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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6_A0_BC_E7_c73_173951.htm 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

实验室。为了做实验，他去献血。他和很多院士是忘年交，

还热心指导中学生做实验。他也忙着考研，但更多时间是做

实验。他英语不及格，但学校破格录取公示时，全校没一名

师生提出异议。 孙涛：不“合格”的优秀生 不要电脑也要实

验设备 即使课程很紧，孙涛也不愿住校。他每天往返40分钟

骑车回家，家里有1000多种植物等着他照料。 孙涛的“宝贝

”放在阳台的三层架子上，从初中就开始收集的这1000多种

植物，都属番叶科的多肉植物。目前孙涛是国内收集这类植

物最全的。 受爷爷的影响，孙涛从小就自己种了许多植物，

开始没有选择，慢慢地，他只对多肉植物感兴趣。为了收集

这些植物，他到花卉协会去找，更是逛遍了天津市的花鸟鱼

虫市场和各种早市。 他不仅仅养花，更研究花。在“多肉植

物的遗传及其药用价值开发”方面，孙涛已经有多项科研成

果位居国内领先水平，并有两项实验设计收录到新编医学化

学教材《医学化学实验》。因为在植物遗传领域的突出成就

，2002年，他被中国遗传学会破格吸收为会员，从而也创下

该学会两项记录：惟一的在校本科生会员和年龄最小的会员

。 孙涛的实验也和花有关。上中学后，他开始不满意课本上

教的知识，看到一个结论或是一个实验，总想自己去实践验

证一下。掌握了化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操作，他开始把自己

感兴趣的植物和化学相结合，从细胞结构研究植物生长的内

在机理。 他慢慢地把家变成了实验室，除了床和书架，到处



是瓶瓶罐罐。试验台、分析天平，各种化学试验用品应有尽

有。 做实验时，他好几次被熏昏过去，被酸碱烧伤烫伤更是

常事。一次因为操作高浓度的甲醛蒸汽，他的双手表皮完全

溃烂，整整一个月才好。他现在手非常粗糙，也是长期做实

验留下的。“当时自己的胆子真是够大，一些实验现在想起

来非常危险。”孙涛说，正是这种摸索，为以后研究打下了

坚实的实验能力基础。 不要以为孙涛有钱。他的父母双双下

岗，有时学费家里都是四处找亲戚去借。家里的实验设备几

乎都是他“淘”来的，只要听说哪个单位的实验室搬家，有

不要或是处理的设备，他都会去看看。他还特别会收废利废

，一些别人丢弃的坏的实验器具，弄回来修修也能正常使用

。 分析天平是孙涛比较“值钱”的家当。那是上高中时，他

得了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天津赛区的一等奖，校长问他想要什

么奖励，他说，就要一台分析天平。有老师说，你怎么不要

一台电脑？孙涛很实际：“天平是自己做实验最需要的。” 

