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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马卓仪 李一凡

苦读八个月
得到德国导师赞许

何友祖籍胶东，贫苦农民的儿子。
他笑言小学时学习不太好，周围人曾建
议让他辍学，早点挣工分养家。“虽然我
父母一个字不识，但他们坚持要让孩子
们读书。”何友说，上初中时，他学习上
突然开窍，尤其对数学很感兴趣。

1978年他考上了海军工程大学的
指挥系统专业。1991年10月，作为中国
高级访问学者来到德国，师从布伦瑞克
工业大学霍尔曼·罗林教授，向自己的
专业研究领域——— 雷达恒虚警融合检
测技术发起了冲击。

“我之前没搞过这块，进入这个领
域挺费劲。”何友说，他花了几个月时间
翻阅文献。前两个月，导师对何友挺客
气，但到第三个月，忍不住对他说:“何
先生，到这里是让你做研究的，你在这
儿天天看书，你在国内也可以看呀。”

导师的催促给了何友压力，但他心
中有数，要进入国际前沿，必须得把别
人的有关文献读完，才能做出创新。到
了第四个月，何友便尝试着提出权威的
雷达目标融合检测中的“恒虚警”处理
技术存在缺陷的意见，把自己的初步方
案列给导师看，得到了导师的赞许。

到第八个月时，他已经成为了这个
领域的专家，写出了第一份英文的研究

报告。后来何友在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
学作了题为“雷达技术中自适应检测方
法的新进展”的专场学术报告，他的“何
氏方法”赢得世界赞誉。

清华曾伸出橄榄枝
他说山东更需要他

在德国出名了，但何友选择回国。
他笑着说：“当时国内正值改革开放，轰
轰烈烈搞经济搞创新，能为国家做点
事，我就无怨无悔了。”

1994年，何友回国后已经38岁，被
清华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录取
为博士研究生。毕业时，系里的党委书
记曾经找到他，希望他留在清华工作，
但何友认为位于烟台的海军航空大学
更需要他，他最终回到了山东。

他在雷达检测融合方面取得系列
创新成果，提出广义有序统计类融合检
测 统 一 模 型 ，德 国 雷 达 学 会 主 席
H.Rohling等认为该模型计算量小、性
能好，是该领域的重大研究进展。他主
持研制XXG地面跟踪雷达、雷达实时
标校设备30余台套，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他在多传感器融合理论方面取得多
项开创性成果，并在信息融合综合工程
应用方面，主持研制XXG任务系统训
练机等多种大型综合训练机，解决了敏
感地区实装无法进行作战训练的难题。

何友把工作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他笑言，有的
人爱好下棋打牌，而他的爱好就是研究
问题，和学生交流。

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马卓仪

一开始做手术
便忘掉职业病痛

在山东省眼科医院，史伟云和同事
们一直坚持一个惯例：只要符合手术条
件的患者都要安排手术，一般不超过两
天，哪怕加班也要把手术做完。

记者采访史伟云时，他刚从手术室
出来，采访的时间是从繁忙工作中挤出
来的。而在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颁奖
这天，奖励大会刚一结束，他便要赶往
青岛参加学术会议。

史伟云从事眼科事业37年来，一
直坚持工作在眼科临床和基础研究的
第一线。他没有周末，节假日也不休
息。假期被他看作是做课题研究的宝
贵时间。

眼科手术很精细，为了保持良好的
工作状态，史伟云从不喝咖啡，也很少
喝酒。虽然他也经受着不少职业病痛，
但只要坐到显微镜前开始手术，便什么
都不想，进入忘我状态。“如果身体好的
话，我干到七十岁没问题。”史伟云笑着
说。

作为中华医学会角膜病学组组长，
史伟云教授以推广传授角膜移植技术
为己任，主持成立首个国际角膜移植手
术培训基地，截至目前已培训200余名
国内高级医生（40%正高级、40%副高
职称，20%博士和高年资中级医生)与
10位国际医生。

研究动物角膜
代替人的角膜移植

针对我国角膜供体严重匮乏和角
膜病诊疗技术落后两大难题，史伟云创
造性地完成全球首个生物工程角膜研
究：用动物角膜基质经过脱细胞和去抗
原的处理后，来替代人角膜基质。

