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开年之际，我们迎来了一份
珍贵的新年贺礼，这就是代表着我国最高
科技创新水平和科技界至高荣誉的国家
科学技术奖。1 月 10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内 ，3000 多 名 科 技 界 代 表 静 候 着 宣 读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决定的庄严
时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早已习惯默默
奋斗在创新一线的低调，习惯了攻关难题
时紧锁眉头的思考，当被媒体的镜头聚焦
时，脸上的笑容仍带着些许内敛。可在决
定宣读完毕的刹那，这群创新斗士立刻燃
烧起激情，用雷鸣般的掌声奏响了一支创
新凯歌——

基础研究大丰收

在经历了连续 3 年空缺的冷清后，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喜得突
破。这一代表着我国科研领域杰出原始
创新能力的大奖，被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
贤等人完成的“4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
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项目摘
得。这一“含金量”极高的重大科学发现
让国外科学家掌声四起，评价中国已成为
该领域研究的强国。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
任陈志敏说：“随着国家科技投入不断加
大，相信以后会有更多高等级、高水平的
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涌现，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连续多年空缺的现象也会减少。”
这些自然科学结晶不仅为我国创新大厦
添砖加瓦，更产生了广泛的科技影响，有
效推动全球创新——

“大样本恒星演化和特殊恒星的形
成”项目解决了困扰人们 38 年之久的椭
圆星系紫外辐射来源问题，被德国和英国
的出版社纳入教科书和专著；

“基于不充分信息的机器学习理论和
方法研究”项目研究的系统成功应用于国
际电信公司用户分析，两次获得 PAKDD
国际数据挖掘竞赛冠军；

“若干重要的可压缩欧拉方程整体解
研究”被评为 2004 年国际工业应用数学
学会的杰出论文奖，被德国数学文摘评价
为“填补了空白”⋯⋯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支基础研
究的优秀队伍中，青年人才开始独当一
面。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基于碳氢
键活化的氧化偶联”研究由北京大学化
学系的年轻团队完成。第一完成人北京
大学教授施章杰只有 39 岁，团队中年龄
最大的 40 岁，最小的 27 岁。队伍虽年
轻，可肩上的创新担子可不轻。他们想
要从源头上解决合成工业污染，寻求绿
色、可持续物质转化途径，并已经通过
系统研究，实现了一系列创造性贡献。
施章杰告诉记者：“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
的源泉。我们的项目不断鼓励年轻人参
与进来，希望他们能够用青春的激情和

才智完成更多创新。”

企业创新显威力

由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
司和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长沙设计研究院
等单位合作完成的“罗布泊盐湖 120 万
吨/年硫酸钾成套技术开发”成果，斩获
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
这支创新军团第二次在该领域获此殊荣。

新疆罗布泊钾资源储量巨大，却因无
人、无路、无水的恶劣条件而沉睡千年。
2001 年开始，中化集团长沙院的设计团
队经过数百次的试验研究，破解了罗布泊
盐湖资源一直未能开发利用的技术难题。
2005 年，他们又参与承担“年产 120 万吨
硫酸钾项目”，圆满完成了罗布泊盐湖钾
资源从开采到产品的全套技术开发，终于
在 2008 年建成了世界产能第一的硫酸钾
生产装置。这项工程彻底改变了罗布泊的
面貌，让曾经无人地带的“死亡之海”，变
为如今工业总产值 40亿元的繁荣小镇。

对于中国化工而言，这样的成就绝非
偶然。2012 年，他们完成科技投入 45.4
亿元，占主营收入的 2.35%，其中研发投入
20 亿元，全系统申请发明专利 397 件，累

计拥有发明专利 2294 件⋯⋯不断强化的
创新主体地位为中国化工顺利获得国家
科技奖打下坚实基础。与中国化工一样，
我国很多企业将创新摆在了前所未有的
新高度，以更加自觉的姿态完成着自主创
新的使命和抱负，最终得以在国家科技奖
评选中大显创新威力。

记者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
室了解到，2013 年度科技进步奖（通用项
目）一等奖中第一完成单位为企业的占比
46.15%，2012 年度这一比例为 38.46%；
二 等 奖 第 一 完 成 单 位 为 企 业 的 占 比
35.82%，2012 年度比例为 31.45%。民营
企业也表现不俗，2013 年度科技进步奖

（通用项目）二等奖中第一完成单位为民
营企业的占比 6.11%，与转制型科技企业
不相上下。

由企业牵头和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
成果展现出了直击需求的应用特征和强
劲的辐射带动力——

湖南电力公司牵头的“电网大范围冰
冻灾害预防与治理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
成果成功应对了 2009年以来 33次不同程
度电网冰灾，已在南方 8 省易覆冰的 1023
条线路广泛应用；

中 铁 大 桥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牵 头 的
“三索面三主桁公铁两用斜拉桥建造技

