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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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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泡”在实验室里不行
“广袤的大地才是真正的实验室”

什么是地球物理学研究？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一种无损的探测，

不开挖、不钻孔，向地下发射电磁波信号，
再计算分析电磁波在不同物质传导过程中
的变化，探寻地下矿产资源的分布。因此，
人们将这项工作比喻为“给地球做‘CT’”。

“想要做好这项工作，光‘泡’在学校
的实验室里是远远不够的。”在何继善看
来，学校的实验室只是模拟实验室，广袤
的大地才是真正的实验室。

他经常带着学生四处奔波，到野外考
察、实验，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甚至闯入
无人区，置身于危险境地。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他们从贵州
独山出发到桑朗，300多公里的距离，搭乘
的货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行驶了两天
多，一侧就是万丈悬崖，让众人的心都提
到了嗓子眼。在山脚下，他们还穿着短袖
背心，等爬到山上时，套上毛衣还感觉冷。

在新疆萨尔托海荒无人烟的沙漠戈
壁，他们从驻地跟随取水车到野外勘探，
没想到迷了路，被困沙漠之中，依靠取水
车上仅剩的一点水，勉强撑了两天才被救
援人员找到……

在旁人看来，这些经历充满艰辛和痛
苦，但何继善却说：“这点苦算不得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是吃苦长大的——

1934年，何继善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
个小山村。那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跟
随家人背井离乡、辗转逃难，并因此不得
不多次辍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继善成为
湘东钨矿的一名化验员。1956年，响应党
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成功考入长
春地质学院（后并入吉林大学）物探系金
属物理勘探专业，成为一名大学生。

由于高中只读了一个半学期，刚进大
学时，他的基础较差，特别是俄文，此前他
从来没接触过。

不过，何继善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不论是白天黑夜，周末还是节假日，

他都把时间用在刻苦学习上，寒暑假也不
回家，成功实现了“逆袭”。大学四年，他
是全年级唯一各科全优的学生。

何继善不止一次说过：“科学技术的
发展永远没有尽头，只有专注于自己的工
作，勤奋钻研，才能做出有意义的事。”

敢于挑战“权威”
才有领先世界的“中国创造”

过去60余年里，何继善一直致力于地
球物理理论、方法与观测仪器系统的研
究，创立并发展了以双频激电法、广域电
磁法等为核心的地电场理论和相关仪器，
引领了国际地球物理学前沿，为国家油气
勘探、深部找矿、地质灾害防治、城市物探
等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

这些领先世界的“中国创造”，在为国
家资源安全提供技术保障的同时，也让能
源自主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

取得这些成绩，他有何“法宝”？这要
从一张奖状说起。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湖南代表团捧回了一张奖状——全国科
学大会奖，获奖成果是“电阻率法消除异
常干扰研究”，获奖人便是何继善。当时，
他还只是中南矿冶学院一名名不见经传
的助教。

“这张奖状来得并不容易。”谈起往
事，何继善感慨万千。

我国地球物理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才慢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52年起，根据经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
求，一些高校相继设立地球物理系。这当
中也包括何继善就读的长春地质学院。

那时，我国在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还
十分落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何继善所
在的院系，数学、物理、地质等学科都是由
教授给学生授课，有的教授还十分有名，
但唯独地球物理专业课，只有讲师授课。

研究理论和仪器设备主要是向发达
国家学习和购买。当时，有一种名叫“坐
标网转换法”的地形改正方法，就是从苏
联引入、在全国推广使用的。

不过，20世纪70年代，当何继善在云
南个旧开展矿产资源调查时，却对这一方
法提出了质疑。

“那时，云南冶金局在个旧探矿时，采
用了‘坐标网转换法’，却无法解决地形因
素对地电场分布的影响，造成探测误差较
大。”何继善回忆，后来，他研究发现，“坐
标网转换法”实际上是一种近似理论。换
句话说，就是用模拟的二维理论，去解决
实际的三维问题，因而会造成较大的探测
误差。

经过查阅资料并反复计算、实验，何
继善大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点源场电阻
率地形改正方法，很快帮助当地找到了锡
矿，预测准确率高达85%。

正是这种方法让他获得全国科学大
会奖。从这件事上，何继善深刻认识到，
要敢于挑战“权威”，不能盲目实行“拿来
主义”，要脚踏实地做科研。

这也正是何继善的“制胜法宝”。
之后，一位加拿大学者采用近似理

论，将电磁波曲面波方程简化为平面波方
程，创立了人工源电磁法测定地下电阻率
的“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

但何继善对此并不认同，同样提出了
质疑。在他看来，这会造成探测的深度和
精度受限。经过长达10余年的研究，何继
善于2005年提出了精确求解地下电磁波
方程的“广域电磁法”。同时，基于该理论
研发出电磁探测成套装备，为勘探工作提
供了科学支撑。

国际著名地球物理学权威弗兰克·
莫里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地球物
理学界，既懂方法原理，又懂研制仪器
的，世界上仅有两人，中国的何继善就是
其中之一。”

“自己做的PPT，讲起来才生动”

“科学家做科学普及是天职，有义务承担起这份
责任！”

“PPT必须自己做，别人帮我做，我照着念，那有
什么意思？”

