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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注定是不平常的一年。新年伊始，正

当我们都在为疫情紧张和担忧的时候，我的博士

导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李方华先生，在

1月24日，悄然离开了人世，享年88岁。

李老师把我带进冷冻电镜领域之门，她是我

科学生涯的引路人和启蒙老师。在这条路上走得

越久，越发感激她对我的影响，给我指引的路。

李老师早在 1993 年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当我在1995年进入中科院物理所时，她已是

国内外知名的电子显微学及图像处理的专家。而

我是一个资质平常的学生，理论基础不强，科研

能力也有限。李老师对我却十分耐心，严格又细

致地指导我，还安排其他老师和师兄帮助我。张

云老师、刘维老师和陈弘师兄教我学电子显微

镜；吴晓京师兄帮我用日本最好的电子显微镜拍

摄高分辨率照片；万正华师兄教我使用他开发的

图像处理软件。经过李老师 3 年手把手的指导，

我才逐渐领会一点她科研的精妙之处：对于一些

不依赖电子辐照的样品(比如生物和纳米材料)，

可以用极少的电子束成像。虽然原始电镜图像的

噪音大、质量差，但是经过高性能的图像处理可

以获取高分辨率的结构信息。李老师正是在高分

辨图像处理的方法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

念。她发展的“解卷”和“ 相位扩展”等方法能

够有效恢复失真的电镜照片，而且能提高照片分

辨率。这些方法在材料领域的应用不是很广泛，

但是在生物领域，特别在最近热门的冷冻电镜领

域里却极为重要。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李老师40

年前就意识到高分辨图像处理的重要，费尽毕生

的心血去发展其中的方法和应用软件，并且还指

导和传承给了几代学生。

李老师除了言传身教，更为学生提供各种学

习深造的机会。我印象深刻的有 3次。第一次是

作为学员参加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办的国际电子

晶体学讲习班。第一次坐飞机出国，第一次亲身

经历李老师在国际舞台上的讲演魅力和影响力，

也第一次体会到，李老师费尽心思才能给我争取

到学习机会。第二次是李老师请她的日本朋友，

著名的 Yoshi Fujiyoshi 教授到物理所举办冷冻电

镜学习班。那时候虽然不知道Fujiyoshi教授的名

气之大，但是确实为他对冷冻电镜的奉献、执着

和热爱所震撼。第三次是李老师请美国佛罗里达

的Ken Taylor教授到物理所访问和讲学。我虽然

不懂他对肌肉蛋白结构的研究，但是他运用的三

维断层成像技术和高质量幻灯片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记忆。李老师为我和其他学生创造各种机会去

感受、去发现做科研的乐趣和奥秘。

这些年每次回国开会，都会去物理所拜访老

师，和师弟师妹们一起相聚畅聊。听老师说她对

冷冻电镜领域的想法，还有她的梦………这是我

已经习惯了的回国日程。如今李老师走了，忽然

有了家不在的感觉！

幸运的是，李老师留给了我们一笔永恒的精

神财富！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科研领域，一群

彼此激励的科研伙伴，还有她永远值得我们去学

习和向往的：她对科研的热爱、执着和追求。

我的导师李方华先生，她的一生像科学花园

里的一朵芳华，独自绽放，却从不寂寞！

追忆我的博士导师李方华先生
刘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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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作者(前排左6)与李方华先生(前排左5)在清华大学参

加第1届郭可信国际电镜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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