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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9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群英荟萃，何梁何

利基金 2014 年度颁奖大会暨何梁何利基金成立 20 周

年庆典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今年 52 名何梁何利基金获奖人中，有为中国

科技事业毕生耕耘、成就卓著的资深科技工作者，

有在研究开发第一线奋力拼搏、勇挑重担的中年科

技骨干，有在新科技革命大潮中脱颖而出、出类拔

萃 的 青 年 科 技 人 才 ； 有 活 跃 在 高 等 院 校 、 科 研 院

所、大中城市的科技精英，有奋斗在边陲荒漠、青

藏高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领军人物。他们成就

斐然，事迹感人，可谓群星璀璨。

根据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评估，这些获奖人

员 的 科 学 成 就 和 建 树 成 果 ， 居 于 国 际 领 先 水 平 占

84.6%，其余均到达国际先进水平。具体分析，今年

获奖情况呈现十大趋势和特点。

中青年科学家已成中坚力量

从整体来看，今年获奖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和人员

结构上都有新的飞跃。今年获奖人的平均年龄 55.6

岁，与去年相同，最大年龄 84 岁，最小年龄 37 岁，

创基金成立 20周年以来的最小年龄。60岁以下的获奖

人 40 人 ， 占 76.9%， 50 岁 以 下 的 获 奖 人 16 人 ， 占

30.7%，比去年 26.1%，提高了 4个百分点。

获奖人中，院士 16 人，占 30.8%，非院士科学家

36 人，占 69.2%。彻底改变了 10 年前院士高居获奖人

75%的比例。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中青年科学家

已挑起科研的重担。此外，今年有 7 位女性获奖人，

是历年获奖人中女性较多的一年。从获奖科学家的科

研成果水平来看，国际领先水平占 84.6%，国际先进

水平占 15.4%，再创历史新高。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成绩斐然

获奖科学家锁定前沿，厚积薄发，在数学、力

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科学成就及其广阔

应用，正在改写世界领先的记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何梁何利基金的“科学

与技术成就奖”的两位得主，都是在基础科学领域取

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赵忠

贤院士，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高温超导研究，带领团

队做出了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使我国高温超导走在

国际前列；另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实验

物理学家薛其坤院士，他海外学成回国，在凝聚态物

理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开拓了界面高温超导研究的新方向，领先国际先

进水平。

复旦大学陈恕行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

晓静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颜宁教授、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李劲松研究员分别在偏微分方程理

论与应用研究、沙漠运动规律及风沙环境力学、膜转

运蛋白的结构与机理、体细胞重编程等领域取得重大

突破。

高精尖技术研究硕果累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赵淳生教授开创了我国超声电

机领域，揭示了超声电机的运动机理，提出了系统理

论和设计方法，主持研制出 50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超声电机，已成功应用于嫦娥-3号红外光谱仪的精

密驱动与控制和生命科学研究中的细胞穿刺系统。北

京理工大学吴嗣亮教授，在雷达、航天测控及卫星导

航定位领域做出多项科研成果，已在航天交会对接、

高轨飞行器高灵敏度快速捕获、高精度跟踪中应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黄江川研究员，现任嫦

娥二号卫星总设计师，提出并在国内首次实现多目标

探测思想，开创了国际上月球、日地平动点 （L2） 和

小行星 （4179图塔蒂斯） 多目标探测的成功模式，创

造了 780 米近距飞跃小行星的世界纪录。西安交通大

学蒋庄德教授，长期从事微纳制造和精密测量技术等

方面的研究，开发了耐高温压力传感器，解决了制约

我国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军工等领域恶劣条件下的

压力，加速度等测量的重大技术难题，打破国外技术

封锁和产品垄断。

新兴交叉学科方兴未艾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万立骏研究员，将实验、

仪器研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从分子表面组装出发，

在电化学、表面科学和纳米科学交叉领域取得新的研

究成果，积极推动纳米材料在锂电池和水处理中应

用，推进了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形成。中国石化石油化

工科学研究院宗宝宁副总工程师，在石油化工行业潜

心研究近 30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非晶态镍催化剂

的工业化生产和应用。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教授，

在构建新兴交叉学科——有机光电子学科的理论框架

体系、实现有机半导体的高性能化与多功能化等方面

取得了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原创性和系统性成就。

产学研结合成效显著

由于产学研合作创新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此次获

奖的科研成果呈现技术、工艺和设备的成套性，企业

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刘迪

董事长，带领团队研究开发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锦纶聚合及纺丝成套工艺及装备技术，提高了产品

