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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六

宋秋玲，博士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

系，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侨大学材料学院教授、新一

代物质转化研究所负责人，同时任华侨大学侨联副

主席（厦门校区侨联主席）、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第

四届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侨联青年总会常务副会

长、福建省新侨人才联谊会副会长、厦门市侨联常

委，曾获第六届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人才）、福建

省五四奖章，入选国家特聘专家、福建百人计划和

厦门市高层次引进人才。多年来，她潜心研究，在有

机化学、药物合成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果。她先后在

Chem.、NatureCommun.、J.Am.Chem.Soc.、Angew.

Chem. Int. Ed. 等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近 130

篇，授权中国专利 13 项，并希望今后可以将研究成

果用于解决医药成分难题中。

与化学相伴致力突破创新

宋秋玲主要从事有机

化学研究，其中包括有机

硼化学、有机氟化学、自由

基化学、绿色化学以及药

物化学等研究。从高中时

期开始，宋秋玲就表现出

对化学浓厚的兴趣。在郑

州大学学习完毕后，她被

保送到北京大学攻读硕

士，在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继续化学研究，之后又

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

系深造取得博士学位。深

厚的学术背景让她确定了

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兴趣所

在，于是在美国制药公司工

作一段时间后，她选择回国

成为一名高校教授，成立课

题组开展科研活动。

近几年，宋秋玲在硼

化学、氟化学领域取得了

较多进展与突破。她可以

从价廉易得的原料出发，

高效、高选择性地制备在

合成、医药以及材料上非

常有用的有机硼化合物；

也可以从非常廉价易得的

含氟化合物出发，与各种

各样的含氮底物作用，构

建一些含氮、含氟的高价

值化合物，并申请了专利。

通过实验，她发现了一些

之前文献中没有报道过的

新反应方法，并试图将其

运用在药物分子以及材料

分子的构建上。用她的话

来说，很多时候做实验就

好比“做菜”没有“菜谱”，

一切全靠自己摸索，不仅

要把“菜”做出来，还要把

新的“菜谱”也介绍、推荐

给别人。

在创新领域，宋秋玲带

领的课题组硕果累累。课题

组成立七年时间里，就在

Chem.、Nature Commun.、J.

Am.Chem.Soc.、Angew.Chem.

