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7 日电 （记者徐
玢）10 月 8 日晚 17：14，今年我国境内唯一

可观测的一次“天狗吃月亮”将上演。北京

天文馆馆长朱进表示，这次月食我国境内

大部分地区可见，而且月食开始时月亮比

较接近地平线，观赏效果比较好，公众有一

个多小时时间可以看到红月亮。

月食一般发生在农历十五满月，当太

阳、地球、月球三者恰好连成一条直线，直

射向月球的太阳光完全或部分被地球遮

挡时。朱进表示，今年全球共发生 2 次月

食，但 4 月份的那次月食我国境内几乎无

法观测，10 月 8 日是我国境内今年观看月

食的唯一机会。据介绍，此次月食初亏发

生在北京时间 10 月 8 日 17：14，复圆发生在

20：35，这段时间内处于黑夜的地区都能看

到月食。

月 食 分 为 半 影 月 食 、月 偏 食 和 月 全

食。地球投向月球表面阴影的中间区域称

为本影，太阳光被地球完全遮挡；本影周围

是半影，太阳光被地球部分遮挡。月球进

入地球半影发生半影月食，月亮一部分进

入地球本影发生月偏食，月亮全部进入地

球本影则发生月全食。据介绍，此次月食

是一次月全食。在此期间，直射向月球的

太阳光完全被地球遮挡，但地球大气层仍

会折射少量太阳光投向月球表面，因而当

月亮完全进入地球本影后不是完全消失，

而是呈现偏暗的铜红色。10 月 8 日 18：25

月球会完全进入地球本影，19：25 月球开始

移出地球本影开始重放光芒，期间有一个

多小时时间可以观测到铜红色的红月亮。

“在观测条件很好的远郊，可以看见月亮变

成暗红色，同时繁星围绕在月亮周围，甚至

银河和红月亮会同现天际。”北京天文馆的

詹想说。 （下转第三版）

今晚，红月亮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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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随处可见 LED