化学实验需要成本，大二时有一次他做一个实验，到了关键

时候，需要买一种反应酶，大约600元，孙涛没有办法就去献

血，用得来的钱继续做实验。 “科学精神就是要不断地去探

索，要抱着怀疑精神去验证。”孙涛这样理解科学精神。 孙

涛的父母一直是喜忧参半，开始时家里化学实验的声响、刺

鼻的气味时常让他们担惊受怕。但他们没有过多地制止，只

是适当的时候提醒一下，母亲更是经常帮儿子洗一大堆实验

用的瓶瓶罐罐。 专家们看中了他的执著和潜力 个子高高的孙

涛现在是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的研一学生，白皙的脸上

戴着一副眼镜，嘴角向上一翘微笑时，镜片后的大眼睛也会

跟着亮一下，这时你会觉得他整个人都是明净而快乐的。 孙



涛有些腼腆，但是一谈起生物或是化学方面的东西时，他立

刻会变得十分健谈。孙涛说，一接触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有

关系的人，自己就会变得十分激动，而且从不怕别人拒绝。 

高中时他干了一件至今说起来都让人佩服的事。那年他因为

课外科研竞赛成绩突出而获得教育部李嘉诚基金会“小小科

学家”称号，领奖时认识了一位新疆的小伙伴，这个同伴也

对植物特别感兴趣，他俩商量着到中科院植物所去参观一下

。到了植物所，他俩迫不及待地去找在这里工作的匡廷云院

士。匡院士是当年“小小科学家”的评委，对这两个中学生

有印象，但是当两人说明来意后，匡院士还是非常吃惊，因

为从没有这么小的科研爱好者找上门来。匡院士当即派人专

门陪他俩参观植物所的各个实验室。 孙涛当时还背了一些自

己培养的试管苗，找到陈维伦研究员，陈研究员非常有兴趣

地给予了指点。他和小伙伴在中科院植物所待了一个星期，

看了所有的实验室和标本馆。 孙涛在天津可以找到好几个实

验室做实验，因为他有几位忘年交都是专家教授级的人物，

这些“大人物”的实验室对孙涛都是开放的。专家们看中的

都是孙涛对于科研的执著和在生化领域方面的潜力。 高中时

他参加课外科技竞赛，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高级工程师

李德森是评委之一，研究遗传学。当时孙涛正在研究的多肉

植物的药用价值，与李老师的研究有交叉的地方，孙涛就主

动到南开大学找李老师。最初，李老师并没有特别注意已经

是医科大学学生的孙涛，可孙涛一次又一次去，看李老师和

他带的学生做实验，有时他就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李老师

发现，这个本科生的建议对自己的实验非常有帮助，后来干

脆把实验室的钥匙给了孙涛一把，让他跟自己的硕士和博士



一起做实验。 孙涛和南开大学遗传工程研究室几年来共完成

论文9篇，其中5篇在《植物杂志》《植物生理学通讯》等核

心期刊发表。他和李老师合作完成的论文还被邀请参加学术

交流，孙涛代表天津医科大学，而这时他不过是大三的学生

。到了大学四年级，孙涛基本上在南开大学修完生命科学的

专业，并完成了相当于生命科学遗传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学习

内容。 去年，天津市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还聘请他为“客

座技术员”，并为他配备了专门的实验室进行植物细胞工程

方面的研究。 不管在谁面前他都敢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后来

，因为“冲撞”，孙涛又被另一位教授发现。那是一次化学

实验课，周宝宽教授介绍实验用的圆底离心管，但是孙涛当

时就提出离心管应该是尖底的，因为自己家里有。事实证明

孙涛的判断是错误的，不同实验应用不同的离心管。但是周

宝宽教授认识了这个瘦弱的男生，第二次实验周老师就让孙

涛用自己的方法做一个药物结晶实验，结果孙涛做的比周老

师指导的研究生还要好，后来他加盟了周老师的药理实验室

。 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让孙涛获得了不少机会。而不管是学

术造诣有多高的教授看到这么一个有想法的后辈，都给予了

充分的支持。 在天津医科大学的一次教学工作会上，孙涛作

为学生代表发言，他畅谈了自己的观点：现在医学院的教育

过多地强调专业基础课，而忽略了数学、物理等其他非医学

基础课程，这样不利于学生进一步学习。因为现在许多学科

都是交叉而成的。比如，化学与生物的结合产生了生物分子

学，而生物芯片则是数学与生物的结合。孙涛的讲话让台下

的校领导频频点头。 孙涛说，自己非常幸运，遇到了许多帮

助自己的人。如今，孙涛也是一个小老师，他的母校天津102



中学聘请他为生物小组的辅导员，孙涛把自己几年做实验的

经验都告诉他的学妹学弟们。他所指导的生物小组，每年都

能在天津课外科技竞赛中获得两个以上的一等奖。为了表彰

他们，学校在新盖的校舍里专门辟出一间90平方米的实验室

。 分数只是一个标准 优秀的学生只需要接近这个标准 像很多

同学一样，临近毕业，孙涛也忙着准备考研。可即使这样，

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做实验上。 学习成绩不突出，英语

更是没有通过六级。学校领导经过商量决定破例让他参加保

送研究生的英语测试，可是孙涛依旧不合格，而且是最后一

名。 “我平时看的最多的还是生物化学方面的英语文献，除

此之外觉得英语没有太多用处。”孙涛这样解释自己的“落

后”。 学校领导提出：“对于这样突出的学生我们一定要留

住他。”于是，天津医科大学破格录取孙涛为硕士研究生，

公示期间，全校师生无一提出异议。 “分数对于大部分学生

只是一个标准，对于优秀的学生能接近这个标准时就应该敢

于破格。”医科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张金钟说，学校看准了优

秀学生，就要给他们搭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站得更高。 在

选择专业的时候，孙涛的决定又让老师们另眼相看。学校共

有两位导师看中了他，按照惯例，他在本科时一直在跟老师

搞药理学，应该选择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是孙涛经过

考虑，选择了肿瘤病理学。他说，这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拓

宽一下专业领域，本科时主要侧重于药理学、遗传学研究，

读研时换一个方向会使今后的发展面更宽。 现在孙涛对英语

非常重视，他明白要上一个台阶，必备的条件还是需要的。 

实验枯燥吗？有人问孙涛。孙涛说：“只要一进实验室，我

感觉就像打球一样轻松快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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