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校

园。已至深夜，月光照着积雪，不远处

的实验室灯光闪烁。这时，只听得小

路的雪地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一个

30多岁的中国人踏雪而来。每天，他

都要在这个时候从实验室经过这条小

路返回宿舍，因为他几乎全部的时间，

都在实验室中求学与科研。这是上世

纪80年代初，金亚秋在美国留学时记

忆最深的一幕。

后来，金亚秋成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

科学院院士，国家973首席科学家，复

旦大学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主任，我国电磁波物理与空间微

波遥感研究领域著名科学家。

即便“功成名就”，金亚秋都难忘

当年的这幕场景：“求学的时光是非常

神圣的，在异国他乡求学，使命使然。”

他常常提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夜

晚不灭的灯光，“一所大学是不是世界

一流大学，或许可以看看周末与假期

时，有多少实验室的灯仍然是亮着

的。”他又说过：“早九晚五从来不是科

研人员的时间表。”

卫星遥感是金亚秋的研究领域。

普通人可能对遥感所知不多。“遥”是

指在远距离的平台（如卫星、飞机等）

上，“感”是指该平台上的遥感仪器（如

雷达辐射计等）“观测探测的信息感

知”。雷达辐射计获得的电磁波散射

和热辐射的观测数据与图像，可以反

演重构观测目标的物理特性、种类、变

化状态的定量和定性的信息感知。如

大气温度湿度、降雨、海面风场、土壤

湿度、植被生长、积雪厚度等。

金亚秋介绍，卫星遥感从可见光

照相发展到红外辐射观测，再到全天

时全天候的微波遥感。包括被动的微

波遥感和主动的微波遥感。被动遥感

是测量观测目标本身发出的微波热辐

射；主动遥感通过雷达等发出电磁波，

再接收观测目标的散射回波。通过这

些观测得到的数据图像，根据物理机

制再来推算观测目标的各类物理特征

信息，如降雨强度、海风速度、树林高

度，还有高分辨率条件下舰船的种类、

车辆的种类等。遥感科学技术包括了

电子技术、空间科学、地球科学等综合

性科技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在遥感科技

领域十分薄弱。金亚秋带领他的团队

推动了卫星微波遥感的基础研究，并

应用在中国微波遥感事业发展中。他

在复杂自然环境目标电磁散射、辐射

传输、计算电磁与空间微波遥感信息

感知的研究，使得我国微波遥感的基

础研究达到世界该领域科学研究的前

列。随着中国遥感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风云气象卫星、海洋卫星、“嫦娥”探

月工程、目标识别等一系列中国走向

科技强国标志性成果的背后，都有着

金亚秋团队的贡献。

“中国的科技发展就是一直在奔

跑，从最初的追跑，到后来不少领域实

现平跑，我们还要在更多领域实现领

跑！”——这是金亚秋科研实践的历程

及梦想。

这个奔跑者、追跑者、平跑者，甚

至是将来的领跑者，曾走过一条怎样

的人生道路呢？

“不停奔跑”的他 要争当行业领跑者
怀揣报国之心，金亚秋院士力促 我国微波遥感科研闯入世界前列——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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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祖国切切实实作贡献
回顾回国后的30多年，金亚秋感慨道，当今中国的空

间遥感科技在世界上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学术

舞台上，出现了许多中国青年科学家的身影。“几十年来，

我们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重要的科研项目、有了很好的基

础，也培养造就了大量青年人才。”如今，他的许多学生已

成为多个国家重要机构、大学与研究所的科研骨干。在

他看来，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具备领跑的物质条件，

接下去，关键就看自己的努力。

遥感科技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是金亚秋及他的学生

们的最新研究方向。

金亚秋介绍：“我们希望在多模式遥感的条件下，能够

获得微波雷达内含的非视觉的目标特征信息。人生来有

光学视觉的眼睛，可以看照片，但是人看不见微波，微波图

像与光学照片不同，但凭眼睛看，看不出多少内容。我们希

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对于微波遥感目标图像，我们也能够形

成一个信息图像。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在

微波遥感的大数据当中获得大量内在的、物理的、定量的、

精细的、准确的特征信息。‘微波视觉’是我们首次在世界上

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我们现在主持承担了‘微波视觉’的国

家级重点项目，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任务，这个将是

我们实验室今后的最重要的任务。”

