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札记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没有受
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 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
事情来。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 我眼前出现的 “献身的热
情” 几个字， 更像是一组健康的基因， 它在形成于赵
彤言所在的六室， 又在六室生发并传承， 所以， 从这
个意义上说， 赵彤言真应该感谢她的导师， 感谢导师
的那些言传身教。 而作为后来人， 则应该感谢赵彤言
本人， 因为是她承上启下的言传身教， 使这组健康的
基因得以传承。

赵彤言名字的后面有着一长串光鲜亮丽的头衔：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媒介生物学

与防治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国家卫生
部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昆虫学
会常务理事兼医学昆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军媒
介生物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等等等等。

作为一名女性， 能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编织出如
此绚烂辉煌的光环， 在这些光环的背后有怎样鲜为人
知的故事呢？

听故事立志要当解放军

赵彤言的老家在河北保定。 在这个有着三千多年
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 赵彤言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
少年时代。 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 赵彤言一直品学
兼优， 是个听话的乖孩子。

赵彤言的父亲有个好友在38军工兵团当政委， 休
息时常到赵彤言家来玩儿。 政委参加过抗美援朝， 上
过前线， 打过仗。 所以他一来就和父亲聊抗美援朝的
事，聊他们怎么打仗，怎么在敌人飞机轰炸的情况下让
自己安然无恙。 还有志愿军战士们生活的艰苦， 他们
面对死亡的那种大义凛然和对家乡父老的一往情深。

有一次， 政委讲到一名小战士在牺牲前留下的最
后一句话是 “我想我妈” 时， 在一旁的赵彤言忍不住
哭了。 她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血有肉， 感人肺腑的
话 ， 觉得那名小战士离她很近 ， 就像是她的一位兄
长， 一位朋友。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赵彤言关注起解
放军来。 那时学校常请部队官兵给学生作报告， 每一
次赵彤言都积极参加， 认真听讲。

有一天 ， 那位政委叔叔又来了 ， 和以往不同的
是， 这一次赵彤言什么也没干， 就坐在两个大人旁边
翘着小脑袋听他们讲故事 。 政委叔叔讲了一个又一
个， 每一个故事赵彤言都听得津津有味儿。

政委叔叔临走时突然回过头来， 问她： 姑娘长大
了想干什么 ？ 赵彤言奔儿都没打 ， 回答道 ： 当解放
军！ 父亲和政委叔叔都笑了。

报考院士陆宝麟的研究生

赵彤言大学本科四年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 因为

是名校， 加上品学兼优， 毕业之后， 在她面前的是一
条金光大道。

但赵彤言却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
那是1985年七八月， 天热得像一块烧红了的铁烘

烤着大地。 赵彤言独自一个人坐在家里啃那些报考研
究生的课程。 她报考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
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六室主任、 我国生物学领
域泰斗级人物陆宝麟的研究生。

报考陆宝麟的研究生谈何容易？ 陆宝麟是什么人
物？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国公认的医学昆虫专业的开
拓者， 35岁就被提名调往中国反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
最年轻的科学家。 他在蚊虫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国际
上都屈指可数。 除此， 陆宝麟还曾长期担任世界卫生
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治理媒介
联合专家组成员。

据说， 他对研究生的录取几近苛刻， 能迈进他的
研究生大门的人几乎凤毛麟角。

但在198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赵彤言硬是用自己
的实力敲开了那扇大门。

老师的言传身教

1986年盛夏， 已年届70岁且刚刚大病初愈的陆宝
麟决定对北京地区展开白纹伊蚊调查。 赵彤言和另外
几个研究生觉得老师这么大年纪了， 身体又不好， 就
劝他不要到现场去， 留在室里指导指导就行了， 大家
会按照老师的预案完成采集任务的。

