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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人类在探索海洋的道路上从未停歇，
但这似乎一直都是男人的战场。然而自然资源部第
二海洋研究所有一位女研究员，她不但登上了科考
船在广袤的大海上直面波塞冬的怒吼，还遨游“海底
两万里”，为中国乃至全人类探索海洋作出自己的贡
献。她就是该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韩喜
球。

从海边到内陆再回归大海
在记者印象中，对航海、船员、探险的大部分印

象都是《加勒比海盗》中那些蓬头垢面的海盗们，
Jack Sparrow的怪诞、William Turner的勇敢。初见韩

喜球，她衣着精致，长着一张娃娃脸、轻声细语，颇有
戴望舒《雨巷》中丁香姑娘的感觉，单就外貌而言很
难把她和惊涛骇浪联系在一起。

“我出生在台州，从小就在海边长大，天然对大
海有一种情结吧。”1986年高中毕业后，韩喜球却去
了内陆——四川成都，“考大学的时候，甚至都不知
道成都究竟离家有多远，只知道那儿是天府之国，当
时一门心思就是想上大学，至于学校、专业都不是重
点。”于是乎，韩喜球坐了三天三夜的大巴加火车前
往成都地质学院就读地质学系（现成都理工大学）。

大学期间，韩喜球感受着地球上沧海变桑田的
神奇，还去了陕甘宁鄂尔多斯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足
迹遍布了大西北，“可能是我的名字里有‘喜球’两个

字，喜欢地球的人当与这些东西有不解之缘。”成绩
优异的她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1993年那个在
海边长大、对大海有这特殊感情的姑娘选择了从大
陆回到大海，进入海洋二所工作，2001年她又获得浙
江大学构造地质学博士学位。

国家“探宝队”的女首席
到海洋二所之后，虽然从研究上来说，大陆与海

洋很多是相通的，但差异性还是很大，韩喜球埋头学
术，潜心研究深海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结核一方面
是一种资源，另一方面里面蕴藏了海洋环境的变迁
历史，一个拳头大小的结核纹层通常记录了上千万
年的历史，研究这些纪录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2001年的一次偶然机会，改变了韩喜球的科研
生涯，让她站上甲板，与怒海对话。当年，德国基尔
海洋科学研究所所长休斯教授到海洋二所访问，韩
喜球的研究引起了休斯的注意，2001年底她突然接
到了休斯的邀请，前往德国作特邀学术报告。“我把
那封E-mail看了一遍又一遍，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正是这一次的访问直接促成了她2002~2005年德国
基尔的访问学习，期间韩喜球开始海底冷泉系统与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研究，并3次登上德国科考船参
加了中美洲大陆边缘、墨西哥湾和我国南海等海域
的天然气水合物科考，开启了海底探索之旅。

2005年我国启动了在国际海底区域调查多金属
硫化物资源的计划，巧合的是寻找多金属硫化物资
源，需要先调查海底热液系统，而热液系统和冷泉系
统的调查方法一脉相承，因此，刚从德国回来的韩喜
球被委以重任，参与组织实施首次大洋环球科考航
次，并担任了太平洋和印度洋航段的首席科学家助
理。这个航次的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在西南印度洋
探测到了非常显著的热液异常区。

2007 年她担任了大洋一号第 19 航次第二航段
首席科学家助理再访西南印度洋脊热液异常区，成
功发现了海底“黑烟囱”，实现了中国人在该领域零
的突破，填补了国际上在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发现海
底“黑烟囱”的空白；第三航段韩喜球担任首席科学
家，成为大洋一号首位女首席科学家，也是我国整个
大洋科考史上第一位女首席科学家。 如今，韩喜球
已先后16次出海，累计有800多天在海上度过。她
带领团队在国际海底区域发现了8处多金属硫化物
矿床（点），圈定了50多处海底多金属硫化物矿床远
景区，还为新勘测发现的16个大洋海底地理实体命
名。这些调查成果，为我国圈定多金属硫化物资源

勘探区并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矿区申请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是一份事业也是诗和远方
在海底，热液喷口源源不断地喷涌出富含铁、

铜、锌、金、银等金属元素的热液流体，在高温热液喷
口周围堆积附近，可以形成高达数米到数十米的多
金属硫化物“黑烟囱”，然而在茫茫汪洋中要找到“黑
烟囱”无异于大海捞针。“深海探矿是一场时间与智
慧的双重较量，大到海上调查计划、实施方案，小到
具体调查和采样站位的布设、调查资料的判读，首席
科学家要为航次科学目标的实现负责。此外，还要
为人员与仪器设备的安全负责。”谈及远洋科考，韩
喜球坦言压力很大。远洋科考成本很高，一次决策
错误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首席科学家不仅
是荣誉，更意味着责任与担当。“科研没有捷径，必须
长期脚踏实地求索、积累和磨练，才能实现一点一滴
的突破。”

