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路达：以兴趣为师，做一流科研
文/本刊记者 何中花

王路达，“青年千人计划”专家，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纳米科技
中心的特聘研究员。 2009年，王路达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9

年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为北京大学前沿

交叉学科研究院纳米科技中心的一员，谈到回

国初衷，王路达说：“回来是想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同

时也离家人和朋友更近一些。”

从中国到美国，一步步打开科研世界的大门

2002年至2009年，王路达先后取得了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王路达有着很强的求知欲，在

完成本专业工程方面的课程外，为打下理科基础，他还

选修了应用物理为第二学位。在汲取知识的同时，王路

达在北航亦学到了刻苦钻研的态度、高效的学习方法，

这些为其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七年的

学习，激发了我的科研兴趣，开拓了我的思维，为我以

后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2009年秋季，王路达前往美国继续深造。2014

年，王路达获得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博士学位，同

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主要从事低维碳材料

在纳流体及分离膜方面的研究。

“去科罗拉多博尔德分校一方面是家庭因素，我的

太太在那学习；另一方面是想去美国看一看，学习先进

的科学技术。”王路达坦言，当时并没有考虑清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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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控孔等。

“亚纳米孔石墨烯分离膜的制备

是很困难的，它和电学、光学的膜制备

要求不同。能直接制备带有均匀亚纳米

孔或纳米孔的膜吗？怎样制备出品质高

的亚纳米孔膜？如何进行实际应用？如

何开发表征亚纳米孔的相关设备？”面

对这些困难，王路达并不畏惧，相反这

些挑战正是吸引他的地方。

与一些同行专家交流后，王路达

认为中国现在很多关于石墨烯的研究还

停留在较低层面。比如将石墨烯或碳材

料仅用作辅助，作为“添加剂”加到现

有材料中，这样做短时间内会引人注

目，但缺乏核心竞争力，并非长久之

计。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院士

曾说，“石墨烯业内人士要有担当精神

和工匠精神，扎扎实实面向产业做技

术。”致力于中国石墨烯高端领域的研

究，掌握石墨烯技术的制高点，是王路

达一直坚持的事情。

对于今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上施一公委员提出的“科研工作者不

能唯论文是瞻”这一观点，王路达表

示：“博士后合作导师Rohit Karnik在

评上终身副教授时曾经告诉他，在麻省

理工，大家不会以论文是瞻，只凭一篇

开创性的文章也可能获得终身教授的荣

誉，而文章水平差，即使发100篇也无

济于事。”只追求论文，最后达到的也

只能是论文。科研工作者应该回归科研

本身，寻找根本问题，完成了重大科研

突破，好论文是水到渠成的。

既要做科研，又要写论文、做讲

座，那么如何安排好时间使工作效率最

大化呢？

“其实挺难的。走上科研这条

路，你会发现时间永远不够用。课题一

个接一个，若将所有事情做完你发现需

要100个小时，但你只有60个小时怎么

具体要走的路，但对科研的兴趣和对未

知的好奇心是非常明确的。进入麻省理

工学院，和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者一起

做科研，王路达开阔了眼界，也对自己

的科研能力更有信心了。

在美国九年的学习和研究经历，

使王路达领悟到只有拥有对科学的热

爱，才能在科研道路上走得长远。“如

果只为了完成一个工作或一个任务，做

出来的成果可以达标，但终究达不到顶

尖。”如何培养学生对科学的热爱呢？

关键看教育。

“美国注重个性，每个学生都是

独特的，因材施教；中国则注重共性，

追求公平，但没有兼顾那些具有独特天

分的学生。例如高考，除非一门学科获

得国家级或世界级竞赛奖才有机会直通

大学，否则就必须参加高考，按总成绩

选择学校。这样一来，对于某些学科特

别感兴趣但总成绩不高的学生很可能就

被淘汰了。”

一边开展基础研究，一边进行应用

探索

目前，作为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

科研究院纳米科技中心的特聘研究员，

王路达主要从事分子级别流体、气体分

离、海水淡化等液态分离、基于纳流体

的传感器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是相关联的，在基础

研究方面，主要是研究气体或液体分子

与亚纳米孔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分子输运

的影响。在应用探索方面，则是积极进

行各种分离应用的尝试，旨在缓解和解

决环境和资源问题。”

