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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狂” 更要“破常规”

化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

其起点最早可溯源至中世纪的炼金

术。在论坛现场，赵东元结合甲骨

文与杜甫诗句，揭示了“化”字所

蕴含的变化之意——“造化钟神秀，

阴阳割昏晓”。在他看来，大自然

创造了万物，通过事物与事物之间

的相互变化，造就了大千世界。

1963 年，赵东元出生于沈阳的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尽管没有接受

过什么特别的训练，但从小就显露

出走上科研之路的潜质。他喜欢刨

根问底，梦想着长大成为一名科学

家。从本科到博士毕业，赵东元都

在吉林大学度过。他常说“我是一

名土生土长的博士”，直到工作之后，

才获得了出国做博士后的机会。

赵东元告诉《新民周刊》，他

对化学的热爱，早在中学时期就萌

芽了。初三期中考试，经过大学生

哥哥的辅导，赵东元的化学竟考了

100 分。从此以后，他对化学的兴趣

越来越浓，高考填报志愿时更是全

部选择了化学专业。

1998 年，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

究工作后，35 岁的赵东元决定回国

加入复旦大学。当时，赵东元获得

了第一笔 3 万元科研经费，买了一

台电脑，义无反顾地坐进简陋的办

公室。就这样，赵东元带着 5 名本

科生，一心扑到了介孔材料研究之

中。

介孔材料，一种表面分布着直

径在 2 至 50 纳米之间小孔的材料。

这些排列规则的小孔，不仅大大增

加了材料的表面积，还因为尺寸大

小和材料性质不同而发挥催化、吸

附、分离等功能。而赵东元的科研

方向，就是在不同材料上打出一个

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小孔。

赵东元自称“造孔之人”，“看

到任何一个东西，我总是在想‘能

不能造孔’”。刚回国那阵，他几

乎每周工作 80 个小时，连续十多个

小时泡在实验室里早已是家常便饭。

但他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研

究的突破不仅需要“工作狂”，更

需要“破常规”。

“传统介孔材料全部都是无机

非金属和金属基材料，我就想，能

不能创造出一种以有机高分子或碳

为骨架的介孔材料。”在之后的整

整 5 年里，赵东元和他的团队像是

行走在一条看不到光的道路上，直

到一位本科生大胆地提出了一种反

常规的实验方法，才打开了研究思

路。

2005 年，赵东元在《德国应用

化学》上发表文章，在有机—无机

自组装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有机—有

机自组装的新思想，并将实验方法

公之于众。至今已经吸引 60 多个国

家 / 地区的 1500 余家科研机构跟踪

研究。国际学术界评价这项研究的

贡献为“先驱”“里程碑”“突破”“重

要进展”等。

2008 年，赵东元及团队创造性

地提出了表面活性剂辅助界面组装

新方法，合成出具有中心发散介孔

孔道的功能性核壳有序介孔二氧化

硅，因其操作简单、重复性好，被

誉为制备壳—核结构介孔材料的经

典方法。也是这一年，赵东元被《科

学观察》列为介孔材料领域发表论

文及引用率世界第一位。

过去 20 多年里，赵东元及其团

队深耕介孔材料研究，开发大量介

孔材料的合成方法，创制一系列全

新的介孔材料，而他所创造出的新

材料，全部以 FDU（复旦大学）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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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关于

这个问题，赵东元一直在思考。

在他看来，真正伟大的科学发

现，可能不只是发在《科学》《自然》

上的论文，而是要给人类社会带来

进步，比如，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

万有引力之于牛顿，电磁感应理论

之于法拉第，这些都是伟大的科学

发现。

至于电磁感应的论文发表在哪

院士访谈

下图：赵东元 2021

年因北京领奖回来第

二天就提着布袋去给

本科生上课而出圈，

被亲切地称为“布袋

院士”。摄影 /周桂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