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我国远洋科
考的条件已经越来越好，但与陆地上的日子相比，漂
泊海上依然艰辛而清苦，“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自己的
工作，有的人觉得出海枯燥，但我总感叹海上时光太
匆匆，真希望多做一些调查。”

据说，在大海上的日子里，观星、赏月、填词作赋
都是韩喜球的爱好，或许远洋科考对于这位海的女
儿而言应该是，科研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
方。

“只要工作需要，我随时准备启航。”
本报记者孟佳韵

2003 年第七届浙江省青年科技奖获
得者，2006年获第八届中国林业青年科技
奖，2018年获浙江省食用菌突出贡献奖。
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省新世纪“151人
才工程”第一层次学科带头人重点培养人
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发酵工程重点
学科带头人。1985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
学微生物化学工程专业，2005年获得北京
林业大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食药用菌生
物技术与保健食品开发研究。现任浙江
农林大学中药保健食品研发中心主任、浙
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中药学
科教授。

无论是作为科技工作者、研究生导师还是公司
创始人，在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
吴学谦三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尽管转换过如此多
的身份和角色，却有一个相似点——都与“菇”的传
承与创新有关。

“天下香菇源，开史在庆元”。庆元县位于浙江
省西南部，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最
宜于香菇等菌类的生长。香菇鼻祖吴三公便出生于
此，所以庆元也被认为是“中国香菇城”。

吴学谦的故乡就是庆元县，作为吴氏家族原木
制菇技艺的第28代传承人，他潜心数十载，致力于
制菇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产学研结合，书写了制菇产
业升级发展新篇章。

创新篇 诠释传承与创新

1985年，从浙江工业大学微生物化学工程专业
毕业后，吴学谦便回到故乡庆元，开启了食用菌研究
的传承与创新之旅。他希望能学以致用，通过科学
知识来提升当地的香菇传统产业，带领庆元菇农脱
贫致富。

“香菇产业想进一步做大的话，必须要用现代
科技，在制菇技术上也要进行革新。”吴学谦说，原来
种植香菇主要采用原木，在深山野林里劳动效率比
较低，如果能够选育出更优良的香菇品种，采取高棚
层架栽培，比起野生孢子自然飞落上去，肯定要好很
多。

此后数年，他和庆元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员共同
努力，从各地野生香菇和引进国内外的香菇品种中，
成功选育了多个适合在产业中应用的香菇优良新品
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花菇是香菇中的上品，但其在原始的自然状态
下发生率很低，且价格昂贵。吴学谦带领课题组从
自然气候条件入手，使培养条件与香菇生长内因相
结合，首次探明了花菇形成机理，并据此研究总结出
了一整套花菇高棚层架栽培技术，促进了菇业从量
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使这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的技术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应用，大大提高了我国香
菇的国际竞争力，打破了日本香菇在国际市场上的
垄断地位。

在这期间，吴学谦争取到了去日本北海道国际
农业交流中心学习的机会，专门进修农产品加工技

术（包括食用菌加工）。也正是这趟日本学习之旅，
让他的内心有了很大触动。

“我们进行食用菌种植，主要是当成干香菇、鲜
香菇出售，附加值比较低。而日本当时已经从香菇
中提炼出香菇多糖，生产抗肿瘤的免疫增强剂。”吴
学谦深刻感受到，中国一产的种植技术虽然进步了，
但精深加工技术还是非常落后。

于是他带领团队集中优势“兵力”主攻食药用
菌精深加工技术，先后获得了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项目、国家948项目、国家863课题以及浙
江省重大科技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
其发明的灵芝多糖与三萜醇水双提去壁、灵芝孢子
粉水冷降温破壁等技术与装备获得了26项国家专
利授权，研发出了具有增强免疫力功效的破壁灵芝
孢子粉和灵芝提取物破壁孢子粉胶囊等灵芝系列保
健食品和虫草生物发酵菌粉。

迄今为止，吴学谦团队先后获省部级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7项，发表论文100余篇，编著出版专著7
部，获授权国家专利26项。

创业篇 探索产学研结合

1996年，组织上将吴学谦从庆元调到了丽水，
让其牵头组建了省级食用菌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进
行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系列尝试。