但陆宝麟没有答应， 坚持要去。
那天， 北京的气温高达38度， 连树上的知了都热

得躲在树叶下， 叫都懒得叫一声。 赵彤言他们冒着酷
暑来到京郊一座废轮胎厂。 一进厂大门， 一股难闻的
气味就迎面扑了过来。 赵彤言他们怕老师的身体受不
了， 就建议老师站在原地不动， “您就站在这儿， 支
支嘴就行了”。 但陆宝麟仍旧不答应， 抄起吸蚊器就
朝最脏最臭的地方走去……

看见老师都 “动” 起来了， 赵彤言他们几个研究
生也赶快跟着 “动” 了起来。

由于天气太热， 加上难闻的气味， 那天赵彤言被
熏得头昏眼花， 看看采集的蚊子差不多够用了， 就找
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了下来。 陆宝麟看在了眼里， 却没

有说话。
在回城的路上， 陆宝麟特意坐在了赵彤言的旁边

问她： 累了吧？ 老师率先打开了话匣子。 接着两个人
就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 老师突然严肃起来， 说， 干
我们这一行， 应该学会适应各种环境。 年轻人要想干
出一番事业， 有时就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磨
难。 为了科研的需要， 甚至要有一种牺牲精神。

老师的话说得十分婉转， 但赵彤言心里明白老师
为什么要说这样一番话。

她的脸红了。
接着， 陆宝麟给她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年， 他和另外两名教授在四川采集完标本乘

船过江， 不料， 船到江心遇上了漩涡和暗流， 船一个
劲儿地打转， 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船上的人都慌
了， 大呼小叫， 这时只有他们三个人在讨论着与自己
的生命无关的事情， 即如何能把这些标本安全完整的
送到岸上……

为科学献身， 这是对每一位科学工作者最起码的
要求。 老师说。

老师讲的这个故事让赵彤言终身难忘。

难忘的第一次“单飞”

1989年， 赵彤言开始准备她的博士论文。 论文的
研究对象是尖音库蚊。

赵彤言后来把完成那次博士毕业论文说成是她科
研历程的第一次 “单飞”。

那次 “单飞” 的区域在新疆伊利地区的霍城。 这
对于一个刚满25岁的女孩子来说， 不啻是一次艰苦的
历程。

7月的霍城， 太阳像一尊烤馕火炉， 烘烤着大地，
地上的石头一摸都烫手， 树叶被晒得打成了卷儿。 赵
彤言独身一人来到了一片距中苏边界只有几百米远的
地方。 凭借着文献的记载， 她在这里找到了尖音库蚊
的巢穴。 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尖音库蚊， 她从边防哨卡
借了一匹军马当做 “诱饵”， 谁知那匹军马并非尖音
库蚊的最佳诱饵， 等了一天， 也没见几只尖音库蚊肯
飞过来。

怎么办？ 在最困难的时候， 赵彤言很自然地想到
了导师陆宝麟： 要是老师在， 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来，

即使不在， 此时只要打一个电话， 老师也会告诉她应
该怎么办。

可是这电话能打吗？
赵彤言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人在那种时候

是很容易动摇的， 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作为支
撑才行。 而她的支撑则是老师常跟她说的一句话：困难
时刻，只有用不怕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开未知的大门。

既然军马不行， 那人行不行？
赵彤言想到了自己， 她想用自己的身体去吸引那

些尖音库蚊。
多年的军队生活使赵彤言养成了做事雷厉风行的

习惯， 既然想到了， 那就立即实施。 于是， 她就地支
起了本来是为了防蚊的蚊帐， 然后敞开口， 一头钻了
进去……

很快那些蚊子就 “闻讯” 飞进了蚊帐， 一时间，
赵彤言的腿上、 胳膊上、 脚上， 甚至脖颈、 脸颊都落
满了吸血的尖音库蚊。

为了保证蚊虫活体的完整性， 那天， 赵彤言忍受
着被蚊虫叮咬的痛苦， 小心翼翼地捕捉了上百只尖音
库蚊以及其他类型的蚊虫。

一个月后， 她将这次 “单飞” 的成果交给了导师
陆宝麟， 原以为陆宝麟看到后会表扬她几句， 或者起
码说几句勉励的话 。 没想到 ， 老师告诉她的竟是 ：
“这是第一次， 但不是最后一次。 你要为继续单飞做
准备。 当时， 赵彤言并不明白老师的话中之意。 直到
几年之后， 她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 那年她32岁，
成了全所最年轻的研究室主任。

