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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心向党，喜迎二十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的新目标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发扬担当和奋进精神，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砥砺前行，彰显建
功新时代的湖湘巾帼力量，勾勒奋斗女性的最美剪影。  
      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奋斗篇、先锋篇系列专题之后，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再
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强国复兴有我”专题报道，聚焦湖湘高层次女性人才，为您讲述“强国复兴有我”的
湖湘巾帼故事，展示她们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精彩人生，激励广大女性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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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脑科学奥秘，她成功入选“玛丽·居里学者”

“我们的生理活动由大脑控

制，而大脑由分子传递信息。谁

最了解 分 子？当然是 化学家！”

谈起自己的研究领域，谷慧充满

自信。

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

神经退行性疾病是当今世界的医

学难题之一。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谷慧和她的团队一直致力于从大

脑记忆中寻找答案。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谷慧遇到了“卡脖子”

难关：短期记忆是如何开始的？

“短期记忆的基础是细胞与

细胞之间的沟通，而细胞之间的

沟通是通过分子。这就类似于人

与人之间通过打电话沟通，本来

你们互相不认识，但在打了电话

沟通后，你们就认识了。这个由

不认识到认识的变化，就是短期

记忆的开始。”谷慧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这其中，分子就

是你打电话使用的语言。而具体

是什么分子？我们还要去研究，

这也是最难突破的地方。”

在谷慧看来，短期记忆启动

机制的研究一旦成功，不仅可以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调节人的记

忆，还可以治疗与记忆有关的一

切疾病。“它还可以对我们的大

脑进行选择性的重塑，让我们对

一些事情记忆会比较活跃，对另

外一些事情则可以选择淡忘。”

短期记忆启动机制的研究，

还与脑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近

年来，世界各国争先启动“脑计

划”，将脑科学上升为国家科技

战略重点。“我所研究的领域属

于脑重大疾病机理与干预研究，

是我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的

五项重点之一。”谷慧说，“现在

各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

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

就是人脑的竞争。只要弄清楚

短期记忆的机制，就可以控制人

脑，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而

这，对提高未来人口素质、抢占

国际竞争的技术制高点都具有

重要意义。”

攻克难关  追寻“短期记忆”的踪迹盛夏，湖南科技大学
校园里绿意盎然。上午 9
时，化学化工学院的副教
授谷慧冒着酷暑从长沙
家里驱车来校指导学生实
验，忙完后又急忙赶回家
中照顾小女儿。这样的场
景，几乎每隔两天就要上
演。

今 年 7 月， 谷 慧 刚
获 得 了 欧 盟“ 地 平 线
2021-2027”研究与创新
框架“玛丽 · 居里学者
计划”项目资助。这是欧
盟资助个人科研的最高奖
项之一。

“ 玛 丽 · 居 里 学 者 ”
基金命名于两次荣获诺贝
尔奖的波兰 - 法国科学家
居里夫人，该基金以竞争
激烈、申请难度大著称，
资助率全球仅为 12.4% 左
右。最终，谷慧以总评分
93.2% 获该项目的资助。

获资助后，谷慧将联
合瑞典哥德堡大学共同开
展“基于外泌体释放启动
短期记忆的分子范式研
究”的研究工作，为老年
痴呆、帕金森综合征等神
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提供新的见解。这一研究
有望造福数以万计神经退
行性疾病患者，并推动我
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占领
新高地。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江昌法

谷慧，1988 年出生，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生物电化学分析及其活体

中的生物活性分子在体研

究，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和面上项目等多项基

础研究项目。

人物档案

出生于湘潭县的谷慧从小在

农村长大，她的家族里出过一位

农民老教授——叔爷爷谷新建。

1977 年恢复高考后，谷新建一个

人跑到县城潜心自学，最后考进

了中南工业大学。

叔爷爷的励志故事，对谷慧

触动很大。“我当时觉得叔爷爷

的故事很‘酷’，想向他学习，成

为爸爸妈妈的骄傲。”

