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瓜为果类植物，原产于南美
洲，哥伦布将其带回欧洲，后被葡
萄牙引种到日本、印尼、菲律宾等
地 ，明 代 开 始 进 入 中 国 。 李 时 珍

《本 草 纲 目》中 有 ：“ 南 瓜 种 出 南
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
矣。二月下种，四月生苗，引蔓甚
繁，一蔓可延十余丈……其子如冬
瓜 子 ，其 肉 厚 色 黄 ，不 可 生 食 ，惟
去皮瓤瀹，味如山药，同猪肉煮食
更良，亦可蜜煎。”

南 瓜 是 一 种 极 耐 贮 藏 又 甘 甜
的果实，它的优点非常明显，生命
力旺盛，沙滩、山脚 、地 垄 、墙 根 ，
随 处 种 下 ，随 性 生 长 ，且 产 量 大 、
易 成 活 、营 养 丰 富 ，荒 年 可 以 代
粮，故又称“饭瓜”“米瓜”。《北墅
抱 瓮 录》中 说 ：“ 南 瓜 愈 老 愈 佳 ，
宜 用 子 瞻 煮 黄 州 猪 肉 之 法 ，少 水
缓 火 ，蒸 令 极 熟 ，味 甘 腻 ，且 极
香 。”所 谓“ 子 瞻 煮 黄 州 猪 肉 之
法”，就是苏东坡制作东坡肉的方
法，可见那时人们已将南瓜视为喜
食之物。

光绪之前甚少见“南瓜”之说，
多以“番瓜”“翻瓜”“房瓜”“窝瓜”
称之，一方面是说它来自海外，一
方 面 是 说 它 体 量 巨 大 ，此 外 还 有

“金瓜”一说，因为它色泽金黄，且
有药用价值。鸦片泛滥时，南瓜常
被用作药物，以治疗烟瘾。

据记载，清代浙江海盐有个叫
张艺堂的少年，聪明好学，但家境
贫寒，无钱交纳学费。拜当时大学
问家丁敬身为师，第一次上门时，
张艺堂身后背着个大布囊，里面装
着送给老师的礼物。到了老师家，
他放下沉重的布袋，从里面捧出两
只大南瓜，每只重十余斤。旁人看
了皆大笑，而丁先生却欣然受之，
并当场烹瓜备饭，招待学生，这顿
饭只有南瓜菜，但师生却吃得津津
有味。从此“南瓜礼”在海盐一直
传为美谈。

南 瓜 柔 软 无 渣 ，味 道 醇 厚 香
甜，可蒸可煮，南瓜汤更是鲜甜可
口。当年在延安艰苦的革命岁月
中，有一首歌十分流行：“红米饭，
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毛委员和
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反
映了延安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中依
旧葆有乐观的革命精神，从另一个
侧面说明，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困难

时期，南瓜无疑功不可没。
以 擅 写“ 帝 王 系 列 ”长 篇 历 史

小说而著名的作家兼画家二月河
（真 名 凌 解 放），画 有 一 幅《南 瓜
歌》，题 跋 很 有 意 思 ，云 ：“这 瓜 名
叫南瓜，地里头长，也可搭架。城
里头有高楼有大厦，却稀见它，多
生在僻壤乡下，秉性愈是年景差愈
是长得佳，结得又多又大，旧时代
穷人瓜菜半年粮，说的便是它。三
年困难瓜菜代，指的还是它。这是
穷 人 瓜 ，是 众 人 瓜 ，是 功 勋 瓜 ，是
南无活菩萨瓜。”

南瓜为平民化食品，中国江南
地区每逢立春家家吃南瓜，院子里
堆放着大的小的、圆的弯的、黄的
绿 的 、老 的 嫩 的 ，各 种 色 彩 鲜 艳 、
瓜态各异的南瓜，以示迎春。一些
文人雅士在快要成熟的小巧“桃南
瓜”表皮刻上诗文或图案，随着瓜
的成熟，瓜皮上便留下了美丽的图
画和诗文，将它们置于案头，可增
添生活趣味。在西方许多国家，每
年 10 月 31 日的万圣节，人们会用
南瓜雕刻成一盏盏精美的南瓜灯，
那橘红色的瓜肉在瓜肚子里的烛
光映照下，透出“诡异”的红色，以
此来祛邪避鬼，欢度节日。

