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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外，在尹文英的科研长征

中，还有两项不能忽略的开拓性成果———鱼病防治研

究和土壤动物学研究。这两项分属不同领域的研究有

一个共同点———和国家需要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百姓十分缺少蛋白质，大量

饲养淡水鱼是增加蛋白质供应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

在当时，国内池塘养鱼的死亡率很高，从鱼苗养到一斤

多的重量，鱼的死亡率在 50%左右，最高可达 80%。

尹文英和团队成员经过 3 年的辛苦付出，取得了

突出成绩。通过对大量数据分析总结，他们先后总结出青

鱼肠炎病、赤皮病等近 20 种鱼病的有效治疗及预防方法，

并制定出一套有效的防病养鱼措施。

1956 年至 1960 年，尹文英团队又赴东北三省和内

蒙古进行鱼类相关工作的调查，积累了大量鱼类寄生

虫的种类鉴定及多种鱼病相关资料，为后来我国“鱼病

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家提出科学为生产服务的

宏伟目标。尹文英敏锐地发现，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耕地土壤及其生产

力的维持，而土壤生物资源正是耕地土壤的“肥料厂”

和环境污染的“清洁工”。

于是，在继续原尾虫研究的同时，她开始酝酿在中

国开展土壤动物学研究。

尹文英联合国内外专家首次在我国开创了较大规

模的、系统性的土壤动物学研究。此后 10 余年，他们跑

遍我国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 7 个不同地理区进行土

壤动物的本底调查，编写出版了包含 1400 多属、涉及 8
个动物门的《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等 5 部专著，为

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合

在尹文英辉煌的科研生涯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她的这项成果，实现了我国原尾

虫研究从 0 到 1 的突破。

为了对我国原尾虫进行进一步的系统性研究，尹

文英和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跋山涉水，走遍各种土壤

类型地区，在我国多个省份进行采集调查。

终于，在 1965 年，尹文英首次发现了一种形态独

特的原尾虫———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

华蚖科，也是原尾目的第 4 个科。

自 1980 年开始，与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进化生物学

研究所、超微结构和系统演化实验室教授达莱合作，开

始了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之后 10 年，他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先后对 8 科、16
属、20 多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的观察和比

较。发现它们无论是外形上还是结构上都极富多样性，

从而揭示了原尾虫精子的进化路线，验证和完善了原

尾虫的分类体系及各类群间的系统发生关系。

尹文英将当时世界上已知属、种重新分群，建立

了与图格森完全不同的原尾虫分类体系，包括 2 亚

目、8 科和 17 亚科的新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

国同行、专家所采用，成为原尾虫分类学研究的新里

程碑。

尹文英在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杰出

成就，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为我国原尾

虫研究走在世界前沿作出了卓越贡献。1986 年，尹文英

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 年获“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直到 2002 年，80 岁高龄的尹文英还主持了一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

统演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用她自己的话说，“这类只

有 1 毫米长的细长小虫，过去在我国没有记载过，后来

这些微小的虫子竟成了陪伴我后半生的可爱伙伴。”

研究方向和国家需要紧密相关

“勤学肯干、努力实干”是大家对郭正

瑞的评价，换成他自己的话就是：“既然干，

就别晃荡”，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月 3 日，在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

公司设备与动力中心《科学导报》记者见到

了数控维修“大拿”郭正瑞。在采访中了解

到，自参加工作以来，郭正瑞一直从事数控

设备维修及技改搬迁工作，以严紧细实的

工作作风，圆满完成了各项维修技改搬迁

任务，多次在国家级、省部级、院级和公司

级技能大赛中获得名次，先后荣获国家级

技能大赛二等奖、三等奖，省级“三晋技术

能手”“省国防科技工业技术能手”等荣誉。

虚心学习本领强

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的郭正瑞，于

2019 年正式进入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走上数控设备维修岗位。

上班第一天，公司正在对一台大型镗

铣设备和龙门铣床设备进行改造。理论知

识学得十分扎实的郭正瑞第一眼看到这

些“真家伙”，还真是有点懵。看着一张张

复杂的机床电器原理图，“晕晕乎乎”的

郭正瑞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啃下这些

“硬骨头”。

于是，他拿起图纸认真琢磨，遇到看

不懂的地方，就及时向维修师傅请教。等

师傅把镗铣设备改造完，郭正瑞对设备

的基本原理也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之

后，师傅着手对龙门铣床进行大修，师傅

在前维修一步，郭正瑞就在身后记住一

点，一边学、一边记，并在心里默默演练。

在师傅的帮助下，他开始动手给机床布

线、接线，一点点积累实操经验。

咬定故障不放松

公司有台设备总是报“急停故障”，

但是每次检查时，编程控制器上却显示

“设备故障”。看似没太大区别，但是检修

起来却是两个方向。即使室偶发问题，也

会因为检修时间而耽误生产进度。郭正瑞

把问题装在心里，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

他一遍遍认真检查故障设备，不放过

任何一个可疑点，不停地研究着急停控制回

路、伺服驱动器、液压电机……可依然无法

排除故障。纳闷中的他突然有了新的思

路———是不是“装错了筐”？随着新思路的形

成，郭正瑞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设

备厂家为了省事，把轴的硬限位和油位开关

的报警程序都编在了急停报警里面。通过重

新编程，故障问题得到解决。

多学习、多动手，遇到问题不放弃、

直面困难勇攻关，成为郭正瑞解决难题、

完成任务的法宝。

主动作为保进度

随着公司承担的产品任务量增长，

为实现保成功、保交付目标，郭正瑞所在

的设备与动力中心要求全体职工聚焦中

心、服务中心，切实以创建“学习型组织”