“当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里的很多论文和科
技成果被挂在墙上、锁在档案柜里，得不到转化。”省
科技厅和丽水科技局的相关领导找到吴学谦，希望
他能够选择一批食用菌成果进行转化，开展科技成
果创新服务的体制机制创新，并将省级食用菌创新
服务中心建设列入首批农业类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
项目，对他予以全力支持。

2004年1月，浙江益圣菌物发展有限公司（浙江
五养堂药业有限公司前身）诞生，由浙江省林科院、
丽水市食用菌研究开发中心和吴学谦等40名自然
人共同发起组建，专门从事食药用菌、中药保健食
品、中药的精深加工。

同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丽水参
加山海协作工程系列活动开幕式暨合作签约仪式，
开幕式后在考察丽水市科技成果展时，习书记在听
取了参加成果展的吴学谦对于相关技术成果研究进
展的汇报，询问了灵芝胶囊成果产业化的情况后，鼓
励他要引导食用菌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附
加值的提高转型升级。这与吴学谦在日本研修期间
获得的感触相一致，于是他明确了方向，下定决心要
把食用菌、中药材的精深加工搞起来，促进食药用菌
产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

时隔一年之后，浙江五养堂药业有限公司应运
而生。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大胆实践，如今的五养堂
已经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中药破壁饮片、三叶
青冻干饮片、保健食品GMP制剂等六大健康产品生
产线，实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提取物破壁孢子
粉胶囊等成果的产业化，并建立了现代化的质量与
技术中心，被省科技厅批准为中药健康产品省级高
新技术研究中心，产品远销欧美、日本和中国香港、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我觉得应该努力去践行习总书记的‘两山’理

论，带头把健康产业的一些科技成果和技术都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促进农
旅、药旅结合和三产融合发展。”吴学谦目前还是浙
江农林大学派驻遂昌县石练镇的一名省级科技特派
员，他告诉记者，五养堂在遂昌、龙泉、庆元、温岭等
地建了2000余亩的灵芝、三叶青等中药材标准化栽
培基地，让基地农户参与到二三产服务中，与农户共
同成立合伙企业持股五养堂，让他们共享全产业链
利益，带动农户致富。

“国家在政策上鼓励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转
化科技成果和创新创业，又提出了‘健康中国’‘健康
浙江’的战略。”吴学谦认为，是时代赋予了自己一个
很好的助力乡村振兴和服务大众健康的机会。

教学篇 投身于百年树人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浙江农林大学化学生物
学专业的二年级研究生陈哲名用“师傅”两字来定义
吴学谦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解释道，“师傅的含
义不只是教导我们学习，充当老师这一个角色，还要
像父亲一样，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后事业发
展。”

2016年4月，吴学谦作为学术带头人从浙江省
医科院保健食品研究所被引进浙江农林大学担任中
药学教授，一边教学一边进行研究工作。这让原本
就忙碌的他肩上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开始在
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陈哲名说，拜入吴学谦门下读研，对他而言最
大的影响就是明白了“聚焦”的意义。导师告诉他一
定要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当前最重要、最需要去做的
事情上，才能有所成就，这与吴学谦30多年专注于
制菇研究的不懈精神正相契合。

“我觉得在大学里学知识是一个方面，最重要
的还是要学会运用知识进行创新，让学生德智体全
面发展。”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是吴学
谦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老师的教学方
式应该与时俱进，从原来填鸭式、讲授式的教学，转
向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为主，充分发挥他
们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他还向年轻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提出了建
议。“首先当然要养成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其次要
打好专业基础，聚焦研究方向，寻求点上突破。”吴学
谦说，作为农林的科技人才，一定要立足培育优势特
色产业，从调研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入手，把论文
写在田头上，写在山林中，致力于产学研结合，为产
业的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未来，他表示将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年轻团
队的培养上，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使浙江农林大学
中药学科在创新研究上突出优势特色，特别是对于
促进“三棵小仙草”（灵芝、三叶青、铁皮石斛）三产融
合方面、浙江省“一亩山万元钱”不砍树也能富模式
的创新与技术推广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本报记者 甘玲

吴学谦 书写芝菇产业新篇章

韩喜球 “只要工作需要，我随时准备启航”

2005年第八届浙江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2008年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2017年获全国创新争
先奖。主要从事海底资源与成矿系统研究，现任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海底科学实验室副主
任，兼任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常委。多次担任中国大洋科考航次首
席科学家，带领团队在印度洋国际海底区域发现10多个金属硫化物矿化区，命名了16个海底地理
实体。曾任蛟龙号载人深潜航次首席科学家兼副总指挥和下潜科学家，在西北印度洋下潜考察海
底热液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