1981 年，著名出版家范用造访
吴祖光家，新凤霞画了一幅水墨南
瓜图送给他。新凤霞画好了，吴祖
光 特 地 在 画 上 题 词 ：“ 苦 乐 本 相
通 ，生 涯 似 梦 中 。 秋 光 无 限 好 ，
瓜 是 老 来 红 。”吴 祖 光 借 画 喻 他
和妻子新凤霞纯美的爱情。范用
特 别 喜 欢 这 幅 画 ，后 来 一 直 挂在
床头，每天醒来，就像看到他的两
位挚友。

红学大师冯其庸专爱画南瓜，
他在书中回忆道：“我家穷，小学五
年级失学，然后下田种地、养羊，什
么都会。抗战时家里没粮食，就吃
自 己 种 的 南 瓜 …… 以 南 瓜 代 饭 。
为了纪念过去那段难忘的岁月，我
的书斋就取名‘瓜饭楼’。”

“ 客 来 索 画 语 难 通 ，目 既 朦 胧
耳又聋。一瞬未终年七十，种瓜犹
作 是 儿 童 。”这 是 画 家 齐 白 石 题

《南瓜》的诗，画面藤蔓缠绕，瓜须
虬 曲 ，瓜 肥 叶 厚 ，天 真 而 浑 朴 ，细
细品来，悠远和闲适中一股乡土之
风扑面而来，画家心志、画中趣味
都令人赞叹。

□□徐廷华徐廷华

对 抗 疾 病 ，保 持 健 康 ，是
人 类 生 存 的 永 恒 主 题 。 服 用
药物是治疗疾病的有效手段，
也 是 生 命 科 学 研 究 与 应 用 的
最前沿。近年来，我国新药创
制势头良好，国际竞争力不断
增强，越来越多中国创新药在
国内外上市，为万千患者点亮
健康的希望。

制 剂 可 以“ 发 送 ”药 物 分
子 到 病 灶 部 位 发 挥 更 好 的 作
用 。 随 着 药 学 研 究 的 快 速 发
展 ，效 果 更 好 、尺 度 极 其 细 微
的创新药应运而生，这就是纳
米制剂。简单来说，纳米制剂
就是借助纳米技术，由原料药
和 辅 料 制 成 的 具 有 纳 米 结 构
的药物制剂。

大 家 知 道 ，当 一 种 材 料 小
到纳米尺度，就会产生许多奇
妙特性。纳米制剂中，药物颗
粒的粒径在 1000 纳米以下，与
普通药物制剂相比，具有明显
的 尺 度 效 应 。 药 物 分 子 制 成

纳 米 制 剂 后 发 挥 作 用 的 过 程
和游离状态的药物分子不同，
纳 米 聚 集 体 的 药 物 颗 粒 与 生
物膜的作用方式、作用强度以
及 体 内 转 运 过 程 等 均 发 生 改
变 。 与 微 米 级 的 药 物 颗 粒 相
比，药物分子从纳米颗粒中的
释 放 会 明 显 加 快 。 这 就 可 能
带来不同于以往的药效，显著
提高药物的溶解度、生物利用
度和病灶靶向性。

为制剂“保驾护航”，
把药物精准送达作用靶位

核 酸 ，包 括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核糖核酸（RNA），是
生 物 体 内 携 带 和 传 递 遗 传 信
息 的 关 键 分 子 。 在 新 药 创 制
领域，通过对核酸碱基序列进
行 设 计 ，可 以 制 造 出 预 防 、诊
断 和 治 疗 疾 病 的 新 型 药 物 。
然 而 ，从 核 酸 到 药 物 的“ 华 丽
转 身 ”面 临 两 大 障 碍 ：一 是 核
酸 进 入 人 体 后 ，好 比 面 临“ 世
界 末 日 ”，很 容 易 被 体 内 广 泛
存 在 的 核 酸 酶 快 速 降 解 、清
除；二是核酸分子的亲水性和
负电性，使其很难通过细胞膜