为契机，努力提升精准保障的能力和水

平。在郭正瑞看来，自己作为一名设备维

修人员，职责就是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主动放弃了许多陪

伴家人的时间，默默坚守岗位尽己所能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记得有一年春节假期，随着一阵急

促的铃声响起，正在值班的郭正瑞迅速

行动，原来是一台捷克镗铣床发生故障。

“故障严重吗？啥时候能修好？生产

进度很急，你们要尽快帮我们解决啊。”言

语中，郭正瑞感觉到操作人员的焦急。而

此时，他的心里也一样焦急，恨不得自己

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问题；恨不得自己拥有“三头六臂”，能用

最短时间解决问题。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细心的郭正瑞终于发现了端倪，并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故障得以解决，为保证生

产进度争取了宝贵时间。看着设备正常运

转起来，郭正瑞笑得像个孩子。

凭借过硬的技术，郭正瑞先后在第五

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机电

设备维修工（智能制造生产运维方向）项

目中荣获三等奖，在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

大赛中荣获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二等奖。

郭正瑞表示，比赛是一个很好的技

能提升平台，让他有机会与全国各地的

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对此倍感荣幸。同

时，他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智能制造的相

关知识，也了解到行业发展动态走向。荣

誉不仅是对他工作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

对他未来工作的一种鼓励。他会继续将这

种热情和努力投身到今后的工作中，为公

司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郭正瑞 姻 受访者供图

尹文英在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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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立志
科学报国

1922 年，尹文英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大时村。她

的父亲尹赞勋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尹文英还不满一岁时，尹赞勋赴法国留学。尹

赞勋留学期间，尹文英的母亲每天忙于家务和生计，

没有过多时间照顾小孩，这让尹文英得以在毫无约

束的环境中长大。她热爱大自然，性格活泼善良。

在父亲回国前，尹文英一直处于“放养”状态，几

乎没读过任何书。尹赞勋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女孩子

也应当和男孩子一样读书，去开拓自己的前程，于是

把尹文英送到了私塾读书。

由于尹赞勋的工作地点经常变动，尹文英也跟

着辗转各地。1931 年，父亲把 9 岁的尹文英接到北

京。到北京后，尹文英插班进入北京第二小学读书，

学习和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由于之前受的都是传统私塾教育，与北京的学

校教育大不相同，尹文英有部分课程跟不上进度，父

亲不仅经常鼓励她，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她。在

父亲的帮助下，尹文英慢慢追赶上了同学们的学习

进度。1934 年，尹文英考入北平华光女子中学。

在北京学习、生活的几年时间，尹文英心中的爱

国种子开始萌发。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尹文英

这样写道：“由于当时我们科学技术落后，日本侵略者

蠢蠢欲动，欺压百姓，倾销日货，我也随着学校组织的

学生宣传队多次到街头宣传爱我中华，抵制日货。那

时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爱国、强国的思想。”

1936 年春，尹赞勋调到南京工作，尹文英也转学

至南京。仅 1 年多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

开始，南京市区遭到日本飞机日夜不停的轰炸，尹文

英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尹文英的生前自述中，她过去比较顽皮、好

动，在学习上也不太用功。但抗战爆发后两年多的

“颠沛流离”，让她深深体会到，“只有国家强盛起来，

才能免受列强的侵略，而国家要强盛首先要发展科

学技术。”

此后，尹文英一改之前的学习态度，开始发愤图

强，并立下科学报国的志向。直到晚年，尹文英依然

清楚记得自己 19 岁时参加比赛写的一篇获奖作

文———《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

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尹文英首先想到的是地学。

除受父亲影响外，选择地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报地

质或矿产系，将来可能找到贵重的资源贡献给国

家。”

实现我国原尾虫研究从 0到 1的突破

■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郭正瑞：设备故障的“克星”

她是国际公认的原尾虫研究权威专家、中国土
壤动物学的奠基人、我国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的
开拓者。

她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
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多个奖项。

她就是河北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昆虫学家尹文英。

K 科技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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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合庆镇东侧的长江岸边，海鸥徘徊

逐浪，堤坝上浪花阵阵。每每从此路过，杨戌雷都会觉

得心旷神怡，也愈发为自己的工作自豪。

他所在的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白龙港污

水处理厂就坐落在此，他是污泥处理车间主任，肩负

着守护一江碧水的重任。“80 后”的杨戌雷在这里扎

根 20 余年，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上海污泥处理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全过程，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突

