接着，戴金星提出了煤系成
烃 特 征 的 问 题 ，并 探 寻 其 规 律 。
为了解答这一疑问，他于 1975 年
前往四川盆地中坝气 田 调 研 考
察 ，并 调 查 了 湖 南 省 红 卫 煤 矿
龙 潭 组 的 瓦 斯 突 出 情 况 。 同
时 ，他 阅 读 了 大 量 相 关 文 献 ，
经 过 两 年 的 详 细 调 查 对 比 和 反
复 思 考，最终在 1977 年基本形成
了煤系成烃以气为主、以油为辅

的科学思想。
1978 年 ，戴 金 星 完 成 了《成

煤作用中形成的天然气和石油》
一 文 ，并 于 次 年 发 表 在《石 油 勘
探与开发》上。这篇文章获得了
科学界的高度认可，许多科学家
和 学 者 给 予 了 正 面 评 价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钱 伟 长 和 孙 鸿 烈 主
编的《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
术成就概览·地学卷》明确指出：

“1979 年 戴 金 星 提 出 的《成 煤 作
用中形成的天然气和石油》一文
一 般 作 为 中 国 天 然 气 地 质 学 的
开端。”

煤成气理论的诞生，不仅打
破了“一元论”（油型气）的束缚，
更 推 动 了 中 国 天 然 气 勘 探 的 理
论由“一元论”向“二元论”（煤成
气 和 油 型 气）转 变 ，从 而 加 速 了
中国天然气工业的迅猛发展。

在 煤 成 气 理 论 提 出 之 前 的
1978 年，煤成气储量仅占全国天
然气探明总储量的 8.89%。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到 2022 年，煤成
气 的 探 明 地 质 储 量 占 比 已 跃 升
至 约 55.3% 。 1978 年 至 2022 年 ，
中国天然气产量增长了约 15 倍，
而 煤 成 气 产 量 则 增 长 了 369 倍 ，
煤 成 气 产 量 是 中 国 天 然 气 产 量
增长的主体。2023 年，我国作为
世界第四产气大国，天然气产量
超 2300 亿立方米，已连续第 7 年
年增产量超百亿立方米，进一步
巩固了我国产气大国的地位。

“勤创”是动力

“勤创”是科研的动力，代表
着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对于科

学工作者来说，勤创主要体现在
有 创 新 性 的 论 文 和 著 作 中 。 戴
金星坦言：“由于平时任务繁重、
会 议 繁 多 ，我 常 常 利 用 春 节 、国
庆等长假来进行科学研究，几乎
每 年 大 年 初 二 我 就 已 经 在 办 公
室工作了。”

他秉持着“向生命争贡献时
间”的理念，每年 至 少 完 成 主 笔
论 文 3 篇 。 他 也 鼓 励 学 生 这 样
做 ，认 为 长 年 累 月 坚 持 10 至
20 年 ，就 能 成 为 专 家 。 他 常 对
学 生 强 调 ：“ 好 的 研 究 要 用 证
据说话，数据是最重要的。在日
常 工 作 中 就 要 注 意 数 据 的 收 集
和整理。”

戴金星曾经的学生、北京大
学 能 源 研 究 院 博 雅 特 聘 教 授 刘
全 有 说 ：“ 戴 老 师 不 仅 是 我 的 良
师，更是我不断探索基础科学问
题的榜样。虽然已近 90 岁高龄，
戴 老 师 仍 坚 持 每 年 撰 写 不 少 于
两 篇 高 水 平 论 文 。 戴 老 师 也 一
直鼓励我不断探索新领域，隔一
段 时 间 就 会 打 电 话 询 问 我 的 最
新认识和文章发表情况，激励我
不断前行。”

55 本珍贵的日记，在 26 年的
岁 月 里 记 录 下 了 他 的 思 考 与 发
现 。 这 些 看 似 日 常 而 微 不 足 道
的习惯，实则凝聚了他对科研的
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精神。

戴 金 星 时 常 对 年 轻 朋 友
说 ：“ 成 功 的 征 途 ，是 由 千 百 块
奋 斗 的 基 石 铺 垫 的 ，盼 望成功
的人们，首先要甘作一块奋斗的
基石！”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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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戴金星：

生物质炭成就有机水稻生物质炭成就有机水稻
碳汇碳汇““第一拍第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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