屏障，因而难以到达细胞内的
靶点发挥作用。

纳米制剂可以突破这两大
障碍。2018 年，全球第一个小
干扰 RNA（siRNA）药物上市，
在该药物中，核酸被装载在脂
质纳米粒中。静脉注射后，这
种 纳 米 粒 就 像 一 艘 运 送 药 物
的“诺亚方舟”，保护 siRNA 免
受核酸酶破坏。随后，进入血
液的纳米粒被识别为“异物”，
由吞噬细胞摄取，并被转运到
肝 脏 进 行 代 谢 。 这 种 自 然 的
靶向输送成就了首款 siRNA 药
物，因为它正好要去肝脏发挥
药 效 。 近 年 来 ，一 种 新 型
mRNA（ 信 使 RNA）疫 苗 上
市。相似地，该疫苗也是由脂
质 纳 米 粒 装 载 和 保 护 。 不 同
的 是 ，这 次“ 诺 亚 方 舟 ”走 的

“航线”不同：肌内注射。当纳
米粒进入肌肉组织时，可以自
动向注射部位附近的淋巴系统
转运。进入淋巴后，mRNA 分

子释放到胞浆，刺激人体免疫
系 统 产 生 抗 体 ，铸 成 健 康“ 盾
牌”，成就了一款新型疫苗。

多名科学家凭借 siRNA 和
mRNA 的新药研究，获得诺贝
尔 生 理 学 或 医 学 奖 。 如 果 没
有纳米制剂这个得力助手，这
些 故 事 也 许 不 会 发 生 。 上 述
成 功 案 例 还 带 动 了 纳 米 制 剂
蓬勃发展，成为当前创新药开
发的前沿热点。

提高药物的口服吸收率，
促进人体康复

我们知道，减少排斥反应，
对器官移植手术至关重要。科
学家也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
题，环孢素纳米制剂就是新的
尝试。环孢素是从土壤真菌中
提取的代谢产物，可以用于器
官 移 植 后 的 抗 排 斥 反 应 。 因
其在水中溶解度非常低，提高
吸 收 率 就 成 了 这 类 新 药 临 床
应用的一道难关。后来，科学
家将环孢素溶解在橄榄油中，
用于动物的原位心脏移植，实
验获得成功，开启了环孢素纳
米口服制剂的研发之路。

新 药 研 发 得 一 步 一 步 来 ，
要达到纳米制剂的水平，先要
做 到 微 米 数 量 级 。 第 一 种 上
市 的 环 孢 素 口 服 自 乳 化 浓 缩
液 ，是 将 环 孢 素 溶 于 玉 米 油 、
油 酸 聚 乙 二 醇 甘 油 酯 与 乙 醇
的混合溶剂中，临用前分散进
牛 奶 、果 汁 等 饮 料 ，可 自 动 乳
化 成 乳 剂 ，乳 滴 在 微 米 数 量
级 ，口 服 吸 收 程 度从 0 增加到
30%左右，有助于人类器官移植
的抗排斥反应。在研发过程中，
科学家发现乳滴大小影响吸收，
若把乳滴变小后喂给大鼠，其血
药浓度就会明显提高，这为纳米
制剂的开发开辟了方向。

于 是 ，环 孢 素 口 服 自 微 乳
化 浓 缩 液 研 制 成 功 。 虽 然 只
多一个“微”字，但凭借具有强
大 乳 化 作 用 的 表 面 活 性 剂 聚
氧乙烯氢化蓖麻油，该制剂遇
水或胃肠液后，可以快速自动
乳 化 成 平 均 粒 径 约 30 纳 米 的
微小乳滴，变身成真正的纳米

制 剂 。 本 来 难 以 口 服 吸 收 的
环孢素，吸收度从 0 增加到不
可 思 议 的 60% ，成 为 临 床 应 用
主流药品，拯救了无数生命。

与 之 相 似 ，在 环 孢 素 纳 米
制剂问世之后，还出现了纳米
晶等纳米制剂，使一批水中难
溶 性 药 物 的 口 服 吸 收 变 成 现
实，展现出纳米制剂的神奇效
果 。 为 什 么 纳 米 制 剂 可 以 提
高 口 服 吸 收 效 果 ？ 主 要 是 粒
子变小使表面积变大，增加了
药 物 与 吸 收 部 位 生 物 膜 的 接
触面积，因此纳米制剂可以携
带 药 物 分 子 跨 膜 吸 收 。 此 外
也还有其他原因，正在等待科
学家发现。