生物工程角膜保留了天然角膜
基质胶原蛋白结构及透明性，生物相
容性好，安全性高，能与周围组织快
速整合，移植角膜透明，患者视力快
速恢复。

研究成果转让给中国再生医学国
际有限公司，作为一项拥有完整自主知
识产权的划时代产品，极大地改变了我
国的角膜移植手术角膜供体奇缺的困
境。

史伟云坦言，这一研究突破起来很
困难，花费了五年时间才成功，现在还
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目前生物角膜可以
替代50%的供体。

史伟云说，他成功的原因在于他能
将临床和基础科研相结合。单独做科研
不懂临床不行，有时不能发现临床的问
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反复改了多次
保护液的配方才成功。”

2009年，山东省眼科医院与省红十
字会联合成立了“山东省红十字眼库”，
史伟云开创了原位角膜取材法替代了
原来要捐献整个眼球的取材方式，保护
了捐献者遗容，大大提高人们对角膜捐
献的接受程度，提高了角膜捐献率。

本报济南5月17日讯(记者
范佳 实习生 马卓仪）

17日上午，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济南召开，146项科技
成果获奖。海军航空大学信息
融合研究所所长何友院士、山
东省眼科医院院长史伟云教授
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

“我是名副其实的山东人，
我对山东感情很深。”会上，何
友院士代表获奖者发言，他是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设立以
来首位获奖的现役军人。何友
表示，他要为山东科技工作贡
献自己的力量。

在发言中何友提出三个承
诺:在山东省的长江学者等高
层次人才培养引进等工作上提
供帮助；积极推进名牌大学顶
尖研究院所在山东省设立分院
分所，加大高层次学术会议的
承办力度；积极帮助山东省有
资质的科研院所快速参与到军
队项目立项申报及装备研制
中。

在会后的采访中，史伟云
教授也表示正在为山东的医学
发展做出努力，“我们正在努力
申报眼科学的国家医学临床研
究中心，目前全国已经有31个

了，但山东没有。另一方面我们
在积极参与济南国际医学中心
的建设。”

除了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
奖，山东省自然科学奖、山东技
术发明奖、山东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山东省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也在会上颁布。

这些获奖成果呈现出显著
特点。从省科技厅了解到，奖项
中重点领域项目质量不断提
升。建议授奖项目中，以装备制
造、海洋经济、生物技术、新材
料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和战
略新兴产业项目共计59项，占

比达到39 . 07%，较2016年增加
11项，为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实施提供了高质量的创新成
果。

以农业、林业、养殖业为代
表的传统特色产业项目持续保
持优势。以解决废弃物排放、清
洁化生产为代表的生态环保项
目生态环保技术实现较大突
破，为环境保护工作和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从获奖人选来看，我省企
业对科技进步的引领带头作用
日渐显著，科技成果转化的主
体地位更加突出。高等院校仍

然是基础研究成果和高水平发
明专利的主体。

此外，青年科技人才逐渐
担当重任。一批优秀青年科技
人才承担的项目获得推荐，为
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
好的环境。在17项省自然科学
奖中，第一完成人4 5岁以下

（1972年后出生）有9人，较2016
年增加2人；7项省技术发明奖
和19项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40岁以下（1977年后出生）
有6人。其中，获得省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的海尔集团劳春峰为
1980年出生的青年人才。

何何友友、、史史伟伟云云获获山山东东科科技技最最高高奖奖
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青年科技人才渐当重任

雷雷达达目目标标检检测测““何何氏氏方方法法””

赢赢得得世世界界赞赞誉誉

用用动动物物角角膜膜代代替替人人角角膜膜

让让万万名名患患者者复复明明

2017年度山东
省科学技术最高奖
获奖者何友是海军
航空大学信息融合
研究所所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少将。
30多年来他一直致
力于信息融合的技
术研究、工程建设
与人才培养，是我
国信息融合领域的
学科带头人。他寄
语科技界年轻人，
要胸怀热爱，有百
折不挠的精神。

山东省科学技
术最高奖获得者史
伟云是山东省眼科
研究所所长、山东
省眼科医院院长。
从事眼科医教研一
线工作37年，他研
发的新型生物工程
角膜临床应用效果
完全达到了人角膜
供体水平，用猪的
角膜代替人的角
膜，累计让全国30
余个省市的1万多
名疑难角膜病患者
复明。

17日，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何友（左）和史伟云（右）获得山东科技最高奖。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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