（发光二极管）的“倩影”：它在

我们的电脑前面闪烁；在城市

的霓虹灯中展露其灿烂的笑

脸；它是黑暗中新型手电里的

一束光；也组成了广场中央的

电视墙……城市和世界的光

彩来自于科学家的心血。

据诺贝尔官方网站消息，

日本科学家赤崎勇、天野浩和

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因

发 明“ 高 亮 度 蓝 色 发 光 二 极

管”荣膺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声

明中表示，三位获奖者在发明

新型高效、环境友好型光源，

即蓝光 LED 方面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借用蓝光 LED，白光

可 以 以 新 的 方 式 被 创 造 出

来。使用 LED 灯，我们可以拥

有更持久和高效的灯光代替

原来的光源，不仅能为人类节

省大量能源，也能照亮全球更

多地方。

蓝 光 LED，
姗姗来迟

1907 年，在英国马可尼电

子公司工作的英国工程师亨

利·约瑟夫-劳德第一次在一

块碳化硅晶体里观察到电致

发光现象。他在一块碳化硅

晶体的两个触点之间施加了

电压，结果发现：在低电压下，

可 以 看 到 黄 光 ；而 在 高 电 压

下，可以看到更多颜色的光，

这种“电致发光”现象也奠定

了 LED被发明的物理基础。

1962 年，美国通用电气公

司 34 岁 的 普 通 研 究 人 员 尼

克·何伦亚克发明了可以发出

红色可见光的 LED，他的名字

也随 LED 的红光一起红了起

来。由于何伦亚克的发明后

来 得 到 了 广 泛 的 应 用 ，所 以

一 般 称 他 为“ 发 光 二 极 管 之

父”。1972 年，何伦亚克的学

生 乔 治·克 劳 福 德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发明了第一颗橙黄

光 LED，其 亮 度 是 先 前 红 光

LED 的 10 倍 ，这 标 志 着 LED

向提高发光效率方向迈出的

第一步。

到 了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期 ，LED 已 经 出 现 了 红 、橙 、

黄、绿、翠绿等颜色，并被用于

机器仪器的显示光源，但依然

没有蓝光 LED。由于光的三

原色中包含有红、绿、蓝，蓝色

光源的缺失，使得照明的白色

光 源 总 是 无 法 获 得 。 蓝 光

LED 的市场价值巨大，也是当

时世界性的攻关难题，引无数科学英雄竞折腰。

1973 年，当时在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东京研究

所的赤崎勇最早开始了蓝光 LED 的研究。后来，

赤崎勇和天野浩在名古屋大学合作进行了蓝光

LED 的基础性研发，1989 年首次研发成功了蓝光

LED。

1993 年，在日本日亚化工（Nichia Corpora-

tion）工作的 39岁的中村修二终于发明了基于氮化

镓和铟氮化镓的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蓝光 LED，

从而引发了照明技术的新革命。凭借此项发明，

他荣获 2006 年千禧科技奖，这相当于科技界的诺

贝尔！不久之后，人们在蓝光 LED 的基础上加入

黄色荧光粉，就得到了白色光 LED，利用这种荧光

粉技术可以制造出任何颜色光的 LED（如紫色光

和粉红色光）。蓝光和白光 LED 的出现拓宽了

LED 的应用领域，使全彩色 LED 显示、LED 照明等

应用成为可能。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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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报道，瑞典皇家

科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 10 月 7 日宣布，将 2014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赤崎勇和天野浩以及

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以表彰他们在发现新型高

效、环境友好型光源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三位获奖

者“发明的高效蓝色发光二极管（LED）带来了明亮而节

能的白色光源”。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称，上世纪 90 年代

早期，当三位科学家利用半导体产生明亮的蓝色光束

时，也引发了一场照明技术的重大变革。红光 LED 和

绿光 LED 早已发明，但制造蓝光 LED 一直是个难题，缺

少了三原色中的蓝色，就无法获得可用于照明的白色

LED 光源。正是由于蓝色 LED 技术的出现，人类才得

以采用全新的手段产生白色光源。

LED 灯以寿命长、节能著称，且其亮度仍在不断

提高，目前最新的亮度纪录已达到 300 流明/瓦以上，

相当于常规电灯泡的 16 倍，荧光灯泡的近 70 倍。评

选委员会说：“全球电力消耗有大约四分之一是用于

照明用途，LED 灯将有助于节约地球资源。”此外，材

料消耗也可大幅削减，因为 LED 灯的寿命长达 10 万小

时，而白炽灯泡只能持久使用 1000 小时，荧光灯只能

使用 1 万小时。同时，能耗低的 LED 灯在许多不发达

地区可依靠当地低成本的太阳能供电，这种新型光源

也有望为全球 15 亿尚未能受益于电网的人口带来更

高的生活品质。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颁奖词中说，虽然这项发

明仅有“20 岁”，但它已经使人类获益匪浅。如果说白

炽灯照亮了整个 20 世纪，那么 21 世纪将是 LED 灯的

时代。

三位获奖者中，85 岁的赤崎勇现为名古屋市名城

大学教授、名古屋大学特聘教授；54岁的天野浩现为名

古屋大学教授；有“蓝光之父”美誉的中村修二现年 60

岁，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新闻发布会现场的

记者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对他进行了简短采访，谈及

在清晨 6 点被惊醒并得知自己获奖消息时的感受，他

说，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令人难以置信。 （陈丹）

创造新型高效环境友好LED光源

日美科学家共享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0月7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尔马克（左二）宣布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新华社发（石天晟摄）

“四五年前，我们这些同行就在讨论，他们三个

人一定会获奖。”对于新出炉的诺奖名单，中科院半

导体所研究员李晋闵并不意外。10 月 7 日，2014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发明人——