质量、降低了物耗能耗，大大提升了我国锦纶行业的

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华中科技大学尹周平教

授，长期致力于电子制造装备和数字制造技术领域的

研究，面向国家发展高端电子制造装备的重大需求，

攻克了超薄芯片高可靠剥离、飞行视觉引导下高精贴

片和键合性能精确调控三大关键技术，同时还发明了

拾取装置、贴片装置和热压装置三大核心装置，主要

技术指标超过了国际同类设备先进水平，成套技术和

装备的研发成功，使该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中南大学赵中伟教授研究出难冶钨资源深度开发应用

关键技术，突破了国内外长期认为白钨矿不能碱分解

的理论禁锢，发明了基于浸出结晶耦合机理的白钨矿

氢氧化钠分解法，以及高浓度离子交换、深度除杂等

整套技术，解决了钨资源的高效利用问题，推广面达

93%，使我国钨资源使用年限由不足 5 年延长到 25 年

以上，潜在经济效益达 4100亿元。

国防科技战线群英荟萃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许波研究员，从事精确制

导武器系统总体技术研究 20多年，解决了诸多关键科

研难题，突破了传统模式，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创世

界领先水平，推进了我国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钱立志教授，自主创新研发

成功系列新弹种，使炮兵的大面积杀伤弹药能够实现

精确打击和电子干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该技术方

法已广泛应用在陆、海、空军的装备研究，取得了重

大的军事效益。南京理工大学付梦印教授是我国导航

与控制领域知名专家，研制成功陆用激光捷联惯导系

统，使我国陆用压制武器装备实现了快速机动、精确

打击、高效毁伤的作战使命要求，已在国内列装使

用，创直接经济效益近 4.1亿元。

环保生态科研破解瓶颈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施章杰教授，探索惰性物质催

化转化，从源头上降低合成工业污染，寻求绿色、可

持续物质转化途径，为控制化学反应的源头污染做出

了贡献，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

潜在实用价值。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徐子伟研究员，研

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饲用 NSP 酶制剂和环保饲

料，使畜禽氮磷减排 30%以上。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

工研究院方向晨高级工程师首创通过“烷基转移再脱

硫”的柴油超深度脱硫技术，解决了含空间位阻结构

类硫化物脱硫的世界性难题，显著提高了车辆尾气的

洁净程度。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创
新别开生面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尼玛扎西研究员海外学成

归来，长期从事青稞种质资源和遗传育种研究，他带

领团队首次完成了青稞基因组测序与基因图谱绘制，

成功选育出突破性的青稞新品种藏青 2000，该品种具

有产量高、产草多、优质、抗蚜虫等优点，平均亩产

增加 50斤以上。

宁夏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马玉山高级工程师，

20多年扎根西北，潜心研究控制阀产品技术，利用介

质对流、扩散等理论创新，攻克了控制阀的设计技术

难题、材料难题和制造工艺难题，使产品质量和技术

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市场占有率达 90%，实现销

售 50 亿元，利税 20 亿元。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

王招明高级工程师，奋战在新疆戈壁沙漠油气勘探开

发和生产一线 30 年，首次提出滑脱挤压“顶棚构造”