术 ” 研 究 ， 实 现 公 铁 两 用 桥 梁 活 载 从
20.2t/m 到 35.11t/m, 跨 度 从 312m 到
504m 的飞跃，并推广应用于 10 余座大
跨度桥梁建设中；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
成的“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与工程应
用”研究成果，已应用于 20 余项国内外重
大工程中，并纳入 13 部国家和行业标准
规范。

服务百姓惠民生

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名单上尽管多
是看上去陌生的专业术语，可每一项创新
结 晶 都 与 百 姓 生 活 和 社 会 发 展 息 息 相
关。由袁隆平等人完成的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项目“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
与应用”，截至 2012 年，培育的两系法杂
交稻已累计种植 4.99亿亩，总产 2358.2亿
公斤，增产稻谷 110.99 亿公斤，总产值
5777.59 亿元，增收 271.93 亿元，为国家粮
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科技保障。

由李兰娟、郑树森两位院士牵头完成
的“重症肝病诊治的理论创新与技术突
破”成果获得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这一成果能使急性、亚急性
重型肝炎病死率由 88.1%直降到 21.1%，
使 慢 性 重 型 肝 炎 病 死 率 由 84.6% 降 至
56.6%，将很多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保障人民的健
康。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一步一个脚
印，解决科学问题，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李兰娟感慨地说。

2010 年 7 月 16 日，大连新港发生爆
炸事故引起举国关注。夜间和大雾天气让
溢油区巡测困难重重。千钧一发之时，大
连海事大学李颖教授带领团队，利用他们
的“岸船空基海上油膜探测传感识别技术
及应用”发明成果，一举克服不利条件，及
时提供了油污分布实时信息。李颖告诉记
者：“我们科研工作者最自豪的时刻，就是
在国家、人民最需要之时发挥了作用。”

让科技人员自豪的不仅如此。“滨海
盐碱地棉花丰产栽培技术体系的创建与
应用”成果，至 2012 年累计推广 5643 万
亩，增产皮棉 47569 万千克，新增经济效
益 110.3亿元；

“心脑血管病关键 CT 技术的应用与
创新”的技术成果相比常规血管造影，可为
人们节省2/3的医疗费用，同时将CT冠状
动脉成像的辐射剂量减少了约94%；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发病机制与防
治体系的建立及应用”的创新成果，使原
发性闭角型青光眼致盲率从 37.5%-75%
下降到 4%-11.6%⋯⋯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这些杰
出的创新成果正散发着夺目光芒，越来越
多的老百姓也将更加充分地享受到科技
创新的呵护与支持。

给奖励制度

颁个创新奖
董碧娟

本版编辑 郎 冰

10 日举办的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把一大批优秀科研工作者和创新成果推向前

台，赢得了举国的关注和喝彩。为他们搭建这一舞

台的，正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事实上，国家

科技奖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它本身也在不断探索、

持续创新，成为了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

建设中的先行者。如有一份特别的创新奖，国家科

技奖当之无愧。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就以鲜明有力的

改革，实现了多个首次突破：

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突破最低值，成为 2000

年以来数量最少的一年，较 2011 年减少了 95 项，

减幅 33.6%，奖励结构进一步优化。

40岁以下青年学者主持完成的基础研究项目

首次拥有了专家推荐渠道，这让一个平均年龄只有

34.4岁的创新团队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初评和评审会阶段，除最高奖外，首次全部

采用网络视频进行答辩，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能。

首次建立会评组长库，严格执行评审专家回

避制，新增香港、澳门的专家参加自然科学奖初

评⋯⋯

这些革新和突破既是特别动作，也是常规动

作。自 2000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以来，改革和

创新从未间断——

在奖励结构上，国家科技进步奖持续“瘦身”，

三大奖比例结构从 2011 年的 10%、15%、75%调整

为目前的 15%、25%、60%。

在扩大奖励范围上，2006 年专设工人农民科

技创新评审组，让两名工人和一位农民首次站上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2012 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奖首次试点开展创新团队奖励。

在强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导向上，2008 年国

家科技奖励增设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气候变化

与环境监测、先进制造与重大装备等 5个评审组；

在优化组织方面，2009 年度国家科技奖将

成果完成后申报时限由 1 年延长为 3 年，将推荐

受理结果一次公布改为三次公布；2011 年度国

家科技奖项目答辩顺序首次采用随机抽取，在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评审中试行视频答辩；2012 年

度自然科学奖首次进行小同行专家评审，避免外

行评内行⋯⋯

国家科技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令人鼓舞的

创新史。通过不断创新，国家科技奖更加突出鼓励

自主创新成果和重大发明创造，加大对企业自主

创新的引导，强化对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团队等的

激励导向，突出对成果质量和水平的评价以及对

学术严谨和科研诚信的引导。

相信在这块值得深耕细耕的科技体制改革试

验田上，创新中国还将大有作为！

决 战“ 超 导 之 巅 ”
——记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铁基高温超导研究团队