具备“隐身”功能，
不良反应少，药物效果好

有 句 俗 语 叫“ 是 药 三 分
毒 ”。 从 新 药 创 制 角 度 来 看 ，
这 句 话 道 出 了 降 低 药 物 副 作
用 的 难 度 。 比 如 常 见 的 抗 肿
瘤 药 阿 霉 素 ，经 过 静 脉 注 射 ，
药物随血液流向全身，在这一
过程中，阿霉素对肿瘤组织是
良 药 ，对 于 正 常 组 织 就 成 了

“毒药”，可能导致心脏毒性等
严重不良反应。另外，由于这
种流动性，血液中的药物分子
容易很快被降解并排出体外，
有效血药浓度保持时间短，不
利于临床治疗。

纳米制剂可以让更多药物
变 成“ 良 药 ”。 以 纳 米 载 体 脂
质体为例，它是一种具有双层
磷脂膜的囊泡，大小为几百纳
米 ，类 似 人 体 细 胞 膜 ，对 机 体
很 友 好 。 脂 质 体 如 果 装 载 上
阿霉素，就成了一种有效的抗
肿 瘤 纳 米 制 剂 。 因 为 肿 瘤 部
位 血 管 壁 不 完 整 ，出 现 了 更
多、更 大 的“窗 口 ”，纳 米 制 剂
便 容 易 在 肿 瘤 组 织 中 蓄 积 。
而且，肿瘤部位淋巴系统不完
整 ，清 除 功 能 下 降 ，进 入 肿 瘤
的纳米粒不容易被清除，阿霉
素更容易发挥药效。

药 效 时 间 短 的 问 题 ，则 可
通 过 激 活 纳 米 制 剂 的“ 隐 身 ”
功 能 来 解 决 。 为 避 免 纳 米 制
剂 进 入 血 液 后 被 吞 噬 细 胞 吞
下 、转 运 到 代 谢 器 官 肝 脏 ，科
学家在脂质体表面连接很多聚
乙 二 醇 长 链 分 子 ，形 成 保 护
层。由于保护层的亲水、柔软
变形特性，人体的吞噬细胞就
难以吞下脂质体。这样，修饰
过的脂质体可以随血液长时间
循环，就像隐形战斗机躲过侦
察打击一样，这类脂质体因而
被称为隐形脂质体。既能集中
进入肿瘤部位，又能“隐身”长
时间循环，以阿霉素隐形脂质
体为代表的隐形纳米制剂，将
实现更多“高效低毒”功能。

纳米制剂的更多优异特性
还 有 待 发 现 。 未 来 ，更 精 准 、
更 智 能 、更 高 效 、更 安 全 的 纳
米制剂，不仅可以用于疾病的
治 疗 ，还 会 拓 展 到 包 括 预 防 、
诊 断 以 及 康 复 在 内 的 大 健 康
领 域 。“ 诊 疗 一 体 化 ”纳 米 制
剂、集多种治疗手段于一身的
多功能纳米制剂、预防和治疗
性纳米疫苗等都已在研发中。
前沿科学交叉融合步伐加快，
研究人员正在综合运用高分子
材料、生物信息、人工智能等多
种跨 学 科 技 术 ，创 制“ 按 时 起
效、按需起效、精确响应、方便
可控”的智能纳米制剂。

科 技 发 展 越 来 越 快 ，新 药
创 制 还 得 慢 工 出 细 活 。 每 一
种 药 物 上市，都是一个跨越数
年 、十 数 年 甚 至 数 十 年 的 故
事。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样
的坚持当然是值得的，也是必
须的。相信随着基础研究水平
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纳米制剂毫厘间的科技创新，
将会书写新药创制新的篇章，为
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据《人民日报》，有删节）

科技大观

对何继善来说，他的征途在
广阔却隐秘的深地世界中。

过去 60 余年里，他致力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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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伪 随 机 信 号 电 法 ”

“拟合流场法”和“广域电磁法”
为核心的地电场理论体系和相应
的系列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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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但谈及过往工作，何继善谦
虚地说“惭愧”。他认为，做这些
事是本分，是为国家需求而做。

如今耄耋之年的何继善，仍
然 生 活 自 律 ，关 心 国 家 大 事 ，每
天 满 负 荷 工 作 。 他 还 经 常 吟 诗
作赋、挥毫泼墨。近期，他正在将

住处的一间房改成模拟实验室，
方便团队做研究。不过他说，真
正的实验室在广袤的大地。

心怀大志 向往崇山峻岭

因日军侵略而颠沛流离的经
历，让年少时期的何继善坚定了
努力读书，改变国家积贫积弱面
貌的决心，父母也十分重视他的
教育问题。奈何逃难 和 恶 性 通
货膨胀，迫使何继善多次辍学。