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中村修二埋头研究，十

年磨一剑的故事，也广受中国学者赞誉。

1950 年代末，红色发光二极管（LED）问世。想

要用 LED 来照明，必须发明蓝色 LED。因为必须得

有红、绿、蓝三原色，才能组成白光。但是蓝色 LED

迟迟造不出来。

LED 同其他半导体一样，在外加电压下，电子突

破薄薄一层屏障，从富余极跳跃到空缺极，激发出光

子，把电能转化成光能。蓝光的光子能量更高。需

要在“掺杂”（这样半导体才能分成正负两极）中使用

前所未知的办法，才能赋予半导体“更大的活力”。

各研究团队的实验屡屡失败，找不到出路。

三位诺奖得主从 1980 年代开始研究。“赤崎勇是

发光二极管领域的泰斗，天野浩是他的学生，他们是

名古屋大学的科学家；而中村修二则是在公司里做

研究。”李晋闵说，“有一次天野浩他们发现，用电子

显微镜扫描时候，氮化镓晶体发光更强，从而知道电

镜 射 出 的 电 子 流 ，可 以 激 活 氮 化 镓 。 他 们 实 验 室

1992 年得到了重大成果。而中村修二则更进一步，

突破了半导体掺杂的瓶颈，把这一技术产业化了。”

李晋闵说：“蓝色 LED 加荧光粉产生白光，作为半

导体照明产业的基础，是中村修二发明的。在 LED 照

明领域大家也都推崇中村修二。但物理基础是基于

赤崎勇和天野浩，所以三个人得奖也很合理。”

科学家戴德昌在科学网博客写道：“其实当年第

一次做出来红光二极管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第

一次吃螃蟹，功劳很大……相信学术界今后几天会

有更多异议。”他认为，除了红光二极管以外，有机发

光二极管也应分享诺奖。

李晋闵则认为，发明红光二极管难度不如蓝光

二极管大；而有机发光二极管无论是在显示还是照

明领域，还没有广泛应用，今后如大规模应用，很可

能会得诺奖。

有网友感叹说：“中村修二的发明是在日亚化学

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公司里完成的，经费只有大约 100

万日元，不到 10 万人民币……顺便说一句，这个日亚

化学还是锂电池正极材料全球第一的企业……也许

20 年后，这个研发人员不满百人的小公司还能再出

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晋闵说，中国不少人对中村修二很佩服。“为

什么尊重？因为他耐得住寂寞，十年坐冷板凳。他

大学毕业后进了日亚公司。当时是个做荧光粉的，

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现在已经是 LED 领域最牛的

公司。”

“中村写了一个报告给老板，想用氮化镓来做。

为什么用氮化镓？中村后来写书提到，别的材料全

都有人做了，它想做一件没人做的事。”李晋闵说，

“日亚公司的老板很了不起，就支持他。这两个人凑

到一起，成就了中村，成就了日亚，也成就了半导体

照明产业。”

戴德昌评论道：“很多大公司都放弃了。唯独这

个中村就是比较‘二’……坚持下去，不断地试了又

试，简直不知道什么成功，只知道收获失败，最后他

们终于成功了。中村之‘二’，才是科学的正途。”

寂寞的长跑，为那一抹蓝光
本报记者 高 博

赤崎勇 1929 年 1 月 30 日出生于鹿儿岛县，

1952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理学部。1964 年在名古屋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1 年起任名古屋大学教授，