的观点，创新了前陆盆地油气地质理论，将勘探深度

向下拓展了 3—4千米，指导了深层大气田的发现，近

年来新发现 6 个天然气地质储量在 1—3 千亿方的大型

气藏，形成克拉苏深层两万亿方天然气资源规模的大

气田。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赖远明

研究员长期从事冻土地区道路工程研究，揭示了块碎

石路基的降温机理，在国内外率先提出冻土工程温度

场、渗流场和应力场三场耦合问题的数学力学模型，

给出了其数值分析方法，成果已应用于青藏铁路、宁

张公路大坂山和昆仑山隧道等寒区工程，极大改善了

西部的交通条件，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医药健康产业成果出类拔萃

医药领域每年被提名人最多，今年从 85位参评人

中脱颖而出的 7 位获奖科学家，是我国医学药学和生

命科学领域的拔尖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张志愿教

授，在修复颅底及口腔颌面软硬组织缺损和创建高位

颈动脉重建术方面，无论是形态、功能还是生存率，

都堪称世界一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卞修武教授，开创并引领了肿瘤干细胞血管

生成研究领域，揭示了肿瘤微血管构筑特征，始动细

胞与分子机制，治疗靶点与干预措施，为抗血管生成

治疗新策略的建立和应用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技术支

撑。南通大学顾晓松教授，发明了壳聚糖人工神经移

植物，揭示壳聚糖作为神经修复材料的生物学机制，

并在国际上率先应用于人体，修复周围神经缺损，使

患者损伤肢体功能恢复疗效优良，克服了周围神经缺

损修复自体神经移植供体来源受限的世界难题。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李兰娟教授，是我国人工肝

的开拓者，创建独特有效的李氏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

重型肝炎获重大突破，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病死率，她

还在国际上首次明确了 H7N9 新流感病毒起源，遏制

了疫情蔓延。

论文专利数量均有跃升

获奖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多，且在国际著名学术期

刊上发表的论文多，是今年一大亮点。创新奖 14位获

奖人，发表论文 681 篇，平均每人 48.6 篇，发表论文

最多者 120 篇。进步奖 36 位获奖人，发表论文 5925

篇，平均每人 164.6篇，发表论文最多者 420篇。

另一亮点是获奖人授权的专利多，创新奖 14位获

奖人，拥有专利 402 项，平均每人 28.7 项，个人拥有

最多专利 120 项。进步奖 36 位获奖人，拥有专利 962

项，平均每人 26.7 项，个人拥有最多专利 193 项。进

步奖和创新奖共 50 位获奖人，拥有专利 1364 项，总

平均每人 27.3 项，比去年每人平均 19.2 项有较大提

升。近年来，科技人员加强了知识产权战略保护意

识，如南京工业大学黄维教授，在有机光电子学研究

和材料制备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并有意识地申请

了国内外专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专利群，较好地保

护了自己的核心技术。

群星璀璨 亮点纷呈
——2014年何梁何利基金获奖人情况综述

□ 邓大为

瑞士批准埃博拉
疫苗临床试验
新华社日内瓦10月28日电（记

者张淼 刘美辰）瑞士药物监管部门 28

日宣布已正式批准埃博拉疫苗临床试

验，针对两种有前景疫苗的临床试验将

于下周在洛桑和日内瓦分别开启。

由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与英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公司合

作开发的cAd3-ZEBOV疫苗将在洛桑

大学医院开展临床试验。试验将测试

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能力。约120

人将参与试验。目前，这种疫苗的临床

试验也正在马里、英国及美国开展。

同 时 ，由 加 拿 大 公 共 卫 生 局 研

发、美国纽琳基因公司获得商业许可

的 rVSV-ZEBOV 疫苗将在日内瓦大

学医院开展临床试验。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

波勒·基尼 28 日表示，如果被证实安

全有效，两种疫苗的生产供应将在明

年第一季度提速，届时将生产出数百

万剂疫苗供高风险国家大范围配发。

以色列总理出席中企
承建港口项目开工典礼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10月29日电
（记者冯志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 28 日出席了以色列阿什杜德新港

口开工典礼，并表示对中以合作前景

充满信心。该项目由中国港湾工程

有限公司承建。

内塔尼亚胡在奠基仪式后发表

讲话说，阿什杜德新港口的奠基是以

色列经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港口

作为亚欧之间的桥梁，将加强两大洲

之间的联系，促进以色列的国际贸

易，并进一步加深中以关系。

据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介绍，该公司是通过公开的市

场 竞 争 获 得 阿 什 杜 德 新 港 口 项 目

的。这个项目是目前以色列最大的

投资项目之一，总投资额 33亿新谢克

尔（约合 8.8 亿美元），这也是中国企

业在境外承揽的最大的港口建设项

目之一，工程预计 2021年完工。

今日视点

北京时间 10 月 29 日凌晨 6 点 22 分，一艘

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的无人驾驶商用货运

飞船——美国轨道科学公司的“天鹅座”号，

搭载该公司的“安塔瑞斯”火箭发射后随即发

生爆炸，燃烧着的残骸直接坠落发射台引发

二次爆炸。

这是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开展太空

飞行商用计划项目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大事

故，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但财物损失惨

重。据《华盛顿邮报》官方网站报道，火箭和

飞船损失超过 2 亿美元，所携带的大量科研

装备和太空补给的价值并未计算在内。有媒

体评论说，此次事故，或使美国商业航天计划

面临重大考验。

灾难来袭，梦断长空

火箭在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岛的航天发

射场升空，当时，每个在发射现场的员工都在

为起飞数秒。

发射 6 秒左右，情况发生异常，爆炸发

生，火焰像太阳一样照亮了整个夜空；紧接

着，残骸坠落，再次引发爆炸。

轨道科学公司执行副总裁弗兰克·卡伯

特森说：“我很确定的是，在火箭残骸落地前，

安全人员发出了‘自毁’信号。”