不寻常的六年

1991年， 硕士博士连读六年的赵彤言， 终于完成
了学业。

就在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准备迎接新的科研以
及科研环境的时候。 导师陆宝麟找到了她。 导师的话
直截了当， 就是要求她继续留在他身边， 帮助他再带
一届硕博连读生。

赵彤言愣了， 她有点儿想不通， 觉得这样会影响
自己的学术前程： 老师又不是我一个学生， 为什么偏
要我留下？ 老师考虑过我的前途吗？

陆宝麟听了赵彤言的话， 态度十分坚决： 你的前
途我当然要考虑， 但我更要考虑的是咱们研究室的未
来。 赵彤言听老师这么说， 不说话了。

她知道老师对研究室的感情有多深， 也知道老师
对她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就这样， 刚刚完成六年硕博连读的赵彤言原地不
动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六年。

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六年对于赵彤言的成长是不
可或缺的六年。 它不但为她的科研能力奠定了更加坚
实的基础， 同时也让她在领导意识、 管理水平以及对
事物的把握能力上都有了超常的飞跃。

对工作心细如发一丝不苟

赵彤言的学生郭晓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六室的标本馆存有200多万个标本。 2009年5

月， 馆里更换新标本柜。 换完后， 赵彤言过来检查 ，
发现少了4件标本， 就问郭晓霞是怎么回事。

郭晓霞说， 没少啊？
赵彤言看了她一眼， 告诉她， 肯定少了， 而且是4

件， 就让她去找。
郭晓霞觉得赵彤言可能记错了， 坚持说没少。
赵彤言听了， 一笑， 然后拍着她的肩膀说， 先别

那么肯定， 去找找看。
郭晓霞虽不情愿， 但还是去找了， 结果发现确有4

件标本因遗忘在旧的标本柜里被送到了基层部队。
那4件标本最终虽被找了回来， 但这件事对郭小霞

的震动却很大： 能在200多万个标本中清楚地记住其中
的4个，这需要怎样的用心啊！ 从此，她也用赵彤言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赵彤言还有个学生 ， 叫李春晓 。 李春晓是高材
生， 也是赵彤言最得意的学生之一， 硕博连读后就留
在了六室工作。

2004年夏天， 赵彤言带着李春晓和几个学生到野
外做调查， 在取得的数据中， 李春晓忽略了一个行走
路径数据。 赵彤言在分析汇总时， 问李春晓该数据的
分析结果。 李春晓说， 那个数据不太重要， 别人早就
做过分析， 而且这个数据与我们这次任务没有直接关
系， 所以没有记录。 听了李春晓的回答后， 平时很少
发火的赵彤言发火了： 什么叫不太重要？ 我们搞的是
科研， 在没有取得成果之前， 任何的忽略都是不负责
任的 。 这件事 ， 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 ， 但是你这么
说， 绝对不行， 我必须要严肃对待。

严肃对待的结果就是———李春晓写出深刻的书面
检查。

多么严厉！
有人看见， 李春晓那天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会场。
然而， 几天之后， 当李春晓将检查交到赵彤言手

里的时候， 赵彤言竟当着所有人的面自我检讨起来：
这件事和我也有很大的关系， 是我事先没有把那个数
据的重要性交代清楚。 至于别人做出的数据， 仅仅是
一个参考， 我们必须要拿出自己的数据来， 这才符合
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品质以及对待科研的态度和作风。

赵彤言的一番话让李春晓备受感动， 当即表示：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敢于向定论挑战

从事科研的人都知道， 在任何一项课题研究中，
每一个不同数据的出现， 都有可能意味着一项伟大的
发现。 因为这些数据的出现说不定就会给研究人员送
来一把打开突破之门的钥匙。