破职业“天花板”，从一名技校生逐步成长为国内污泥

处理行业的蓝领专家。

创造自己的经验

在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车间，城市治理现

代化表现得格外具体：承担着上海约 1/3 的污水处理

量，一年相当于 81个西湖的年蓄水量，日处理污泥就

达 486 吨干基。就在 21世纪初，污泥处理还是以填埋

为主，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逐渐面临着“污泥围城”困

境，“治水又治泥”成为上海水环境治理不得不面对的

现实难题。

杨戌雷的职业生涯在此时起步。进入白龙港污水

输送分公司后，他从泵站操作学徒工做起，默默跟着

师傅转现场、学技术，很快他便能独立完成检修任务，

同时他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维修电工和钳工。

杨戌雷所经历的每个阶段，总被外界赞誉是“年

纪轻轻挑大梁”。凭借着好学和勤奋，他曾是原排水系

统最年轻的泵站站长，负责管理 5 个泵站；26 岁的他

所负责的大型变电站规模在行业内首屈一指；2011
年，白龙港污泥处理工程建设成国内首例消化、干化、

脱水全链条世界级“巨无霸”污泥处理中心，29 岁的

他调任污泥处理车间主任，担负起 8 套消化系统、3
套干化系统、26套深度脱水系统的接管运行任务。

没有运行经验，不明白系统构造，不熟悉机械性能，困难比预

想的更大。“没有经验，那我们就在实践中摸索，创造属于白龙港的

经验。”杨戌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厂为家，几千根管道他几乎都

研究过，一幅幅复杂的工程系统早已刻在他的脑子里，他带领团队

以最短时间全面接管污泥三大系统。

与此同时，他对该系统在生产运行中存在的运行经济成本过

高、劳动强度过大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优化。曾经污泥飞灰仓存在卸

料不畅的问题，卸灰时不是灰天灰地就是水漫金山。对此，外国专

家给出解决方案是在仓体加装电加热，报价高达 40 万欧元。杨戌

雷通过对设备的仔细研究和琢磨，决定在阀门位置加装几根压缩

空气的管道。在反吹流化风的作用下，污泥飞灰仓卸料不畅的问题

得到了彻底解决，而总花费不到 3000元。

解决“卡脖子”问题

他集聚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鼓励自由探索。

带领团队实施了一批科技攻关项目，攻克了一批依赖国外进口设

施设备“卡脖子”问题。针对进口薄层干化设备价格昂贵、技术垄断

的问题，他牵头完成国产化主机研发、系统设计与生产验证，形成

国内首套市政污泥薄层干化设备，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杨戌雷通过探索国内首创的“全封闭式+顶部引流”的污泥技

术新路径，改造了原有敞开式炉渣收集装置，彻底避免泄渣过程中

粉尘外溢。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进口设备国产化的

经典范式，在上海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普及率 100%，该项成果已

申报国家专利。

“驯服”国际先进设备并不是他的终点，白龙港污水厂作为世

界污水处理量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之一，在国际大型污泥处理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上，具备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和研究基础，从跟跑到

领跑才是杨戌雷的目光聚焦之处。

2023 年，杨戌雷领衔研发大型污泥处理系统关键技术，有效

提高污泥处理系统生产效率、规避了安全风险，年增产污泥处理量

近 1200 吨干基，产生经济效益约 3100 万元。“未来污水处理厂”

模型已于 2023年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上展示。

要培养“一群杨戌雷”

“一个杨戌雷能怎样，有一群杨戌雷才是好的。”自己走过的成

长之路，杨戌雷想帮助更多年轻人走得更快更稳。

在企业的大力支持下，2023年，“戌雷学院”应运而生。学院在

减污降碳、无废工厂、安全韧性等 9 个方向 13 个领域的污水污泥

前瞻性研究对每一位职工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杨戌雷

以理论知识讲授、实际操作指导和参与项目研究的“三位一体”带

教法及“培训中学、创新中学、实践中学、交流中学”的“四学”模式，

指导职工理论学习和岗位操作；带领团队参编污泥运行相关技术

规程以及《污泥处理工》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填补了国内污泥

工种教材的空白。

深知“被看见”的重要性，他格外重视带团队，不仅技术上倾囊

相授，而且只要发现一个好苗子，就为其提供成长进步的平台，先

后培育了 1 名高级技师，14 名技师、39 名高级工等一大批紧缺技

术骨干，多人次荣获“上海工匠”“市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作为一辈子都与“泥水”打交道的蓝领专家，杨戌雷的工作貌

似平常无奇，但却积淀着经年累月淬炼而成的珍重技艺，承担着天

蓝水清社会民生的重大责任，饱含着常人不易承受的坚忍辛苦，这

正是他对于“工匠精神”一词的切身感悟。正如他在 90 多场党代表

宣讲活动中讲述的那样，绿水青山便是我们留给子孙后辈最大的

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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