由中央电视台于1988年前后制作的一部讴歌我国科

技工作者的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中，有这

么两句歌词：“晨曦中你拔地而起，我就在你的形象里；当

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那年，正值金亚

秋回国。至今，他特别赞同和喜欢，觉得这首歌表达了几

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心声。他说：“爱国，就是要与为祖

国切切实实作贡献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整个民族都认

同和弘扬这样一种精神和观点，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伟大

的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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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代习画 让艺术与科研相通相融

孩提时代的金亚秋，偶然从同学

的哥哥口中听到了华人荣获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大新闻，悄然萌生了长大

成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美好梦想。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条件艰苦，资

源匮乏。金亚秋回忆道：因为缺少汽

油，当时的公共汽车上都顶了个大沼

气包。当时他就想，要为自己的祖国

寻找到足够的油气资源。正是这种

远大的志向，激发了金亚秋如饥似渴

的求知科学的热情。

金亚秋还有一个爱好：画画。他

曾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绘画组课余

学画近7年，这段经历给了他丰富的

文化修养和艺术历练。2013年，金亚

秋在给少年宫60周年庆典的“寄语

小伙伴”中说：“绘画教给你的不仅是

画画的技巧，更是观察世界、理解自

然万物的文化修养，它会在你人生的

每一个进步中闪光。”

几年前，金亚秋出版了一本画

册，收集了他近十年来于百忙之中抽

暇涂作的业余绘画作品。他谦逊地

说：“这些远不能算是艺术佳品，但表

达了我在科学研究专业之外的所见、

所思、所乐。”

中国许多大科学家均文理双修，

不仅是自然科学大师，而且亦是诗

人、书法家。金亚秋身上也具备这一

特质。他认为，探讨科学与艺术的关

系是一个十分有趣、有意义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艺术创

作，都是人类思考与表现客观世界的

创造性劳动，它需要从深刻的思索中

凝练智慧，致力于探索创造新的东

西。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科学

与艺术的教育都是理想与品格健全

发展的基础。

去年过生日，金亚秋为自己画了

一张贺卡，取名为“忘记变老”。画

中，一位老人在跑道上奔跑，越过终

点线后还在继续奔跑，丝毫不顾后面

闹钟的提醒。

北大毕业当工人 没有放弃学习和责任心

任教之初很艰苦
不断取得学术成果
金亚秋刚刚回国、进入复旦大

学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第10个年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

科研条件依然艰苦。金亚秋告诉记

者：“记得那个时候，我经常到复旦

大学物理系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而

当时物理系图书馆的杂志，大部分

都是影印版的，尽管是影印版，学校

用来购买的经费也非常有限。曾经

在影印本涨价的时候，物理系图书

馆不得不要停掉一些杂志。”

金亚秋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

一分钱的科研资助都没有拿过。他

的第一笔资助，是在上海航天八院

拿到的一个项目，总共5000元。他

获得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基金是

30000元。而他到北京去出差时，

坐的是慢车硬座。为了省钱，他也

曾花3元钱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度

过一个晚上。

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金

亚秋做了“开拓电磁波散射辐射传

输与空间微波遥感信息的基础领域

和重大应用的研究”。他作为首席

科学家，主持承担了我国在微波遥

感的第一个973项目。现在，他领

导的团队在卫星遥感与目标识别任

务、“嫦娥”登月下一期任务等，都继

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金亚秋曾经在一些场合，向记

者简要介绍自己的几个主要的学术

成果：

比如说，极化电磁波的散射与

合成孔径雷达监测信息的获取与处

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电磁波振

荡是有方向性的，称为偏振，也称为

“极化”。极化电磁波在复杂环境和

复杂目标上的散射与传播，在卫星

雷达观测的数据与图像的分辨率可

达到几个米，甚至到分米量级。如

何从这些数据图像中获取、处理、感

知、认知目标信息，金亚秋的团队在

这个领域中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获

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MIT研究生

1980-1984年

美国纽约城市大
学研究助理教授

1986-1987年

复旦大学教授

1988年-至今

当选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

2012年

获得IEEE GRSS
杰出成就奖

2015年

获得上海市科技
功臣奖

2016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

2011年

获得首届全国创
新争先奖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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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金亚秋最终的人生轨迹并