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谷慧

一开始比较向往经济学。但谷新

建觉得当时国内制药行业相对落

后，就建议谷慧报考了制药工程

专业。“这里还发生了一个美丽

的误会。我以为制药工程专业在

医学院，结果报到时才发现是在

化学化工学院。”就这样，谷慧

开始了跟化学的奇妙缘分。

2010 年，谷慧考上了华东师

范大学研究生，学分析化学。在

科研上，她是同学眼中的“拼命

三郎”，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她

都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功夫不负

有心人，研一期间，谷慧就发表

了一篇高水平的 SCI 论文。

一天，谷慧的导师施国跃找

到了她，说她非常适合做科研，

打算让她读博。“导师，你把机

会给别人吧，我现在还不知道自

己适不适合做科研。”面对难得

的机会，谷慧一开始选择了拒绝。

“你很适合，因为你有做科

研的热情。”施国跃给出的理由，

让谷慧突然明白，自己一直忽略

了自己具有做科研的潜质。“读

研以来，我确实对科研很有热情，

一做实验就忘记了时间，总是想

方设法要把实验做好。”

2012 年，谷慧成为了一名博

士生。读博期间，她对活体大脑

中神经化学分子进行了在线、实

时检测，并探究了帕金森症与这

些神经化学分子的密切相关性。

毕业后，谷慧来到了湖南科

技大学任教。2019 年 初，她 第

一次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写了一篇

论文。本来以为会很顺利，没想

到的是，审稿人一下子提出了 25

个问题，而且其中的很多问题，

超出了谷慧的知识范围。为了解

答这些问题，谷慧经常夜不能寐。

面对困难，谷慧没有退缩。

当年大年初五，她就来到了学校，

通过梳理、查资料、咨询等各种

方法，最终用 28 天时间解答了

全部问题。“我当时每天都在跟

那 25 个问题作斗争，把能用的

方法都用了。”

2021 年，谷慧的科研到了一

个瓶颈期，加上受居里夫人科

研精神的感染，她决定申请“玛

丽·居里学者计划”项目。“这

个项目申请特别难，首先是要找

合作导师。而跟我研究领域相关

的是 Andrew Ewing 教 授， 但他

不认识我，我便先后找了我以前

的国外导师和国内一位知名教授

写推荐信。”

谷慧有一个习惯，工作起来

一般不吃饭，一工作就是七八个

小时连轴转，写研究项目也是如

此。“整个研究项目全部是英文，

我那段时间每天都雷打不动地

在办公室写项目，连续写了近三

个月。”说起写项目的经历，谷

慧有说不尽的辛酸，但更多的是

开心，“我当时还带着没有断奶

的小女儿，她每天都很吵闹，不

仅影响我写项目，还让我每天睡

眠不足。”但谷慧克服了这些困

难，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项

目的申请工作。

拼命三郎  带着未断奶的女儿申请项目

在实验室里，学生们在狭窄

的过道里穿梭着做实验，有的正

拿实验器皿做修饰电极测试，有

的在查看氮气瓶上的实验数据。

而此时的谷慧，正伏案在一旁的

办公桌前修改课题报告。

谷慧 把 实 验 室当 成自己的

家。为了方便第一时间指导学生，

她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了实验

室，跟她的学生朝夕相伴。平日

里，她亦师亦友，经常跟学生聊

家常。但一做起学问，她又马上

换了一个人似的，声色俱厉，对

学生非常严格。“当看到自己的学

生实验数据出差错时，我就会骂

他们。因为科研是非常严谨的，

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谷慧的实验室里，以女学

生居多，心细如发的谷慧为他们他们们

操碎了心。“谷老师对我们很关

心，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想放

弃时，她总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勉励我们。”分析化学专业的

研一学生徐晓萱说。

在教学中，谷慧跟当年自己

的导师一样，鼓励学生追求学术

梦想。2021年毕业的学生姜一民，

很有探索精神，成绩也不错，但

不敢申请保研。“她不自信，不敢

去尝试，我便告诉她既然有学术

梦想，就应该去争取保研。只要

认真努力了，就问心无愧。”最后，

姜一民保送到了湖南大学深造。

工作以外的谷慧，不仅经常

跟学生们一起聊剧、聊美食，还

培养了很多爱好。她喜欢游泳，

每次游泳，她还会像做科研一

样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游多少米、

游多少个来回。

“我希望我的科研能有更大

的突破，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

用到临床一线，开发更多的诊断

手段来诊断疾病的早期指标，推

动医学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同

时，通过脑科学研究推动我国与我国与国与

其它国家的人才竞争，并提高人

类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谷慧

自信地说。

严谨治学  鼓励学生大胆追求学术梦想

谷慧在进行实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