1992 年起任日本名城大学教授。赤崎勇在氮化镓

研究中，首次实现了氮化镓的 PN 结，为利用氮化

镓材料制造蓝色发光二极管奠定了基础。2009 年

11 月 10 日，赤崎勇获得 2009 年度京都奖尖端技术

领域的奖项。

天野浩 1960 年 9 月 11 日出生于日本滨松，

1989 年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日

本电子工学家，专长半导体器件制造，现为名城

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曾获电气学会论文

发 表 奖 、 光 电 子 会 议 特 别 奖 、美 国 IEEE/LEOS

工程管理奖、应用物理学会奖、英国等级奖、武田

奖、SSDM Award、日本结晶成长学会论文奖。

中村修二 蓝光 LED 发明人，1954 年 5 月 22

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1994 年在日本德岛大学

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1979 年加入日亚化学

公司。 1989 年，中村教授开始研究基于三族氮

材料的蓝光 LED。由于在蓝光 LED 方面的杰出

成就，中村教授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包括仁科纪

念奖（1996），IEEE Jack A.莫顿奖，英国顶级科学

奖（1998）；富兰克林奖章（2002），2003 年中村教

授入选美国国家工程院（NAE）院士。2006 年获

得千禧技术奖。2000 年，中村教授加入加州大学

圣芭芭拉分校。他获得 100 多项专利，并发表了

200 多篇论文。

新科诺奖得主简介

科技日报综合报道 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云南

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北京时间 10 月 7 日

21 时 49 分，发生 6.6 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23.4 度、

东经 100.5度，震源深度 5.0公里。

据了解,由云南普洱市防震减灾局和成都高新

减灾研究所联合建设的地震预警系统成功预警此次

地震。昆明市民提前 67秒收到预警。

此次地震触发当地及周边地区学校地震预警

终端，并发出预警警报。地震后，成都高新减灾研

究所还为地震和应急部门提供了烈度速报图其他

应急数据。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表示，今后还将

加强农村场镇地震预警终端建设，以进一步减少地

震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地震预警是指地震在震中发生时，破坏性地

震波在到达预警目标前，利用电波比地震波快的

原理，在灾难到来前几秒到几十秒给出警报的技

术 。 理 论 研 究 表 明 ，如 果 预 警 时 间 为 3 秒 ，可 使

人员伤亡比减少 14%；如果为 10 秒，人员伤亡比

减少 39%。

云南普洱景谷发生 6.6级地震
昆明市民提前67秒收到预警

10月7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幻灯片展示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的研究成果。 新华社发（石天晟摄）

日前，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下称中信所）发布了

2013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统计显示，我国的

SCI 论文数量已达 23.14 万篇，位居世界第二。但在显

示论文影响力的指标——被引用次数上，我国排位第

四。如果借用经济学的名词来说，我国科技论文的“性

价比”还不够高。

统计还显示，世界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是11.05

次，而我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的平均被引用率为 7.57

次，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我国科技论文发表

后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的论文所占比例甚高。

为引导科研人员重视论文的质量与影响，中信所于

2009年开始推出新的统计指标——“表现不俗”论文：就

是在各学科领域内，按统计年度的论文被引用次数的世

界均值划一条线，高于均线的论文为表现不俗的论文，即

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一般水平。2013

年，我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SCI论文中，表现不俗论文的

比例为33.8%，只有1/3的论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如何提高我国科技论文的影响力？最根本的还是

要有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2008年，中国科学家在世

界上首先实现铁基超导。其中，中国科技大学的陈仙

辉研究组突破了传统超导的麦克米兰极限，证明铁基

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的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

体。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总被引次数

已超过 900次。

除了创新之外，每年中信所公布的论文统计也具有

导向意义。当我国 SCI论文还不多的时候，每年公布各

个研究机构的 SCI论文数量，客观上刺激了各个机构的

论文“生产”。当我国 SCI论文总数位居世界第二位后，

每年统计并公布“表现不俗”论文的数量也是一种导向。

据悉，中信所正在研究其他方案，以加强科技论文

统计对提高论文质量的导向作用。

高等院校是我国科技论文的生产大户。2013 年

度，我国 SCI论文中有 82.77%产自高等院校。如何提高

高等院校科技论文的质量是专家们考虑的重点。中信

所副所长武夷山指出，中国的某些高校规模很大，产生

的 SCI 论文很多，其中“表现不俗”的论文也很多，这两

个数据我们都公布。只要上级单位考核“表现不俗 SCI

论文占 SCI 论文总量的比例”，各高校就不好片面追求

SCI 论文数量了，“因为你的 SCI 论文越多，分母就越

大，这个比例反而可能下降。”武夷山说，如果用这个指

标来考核的话，中国科技大学的表现很突出，而那些

“巨型”学校就占不了便宜了。 （下转第三版）

用 SCI论文考核高校：“巨型”失去优势
本报记者 李大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