没有成为一名画家。1962年，他进入

上海中学住读。当时，学生只能周末

回一次家，学习生活非常紧张，老师

每次考试总要安排一道难度较大的

附加题，以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这

从未难倒过金亚秋，他的各门功课成

绩一直都是满分。1965年9月，金亚

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

理系，入学不到一年，他就开始自学

“四大力学”、数理方程等物理系高年

级课程。一年后，他门门都考满分。

一次期末数学考试中，金亚秋半小时

就答完了试卷，为等同伴而趴在课桌

上打起盹，使监考老师大吃一惊。

金亚秋说那时北大的校歌里有

一段：“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

镇乡野；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

三山五岳。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

春完成作业；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

中华震惊世界。”他说自己和同学们

就这样抱着“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

月”的思想，努力求学。

然而，金亚秋上大学的时代，正

值我国经历一段特殊时期。1970年，

北大毕业的他，却毕业分配到广西一

个偏远山区的化肥厂当工人。8年时

间，金亚秋仍然坚持学习，始终没有

放弃学习数学、物理和外语。

有一件事，让金亚秋至今引以自

豪。原来，化肥厂缺乏设备。怎么

办？金亚秋说：“我会画画呀。”当时，

许多工厂的设备都需要金亚秋来进

行改造。他常常跑到附近的工业重

镇柳州，去看那里的机器，先把它画

下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工厂重新画图

纸设计。从图纸开始，加工零件、装

配、施工，最后到使用，他全部包干。

数年前，广西的一位老同事来看望金

亚秋，说他设计改装的一些设备仍在

使用。金亚秋特别高兴：“在国家命

运多舛之际，我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

一份职责、贡献了我们的青春。”

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1978年，

中国科学院向全国招收首批研究生，

金亚秋选择了微波遥感专业，并在考

试中名列前茅，被中科院选拔为首批

100名公派出国留学的研究生。他大

学时的班主任知道后，特意赶到科学

院鼎力推荐：“金亚秋是个人才，放到

哪都能起作用！”

金亚秋回忆起当年考研究生时

的一则往事，颇为感叹。当时，他到

广西宜山县城去考研究生，住在一间

小旅馆。旅馆女经理第一天不知来

者何人，把金亚秋安排在一个不见阳

光、水房边上的小屋子。那是一个小

县城，金亚秋报考研究生的消息很快

就传到了女经理那里。第一天考试

结束后，金亚秋刚走回小旅馆，女经

理就笑嘻嘻地把他的住处换到了临

街朝阳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原本

是留给长途汽车司机的，那个时候长

途汽车司机能到不同的地方买到一

些别人买不到的东西，女经理一般把

最看重的一间朝南的屋子留给他

们。但是那次，她把这间屋子留给了

金亚秋。“老百姓知道了读书人的重

要性”，金亚秋很是感动，他重新回到

科学研究的队伍当中，并随即成为中

科院首批公派留学研究生。

学成后举家回国 夺得“科技奥运”金牌

1980年初春，世界驰名的麻省理

工学院电机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接

纳了一位来自东方的青年人。精力

充沛的金亚秋，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学

习工作到深夜，短短5年时间，他便

实现了“三级跳”：1982年获得科学硕

士学位，1983年获得电气工程师学

位，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世界顶尖的高等学府，金亚秋

触摸到国际先进科技的最前沿。麻省

理工校园的每幢建筑上都标着大师的

名字，如牛顿、达尔文，浓厚的学术氛

围让人陶醉，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

他想要回国：“我们在异国他乡工作，

仅仅是给人家做帮手，即使有所成就

也不过是给人家的花园锦上添朵花而

已。而我们回到国内，却可以站在世

界高科技的前沿，代表中国同其他国

家比一下，为中国科学兴旺尽力！”

1988年1月，金亚秋义无反顾地

举家归国，并来到复旦大学电子工程

系，着手创建电磁信息科学实验室。

回国的时候，他托运最重要的行李，

竟是整整两箱的麻省理工学院讲义，

因为过大过重，只能通过海运。

2008年，金亚秋出任IEEE《地球

科学与遥感学报》副主编，这是该刊物

首次邀请中国人参与。IEEE是国际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学术团体。金亚秋先后担任了

IEEE会士（遥感领域）评选委员会主

席、IEEE（遥感领域）杰出演讲者、

IEEE（遥感领域）大奖评委会委员等。

2015年，金亚秋在意大利米兰获

颁IEEE地球科学与遥感杰出成就

奖。他是这一奖项设立50年来第一

个欧美国家之外的获奖科学家。金亚

秋说：“我站上领奖台，就是中国科学

家能为世界人类做贡献的最好证明。”

而在他心中，这也是一块沉甸甸的金

牌，真正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实则来自

于“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且在外

国的土地上为中国获得了大奖”。

■ 金亚秋在实验室里和学生交流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