在很多人看来，院士都是做“高端研究”的，做科
普有点“大材小用”。但何继善热衷科普却是出了名
的，甚至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科普院士”。

今年2月，何继善走进重庆大学城第三中学校
“阳光讲坛”，与中学生面对面，分享了自己的科学人
生。散场后，舍不得离去的同学们排起了长队，都想
请他签名、合影。

这不是何继善第一次在重庆的中小学作科普报
告，清华中学、南渝中学、永川区红旗小学……他都
去过。几十年来，何继善作的科普报告已有数百场，
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有一次，他还是被人背进的科
普报告厅。

那是在2000年，66岁的何继善受邀去北京作
科普报告。前一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忙碌到深夜，回
家的路上一脚没踩稳，意外摔伤，导致左脚严重骨
折。

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他已是花甲之年。大家
都劝他取消北京之行，在家好好休养。但他却拒绝
了。他说：“那怎么行？人家都安排好了，都等着
的！”

第二天，他忍着伤痛，被人背着上下飞机、再背
进科普报告厅。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讲，

让在场听众无不动容，有人悄悄抹
起了眼泪……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
坐在轮椅上备课，又先后作
了6场科普报告。

“科研任务如此繁重，
做科普不浪费时间吗？”有
人问他。

“做科普是需要时间，但
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他这样回答。
每一次作科普报告，他都自己

制作PPT，坐在电脑前，把一张张图片、一
段段文字仔细编排，并根据科普对象准备讲稿，从不
让学生或助手代劳。他说：“只有我自己做，讲起来
才生动。”

为了做好科普，他不仅买了大量参考书籍，还曾
经专门购买了多媒体设备。“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
末，计算机在城市里都还不是很普及，更别说在乡村
学校了。”何继善介绍，为了让科普的效果更好一些，
他自己买了台式计算机和投影仪，到偏远地区去做
科普时，就拖着这些设备一起下基层。

有人打趣说，科学家做科普，何继善是最“卷”的
一个。

融合科学与艺术
爱好书法还曾翻译小说

书法是何继善的一大爱好。每天早上6点多起
床后，他总是以写字开始新的一天，“练练字、看看
书，思路更清晰。”

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张大书法桌，上面摆放着
他最新书写的作品。有时候，朋友、晚辈前来拜访，
相谈甚欢，他也会即兴挥毫，以书法作品相赠。他还
以“科学与艺术”为主题，举办过书法展。

几年前，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六一”国际儿童
节到来之际，一所学校150多名小学生来拜访院士
爷爷。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何继善花了几天时间，
写下150多幅内容各不相同的励志箴言书法作品，
赠送给到场的每一名小学生。

在何继善的工作室，除了一大堆地球物理学专
业书籍，还“藏”着一本名为《虎口拔牙》的文学书
籍——这是他花了10年时间，利用出差在飞机上的
空闲时间，翻译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唐纳德·斯·洛佩
兹的自传体写实小说。

“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英文原著时，就被深深
地吸引了。”他说，抗战时期，作者战斗过的地方，也
是他逃难时生活过的地方，“因为感同身受，所以翻
译这本书，也借此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历史，了解中华
民族曾经经历的苦难，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
活。”

“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科学能为艺
术提供创作灵感，而艺术又能激发创造力、想象力。”
何继善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何继善身着条纹衬衫、黑色
西裤，举手投足温文尔雅，说起话来声音沉稳，极具
穿透力，眼神充满睿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在他身
上形成了独特的气质。

▲5月14日，位于永川区的重庆绿
色低碳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何继善步
行前往实验室。

▲何继善在电脑前关注三峡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实验平台项目建设。

2024年5月30日 星期四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5月14日，清晨的阳光洒在永川城郊的来龙湖面，给
矗立在湖畔唯一的建筑——重庆绿色低碳能源科学技术研
究院镀上了一层绚烂的“外衣”。

这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带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城
市地下空间及能源研究院团队，于2022年9月创办的研究院，正
着力加快推动重庆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发展。

研究院二楼的一间工作室里，90岁的何继善坐在电脑前，正
准备参加一项线上科研项目成果讨论会。

“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退休’这两个字呢。”他笑呵呵地说。
与地球打了一辈子交道，为中国应用地球物理学研究

作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何继善被誉为“给地球做
‘CT’的科学家”。

编者按
科学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科学家精神的支撑。习近平

总书记曾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领跑，为加

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今年5月30日是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

们采访了部分在渝工作生活的院士，以“院士的AB

面”为主题，讲述科学家在科研道路上艰苦奋斗的

故事，以及他们在科研之余的多彩生活，全方位展

现他们的风采，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助力重庆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专业的一面

文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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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继善，1934年生，我国著

名应用地球物理学家，1994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创

立和发展了以双频激电法、广域

电磁法、伪随机信号电法、拟合流

场法为核心的地电场理论和相关

仪器，引领了国际地球物理学前

沿，实现了我国电磁法从跟跑到

领跑的跨越。

地电场理论

广域电磁法

电阻率法消除
异常干扰研究

点源场电阻率
地形改正方法

何继善现
场挥毫泼墨，写
下“实事求是”

“另辟蹊径”。
本版图片

均由记者张锦
辉摄/视觉重庆

何继善介绍他翻译的小说《虎口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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