1949 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何继善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工
作机会。几年后，国家实施第一
个五年计划，何继善走到工业建
设第一线，前往湘东的钨矿当化
验员。

除了给矿场做化验，何继善
还化验当地地质队送来的样品，
因 此 有 机 会 听 地 质 队 队 员 讲 述
于崇山峻岭间探索的精彩故事。
这让何继善的心中充满了向往，

“感觉他们很神秘，很了不起”。
尽管上岗前参加了培训，但

何继善总觉得基础薄弱，很多文
章看不懂，对操作规程不太理解，
盼望着能有继续深造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1956 年 ，
党 中 央 发 出“ 向 科 学 进 军 ”的 号
召，同时号召具有条件的在职干
部报考大学。组织部门本来联系
何继善去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
大 学）学 习 分 析 化 学 ，但 遗 憾 的
是，这一年此专业并无招生计划。

突然，地质队员们口中神秘
的 地 下 世 界 出 现 在 何 继 善 脑 海
中，燃起了他更大的求知欲。于
是 ，他 报 考 了 东 北 地 质 学 院（现
已并入吉林大学）的物探系金属
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后，他被分
配到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任教。

从那时起，何继善便开始醉

心于给地球“把脉”，翻山越岭、
风餐露宿地做考察、搞实验。至
今，他仍能细数为了做调查而闯
入野外无人区的种种：悬崖边蜿
蜒崎岖的山路、山脚穿背心山上
套毛衣的温差、只蘸一点辣椒和
盐巴调味的伙食……

实践过程中，何继善有了新
的感悟，“发现我们和其他国家，
在 科 学 技 术 方 面 有 不 小 的 差
距 。 我 们 如 何 能 够 迎 头 赶 上 ？
自 己 又 能 做 什 么？”何 继 善 不 断
思考着。

挑战“权威”设计符合国情的仪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何继善
因 重 编 教 材 需 收 集 资 料 ，到 广
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地
开展矿产资源调查。

当时，虽然云南个旧锡矿资
源十分丰富，但浅部已经开采殆
尽，深部锡矿的探测工作也因地
形 陡 峭 崎 岖 对 电 场 的 畸 变 而 举
步 维 艰 。 当 时 地 方 冶 金 局 利 用
的“ 坐 标 网 转 换 法 ”这 一 地 形 改
正方法，并不能降低地形因素对
地电场分布的影响，因此探测误
差很大。

“ 坐 标 网 转 换 法 ”是 从 苏 联
引进发展的，是一项全国推广的
成果。而在云南开始研究后，何
继善发现，“坐标网转换法”的基
本数学依据是“保角映射”，这是
一种二维理论，但野外环境都是
三维立体的。

在查阅资料并反复计算、实
验后，何继善大胆提出了点源场
电阻率地形改正方法，帮助当地
很快找到了锡矿，其预测准确率
达 85% 。“ 可 以 说 是 奇 迹 了 。”何
继善为此感到骄傲。

这件事也让他意识到，电法

探测仪器的设计和利用，不能盲
目地实行“拿来主义”。“仪器本身
凝聚了设计者的思考，它应该符
合国情，体现我们国家的特点。”

何继善认为，中国国土区域
经历了多次大的地质构造运动，
矿 产 资 源 受 到 改 造 或 破 坏 的 程
度 大 ，导 致 探 测 难 度 大 大 增 加 。
相比之下，国外地质构造没那么
复杂，所以他们提出的理论和技
术在中国可能“水土不服”。

到了 70 年代，国外学者通过
将 电 磁 波 曲 面 波 方 程 简 化 为 平
面波方程，获得了“视电阻率”参
数的近似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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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MT 法），至
今仍被推崇。

但何继善对此方法提出了质
疑。“西方学者聪明反被聪明误，
把曲面波看成近似平面波，方程
简 单 多 了 ，容 易 得 出 近 似 解 ，但
探 测 深 度 和 分 辨 率 会 受 限 。”何
继 善 分 析 道 。 随 着 探 测 深 度 的
加 大 ，CSAMT 法 的 公 式 误 差 迅
速加大，其分辨率明显降低。