本报记者 沈 慧

由总装备部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完成的由总装备部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完成的““载人航天空间交会对接工程载人航天空间交会对接工程””荣获荣获 2013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新华社记者 刘刘 潺潺摄

听听，，创新中国奏响凯歌创新中国奏响凯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碧娟董碧娟

设想一下，如果能将超导材料的转变
温度提高到室温，人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
样的变化？

那时，人们将再也不会为电子产品发
热而苦恼、一次充电即能维持手提电脑几
个月的使用、出门就能轻松乘坐时速几百
公里以上的磁悬浮“无轮”列车⋯⋯

这一切正是超导零电阻、完全抗磁特
性的应用。遗憾的是，这些特性只有在某
些材料温度降低到某一临界温度时才会出
现。正因如此，寻找到更高超导临界温度
的超导体成为全世界物理学家的研究热
点。在超导研究史上，更有 10 人 5 次斩
获诺贝尔奖。

我国科学家赵忠贤、陈仙辉、王楠
林、闻海虎、方忠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凭借

“4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
基本物理性质研究”，一举摘下 2013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桂冠。此前，这一奖
项已经连续 3年空缺。

“中国如洪流般涌现的研究成果标志
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
个强国”。国际知名科学刊物 《科学》 在
其“新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到最前
沿”的专题评述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然而，他们一路走来，并非坦途。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当时，

国际物理学界倾向认为铜氧化物超导体能
给出的信息基本被挖掘殆尽，高温超导体
研究进入瓶颈期，国内相关研究人员纷纷
转向其他领域。

“很难出成绩，不要做了”，有人泼冷
水。深知高温超导科学重要性的他们顶着

“没有好论文”的压力，二十年如一日坚
持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默默耕耘：

缺少设备？自己买来零件组装！“虽
然很土，但很管用，坏了修，修了坏，现
在若是再坏，就得换套新设备了，因为一
个好零件都不剩了！”赵忠贤两手一摊，
笑着调侃道。

1998 年，正值欧美国家超导科研机

构和公司招兵买马之际，闻海虎毅然回
国，欣然拿着每月只有 1000 多元的工
资，他说，如果不回来，就对不起前辈对
他的提携。

2008 年，铁基超导研究正热时，5 人
共用一套实验设备，每人用 3 天，临近实验
关键时刻，他们则调换时间加班加点继续
奋战，陈仙辉的学生说，“如果实验有了新
发现，即便深夜，他也会兴奋地跑过来。”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只有经历地狱般
的磨炼，才能炼就创造天堂的力量。

我们问高温超导研究团队：苦不苦？
虽表述各异，他们的答案却坚定而一致：
很辛苦也很快乐！

事实证明，二十多年的坚守和无数个
日夜的付出是值得的。2008 年，经过多
年能量积蓄的中国铁基超导研究成果出现
井喷：

陈仙辉研究组和王楠林研究组同时独
立观测到了 43K 和 41K 的超导转变温度，
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证明了铁基超导体

是高温超导体，这是继铜氧化物高温超导
体后，人类发现的又一类新的高温超导体；

赵 忠 贤 研 究 组 创 造 了 55K
（-218.15℃） 的铁基超导体转变温度纪
录并制作了相图，被国际物理学界公认为
铁基高温超导家族基本确立的标志；

闻海虎研究组合成了世界上首个空穴
型铁基超导体，推翻了过去对于铁基超导
体必须是电子型的片面认识；

王楠林研究组与方忠研究组合作，最
早提出了铁基超导材料母体中的条纹自旋
密度波相，这一预言随后被国内外同行的
中子散射实验证实。一时间，世界上数十
家一流的研究机构都在向物理所暨国家实
验室要求提供样品；

截至 2013年 1月 4日，铁基超导体的
8 篇代表性论文 SCI 共他引 3810 次，20
篇主要论文 SCI共他引 5145次。

“一个或许根本不该让我惊讶的事实
就是，居然有如此多的高质量文章来自北
京，他们确确实实已进入了这个 （凝聚态
物理强国） 行列”，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Peter Hirschfeld教授如是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他们却冷静异
常，“成绩属于集体，个人只是其中的一
分子”。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只能有 5 位
获奖者，赵忠贤说，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
有放进去,他们的目标是探索更适合大规
模应用的高温超导体。

▽▽ 下 图下 图 荣 获荣 获

20132013 年 度 国 家 科年 度 国 家 科

技进步奖技进步奖（（创新团创新团

队队））的军事医学科的军事医学科

学院蛋白质组学创学院蛋白质组学创

新团队新团队。。

◁◁ 左 图左 图 20132013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年度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项目牵头奖二等奖项目牵头

人李颖人李颖（（右二右二））正在正在

研究海上溢油监测研究海上溢油监测

方案方案。（。（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采访感言采访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