赵彤言在长期艰苦的科研中寻找的正是这把钥
匙。 举个例子吧： 学界一直认为尖音库蚊是一个包含
4个亚种的复合组， 这一结论已经统治了多年， 几乎无
人敢去碰它， 也就是说， 它差不多已经是一个金科玉
律般的定论了。

定论谁敢去碰？
赵彤言敢。

但赵彤言的这个敢，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初生
牛犊不怕虎， 也不是浅尝辄止那样的投机取巧。 她的
这个敢是建立在20多年的刻苦努力之上， 从一个不起
眼的数据中寻找到的路径后的一个发现。 正是由于有
了对于这一蚊种诞生、 生长、 发育的最新途径的掌握
作为有力的支撑， 赵彤言最终用自己找到的新的数据
证实了尖音库蚊其实只是一个亚种， 从而一举推翻了
原有的定论。

她的这一科研成果后来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震
动， 其论文也作为理科唯一的昆虫学论文， 入选中国
科协首届学术年会。

我们不是神仙

由于长期从事蚊虫研究， 赵彤言好像对蚊虫这一
词汇特别敏感。 只要谁说话一提到蚊子， 她马上就会
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过去。

有一次， 海军某部干休所派人到所里领取灭蚊药
剂， 她听说后急忙找到那位同志询问蚊子的情况。 领
药的人一听有人打听蚊子的情况， 就一五一十地说了
起来。 赵彤言一听， 就觉得那地方的蚊虫密度和活动
特征都不寻常， 极有可能具有研究的价值， 于是当天
就和室里的同事携带诱捕工具赶到了干休所。 到了那
儿， 他们一边指导药剂灭蚊， 一边采集蚊虫标本。

有人说， 科学的大门永远都是朝着有准备的勤奋
者敞开的。 此话用在赵彤言身上， 一点不假。 那天在
采集到的标本中， 她一眼就发现了一种叫做骚扰库蚊
的蚊虫， 这种蚊虫正是她们想要准备研究的对象。 赵
彤言笑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对于这家干休所， 多年来， 赵彤言一直进行着跟
踪观察。 后来有人劝过她， 那里的情况也就那样了，
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赵彤言却说， 我们不是神仙， 能掐会算， 所有的
成果不都是多年的积累得来的吗？ 多一个地方就多一
份成功的可能。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2010年4月， 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
赵彤言作为军队防疫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
到达灾区之后， 她发现那些奉命前来救灾的战士

们竟然连起码的防疫常识都不懂， 心里十分着急。
本来那里的人员就紧张 ， 一旦这些战士们倒下

了，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 她找到了部队领导， 主动
提出要给救灾的战士们讲一堂自我防疫课。

领导同意了。
然而就在她讲课的时候， 几名坐在后排的战士突

然站起身准备离场。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要接受电视
台的采访。 赵彤言知道新闻报道的重要， 但她更知道
救灾的刻不容缓。 领导能拿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让她
培训， 不就是为了保护好更多的生命吗？

在生命和宣传的天平上， 赵彤言倒向了生命。
她先是阻止了那几名战士， 接着又将记者也请了

进来。 她告诉他们， 这堂课对于他们能顺利完成各自
的任务至关重要： “仗还没打呢， 自己先倒下了， 这
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正是她的这句话， 让记者和战
士们都乖乖地听完了那堂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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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健

赵赵彤彤言言：：

入伍30年来， 她始终心系国防安全， 创建吸血昆虫地理信息、 智能分类和远程鉴别系统， 为有效应对突发新发虫媒传染病储备了关
键技术装备， 以系列创新成果获国家、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她始终心系官兵健康， 常年深入边、 海、 防一线部队， 以身试蚊， 用有 “温度” 的科研实践成功解决了困扰边防部队数十年的蚊虫
侵害难题， 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 “防蚊大姐”。

她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媒介生物学家赵彤言。

三三十十年年潜潜心心构构筑筑防防疫疫盾盾牌牌

野外试验

在实验室里

和同事们一起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