为 了 实 现 更 精 细 准 确 的 探

测 ，为 国 家 找 到 更 优 质 的 资 源 ，
何继善开始了长达 10 余年的研
究，并最终于 2005 年提出了精确
求解地下电磁波方程的“广域电
磁法”。他还基于该理论研发出
电磁探测成套装备，为勘探工作
提供科学支撑。

从应用效果看，与 CSAMT 法
相比，广域电磁法将探测深度从
1.5 公里增加至 8 公里，而且在相同
条件下，其收发距离和信号强度都
远优于 CSAMT 法。在何继善看
来，广域电磁法“更具生命力”。

不计得失 做对国家有用的事

何继善做研究有个习惯，在
没 有 完 全 把 握 之 前 ，不 立 项 ，也
不申请国家经费。

“不管是双频激电法还是广
域电磁法，我都是根据国家的需
求去做的，但我没有一开始就向
国家要钱。”他说，怕万一失败造
成浪费。

广域电磁法提出后，何继善
自筹经费，启动设备研发和相关
实验。2007 年，他找到大庆油田
相关领导，请求帮忙提供一块深

部情况已知的场地，对广域电磁
法进行验证。对方欣然应允。

那年冬天，何继善和团队一
起 租 住 在 场 地 附 近 的 小 旅 馆 。
低于零下 20 摄氏度的天气，旅馆
却 舍 不 得 烧 煤 。 大 庆 油 田 的 同
志们得知后，立刻送来了煤和棉
大衣，这让何继善倍感温暖。

最终，勘探油气的试验取得
成功，第一次证明了广域电磁法
的探测深度、分辨率以及各项指
标，为后续的推广应用工作打下
了基础。

双频激电仪的研制更是花费
了 何 继 善 不 少 心 血 。 他 专 门 跑
到 上 海 买 了 包 括 集 成 电 路 在 内
的 5 套 器 件 ，还 请 了 来 自 黑 龙
江 、甘 肃 、辽 宁 和 云 南 搞 维 修 的
技术人员，专门制作仪器。

技术人员既不懂双频激电的
原 理 ，又 不 了 解 集 成 电 路 ，何 继
善只得给他们集中授课，一边教
一 边 做 。 其 实 何 继 善 也 是 自 学
成才。大学期间，他只上了电子
管相关课程，后来需要的晶体管
和集成电路知识，都是自己翻书
研读掌握的。

大概过了一年，大家弄清了
原理，做成了仪器。何继善便让
他们带着成果各自回到家乡，进
行试用推广，最终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

“我的每一次设计发明，都是
由相应的理论、仪器、技术组成的
体系。”何继善说。只提理论、发
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根据理
论设计仪器，还要形成一套技术
规程，使之在工程中发挥作用。

做对国家有用的研究，何继
善向来不舍昼夜，不计成本。

“ 我 国 有 3 条 储 能 丰 富 的 地
热带，资源丰富。地热开发相对
来说更经济、稳定、环保且安全，
对 保 障 国 家 能 源 安 全 有 重 要 意
义。”何继善说。近几年，他指导
团 队 在 东 南 沿 海 、云 南 等 地 区 ，
进行了地热分布的探测和研究。

万事开头难。他盼望着尽快
推进地热资源的开发，并早日实
现 大 规 模 商 用 ，惠 及 千 家 万 户 ，
为 我 国 实 现“ 双 碳 ”目 标 添 砖 加
瓦 ，为 践 行“ 为 国 分 忧 ，为 民 造
福”的理念而不懈奋斗。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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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

纳米制剂纳米制剂——
让药物作用更精准更有效让药物作用更精准更有效

□□张张 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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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 晨晨

愈老愈佳是南瓜愈老愈佳是南瓜

何 继 善 ，1934 年 9 月 1
日 出 生 于 湖 南 省 浏 阳 县 ，
应 用 地 球 物 理 学 家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1960 年 ，何
继善从长春地质学院物探
专业毕业。1994 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
致 力 于 地 球 物 理 理 论 、方
法 与 观 测 仪 器 系 统 的 研
究，几十年始终不渝，艰苦
探索，研制、开发出一系列
独具特色的地球物理勘探
仪器，应用于生产，获得巨
大成功。他的一系列开拓
性 研 究 成 果 ，使 中 国 在 频
率 域 电 磁 法 领 域 独 树 一
帜，远居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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