王路达对研究内容不挑，看重的

是研究本身的乐趣以及训练、提升的过

程——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归纳总结成一篇论文等。单一的纯

基础研究或者纯技术应用，并不是王路

达的兴趣所在，他想做的是兼具基础研

究深度和应用前景的科研，一边开展基

础研究，一边探索应用。那么他的研究

有哪些应用前景呢？

一是解决水资源短缺。这不仅是

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

上的水是不缺的，但大部分是海水，无

法直接饮用和灌溉，那么怎样让它为我

们所用呢？这就需要一个淡化的过程，

将水分子和盐离子分离。”二是促进洁

净能源的利用。“天然气是比煤更加清

洁的能源，天然气的使用可以减轻雾霾

等空气污染，但天然气需要一个纯化的

过程，如把天然气中的甲烷和二氧化碳

分离开。”三是用于现代医疗相关。如

肾功能衰减的病人，需要做血液透析。

更高效的分离膜可以减少透析时间以及

实现透析设备小型化。

尽管应用前景广泛，但只有解决

了基础研究问题，才能把研究成果应用

到相关领域，王路达表示。

王路达及其团队关注的基础问题

是：怎样制备均匀、高密度、有分离特

性的亚纳米孔，亚纳米孔分子之间怎么

相互作用，如何确定孔的大小和形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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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则需要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决定

先后顺序。”王路达坦言自己仍在不断

优化自身的时间管理。

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坚持走科

研原创之路

2018年，王路达结束了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博士后的研究，入选国家第

十四批“青年千人计划”并回国工作。

“这个政策非常重要。有的时

候，出国的时间越长，就越爱国。一直

待在国内，看到的多是国家的缺点，出

国以后才会发现无论祖国有多少缺点，

自己还是想着念着这个国家。‘青千’

政策出来前，国内待遇远不及美国，没

学生、没设备、没支持，回来怎么生存

呢？满腔热血、身怀绝技，却没有用武

之地，不能发光发热。这个政策出来

后，就有了一个好平台，有抱负、有情

怀的青年科学家们大部分都会选择回

来，为国效力。”

人才培养是“国之大计”，如何

培养人才、挖掘人才、用好人才？王路

达认为麻省理工学院在这方面值得借

鉴。“他们是真正为了培养人才，不是

单纯地追求指标。在麻省理工，学生是

自己的主人，他们自主决定自己要走的

路。打算创业的人，一方面要有为社会

做贡献的认知，另一方面还需具备融

资、投资、管理、运营等各项知识，这

些在麻省理工都有专门的课程和培训。

最优秀的人未必去当教授，关键还是看

个人选择。”

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想要直接转

变成麻省理工这种模式并不现实，能做

的是通过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充分尊

重个人选择、营造自由发展空间、给予

相应配套支持等多种措施逐步向发达国

家看齐。

一个国家缺乏创新，就极有可能

被扼住“命运的咽喉”，近期的中兴禁

芯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王路达认为，

芯片、石墨烯等高端产品或材料，通过

“拿来主义”赚快钱，追求“短、平、

快”效益，是一定会被别人“卡脖子”

的。这也是他看重基础研究的原因——

虽然难，一旦有所突破，就走在了创新

前沿，掌握了科技制高点。

“中兴禁芯并不是一个坏事情，

中国能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有些人盲

目自大，看见美国老旧的基础设施便嗤

之以鼻，可他们不知道美国掌握的是

核心人才机制和创新环境。我国的创

新之路还很长，这也是我选择回国的

原因——做出属于中国的核心高端技

术。”

当然，想要做出创新成果，稳固

的基础支持、强大的技术储备、专业的

科学训练、精湛的学科知识、先进的科

研理念以及自由的科研环境均缺一不

可。“中国的很多科研领域，都是先模

仿，再弯道超车。我不赞同这种做法，

我认为科研必须要求原创。因为科研成

果发表有滞后性，当别人成果出来后再

跟着做，你就晚别人2-3年，那么你也

就永远只能跟着做。我追求的是培养一

流的眼光，做一流的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