Int.Ed.等国际顶级刊物上发

表了《铜催化的β-三氟甲

基 -1,3- 烯炔的区域选择

性、立体选择性以及化学选

择性的 1,3- 和 1,4- 二硼

化》《钯催化硫脲或者硫代

酰胺的铃木 -宫浦偶联反

应》《迈克尔反应激发了轴

向手性联芳基的对映选择

性结构》《手性磷酸硼与水

形成手性布朗斯台德酸应

用于吲哚不对称还原》等

高水平论文 120 余篇，申

请了《一种四配位三芳基

硼化合物的制备方法》《一

种 1,1,2- 三硼化合物的合

成方法》《一种含氮杂环化

合物的还原方法》等 12 项

中国专利。

虽然，在实验的过程

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有时

候为了找出一种化合物的

潜在属性需要花费大量功

夫，但这种探索未知所带

来的成就感，让宋秋玲觉

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我希望我们的学科

能在发展得较好的情况

下，能够真正做一些对人

类发展有贡献的事。”宋秋

玲说。她认为，制药是一个

非常好的切入点。在化学

制药的过程中，有时在实

验室里反应成功的药品成

分，用于大规模、大批量生

带学生成长培养学科兴趣

在宋秋玲的课题组中，除了导

师、秘书之外，还有不少是她带的博

士、硕士研究生。至今她已经培养了

6位博士、19 位硕士。许多学生在不

断成长之后，也慢慢成为课题组中

的骨干人才。刚进入学校时，学生们

都是没有什么研究经验的一张“白

纸”。让他们从“蹒跚学步”开始，到

之后能够独当一面，这是宋秋玲一

直以来培养学生的目标。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宋秋玲觉

得有一个好的心态很重要。她认为，

每个学生都有极大的潜力，如何培

养他们对学科的兴趣、激发他们潜

在的能力，这是学生成长的关键所

在。做有机化学，需要的是一种耐得

住寂寞的性子，一种精益求精的精

神，一种坚持不懈的毅力。一开始，

她会给学生们稍微简单的课题，让

他们先找到些“感觉”，之后再慢慢

地把难度加大。期间，她会不断地给

予学生鼓励，让他们对自己更加有

信心。“这就和爬山一样，只有征服

了一个个小山峰，找到了信心与乐

趣，才能登上更高的山顶，看到不一

样的景象。”宋秋玲对此也深有体

会，“学生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只

要他们自己有动力、找到成就感，就

能激发他们内在的潜力。”

通过言传身教，宋秋玲让学生们

感受到了她对化学的热情、对学生

的关怀。平日里，只要不出差，她的

办公室的门总是打开，即使出差在

外，宋秋玲的手机也随时保持畅通，

方便学生们有问题及时向她请教；

她会向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求学经历

以及留学经验，用自己的人生阅历

来丰富他们的眼界；已经毕业的学

生，她也欢迎他们不时地回来坐坐，

与大家交流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我

跟他们交流经验，也希望他们少走

一点弯路。在处于相同的年龄时，我

们有着相似的苦恼。”宋秋玲说，“有

时候遇到烦恼，能有师长给予引导

是很有帮助的。”

虽然在学生们面前一向温和，对

于学生们的课业和研究工作宋秋玲

却十分严格。学生们的每一个课题及

其进展程度，宋秋玲都一清二楚，了如

指掌。毕业后，大部分学生留在科研界

继续从事研究，也取得了不少令人瞩

目的成果。宋秋玲说，培养出优秀的人

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为社会贡献不断砥砺前行

除了教学与科研，其余时间宋秋

玲也安排得满满当当。她同时兼任

着《杂环化学》、《绿色合成催化》的副

主编，《中国医药工业杂志》、《中国化

学快报》的编委等工作。每天，宋秋

玲都要花一定的时间处理杂志来

稿，还要整理实验数据，撰写文章。

对于这些工作，宋秋玲乐在其中。不

仅是因为其内容与她的研究相关，

还因为一些优秀杂志对副主编、编

委的要求很高，她说，这对她来说也

是一种荣誉。

宋秋玲告诉我们，做科研没有一

帆风顺的，尤其是在探索未知领域，

做前所未有的成果的时候。长的时

候，一篇论文需要 2-3 年的时间才

能最终发表，漫长的等待也是其中

的一部分。科研的路上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曲折，而这是很正常的，也是

科研工作者必然要经历和面对的。

做科研一定要有耐心，遇到困难也

要以平常心去对待，坚持，才能最终

有一个好的结果。

一切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正是在

美国制药公司工作的经历，让宋秋玲

意识到自己对科研的热爱，下决心回

国做研究。发现新反应所带来的成就

感，让她非常开心满足，也让她更加清

晰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她希望能把

应用和学术更好地结合，让基础研究

服务应用，再利用应用来推动基础研

究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循环。

“现在，我们国内的科研水平和

条件都不比国外的差。”宋秋玲说。

近几年，许多在国外优秀实验室工

作的科研人员也带着满腔的热情，

回到了中国，继续从事科研方面的

工作。这与早期许多高校毕业生选

择出国深造、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回国的这些年，宋秋玲看到了国

内科研水平的飞速发展，这让她十

分欣慰。接下来，她的目标是将新一

代物质转化研究所打造成国际一流

的研究所，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前行。

产的时候，所用到的工艺是完全不

一样的。这时候，就需要合成化学家

对反应条件进行优化，将反应变得

更高效，甚至推翻之前的合成路线，

找出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可以

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宋秋玲说，她

的团队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希

望能通过实验解决一些医药成分难

题，将科研成果运用到生活之中。

□本报记者 黄佳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