此前，太空站飞行控制器操控着太空站和

6名航天员远离了一个卫星残骸，这个残骸是

被摧毁的俄罗斯 Kosmos卫星的一部分，该卫

星于 1993 年发射升空，但因与 2009 年发射的

铱星低轨卫星系统发生冲突而被弃之太空。

27 日下午，残骸掠过空间站并漂移到了

2 公里至 10 公里以外，为对接货运飞船创造

了好机会。报道称，“天鹅座”货运飞船原定

于 27 日发射，彼时空间站正好绕过在轨的太

空垃圾残骸。

然而，轨道科学公司在最后 10 分钟倒计

时期间接到报告，一只流浪帆船停靠在火箭

升空所涉危险区域内，任务指控中心紧急暂

停了当晚的发射计划。

推后一天升空的“天鹅座”厄运降临，灾

难突然来袭。轨道科学公司的任务控制大厅

挤满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请继续坚守操控台！”的广播指令循环

播放，毕竟所有数据需要搜集起来，以备保险

调查使用。虽然保险公司将赔付 2 亿美元，

但并不包括巨额的发射场维修费用。

飞船上没有急需物资

“天鹅座”货运飞船此次装载了 2268 公

斤的实验装置和物资，包括 32 个小型研究卫

星、1 个流星追踪器以及 1 罐高压液氮，此外

还有预先包装好的太空食品供给太空站的 6

名宇航员。

设计载重极限为 2700 公斤的“天鹅座”，

曾于 2013 年 9 月首次完成空间站补给任务，

并获得了 NASA 的巨额商业合同，被要求在

2016 年前完成 8 次运输任务。此次任务，是

轨道科学公司执行的第 3次补给运输。

“天鹅座”每次发射都会向一位已故的公

司或商用飞行前辈致敬，这次被纪念的是美

国前宇航员德克·斯雷顿，他在 1993 年去世

前，组建了一家火箭公司。

NASA 发言人罗伯·纳维亚斯说，在这艘

飞船上没有宇航员团队急需的物资。实际

上，上周三，俄国宇航局的一艘货运飞船从哈

萨克斯坦升空并于当天到达太空站，成功为

太空站运送了自己的补给。

“鉴于太空站繁忙的运输状况，我们想

送去一些原本用在航空母舰的停机坪上的

红绿标志杆。”卡伯特森在发射前的发布会

上说，飞船还装载了万圣节礼物，希望给 6

名宇航员带去迟到的惊喜，为了保持足够的

神秘感，他并没有告诉媒体究竟送去了什么

小玩意儿。

NASA 说，在空间站的 6名宇航员已经被

告知此次事故，并通过视频传送目睹了此次

爆炸。

去年在空间站作业的加拿大前宇航员克

里斯·海德菲尔德说：“太空飞行是极具风险

的事业，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商用计划项目”或许受阻

NASA 支付给轨道科学公司和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大量资金，以确保在“后航天飞船时

代”空间站的日常运行。就在 10 月 25 日，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刚刚完成第 4 次

运送任务，搭载了一批珍贵的样本回到地球。

此前，轨道科学公司也顺利执行过两次

送货任务。直到本周二，两家公司的任务都

几乎毫无瑕疵地圆满完成。

有媒体称，此次事故必然引发对华盛顿

的批评，因为太空飞行商用计划项目是由总

统奥巴马倡导的。据《华盛顿邮报》官方网站

报道，白宫称，奥巴马在去威斯康辛州的竞选

之旅中，获悉了此次事故的简报。

目前，NASA 的战略重点转向深空探测，

而美国“太空飞行商用计划项目”的提出，旨

在将民间力量纳入近地轨道运输事业中，继

轨道科学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获得货

运合同后，今年下半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又接下 NASA 的载人航天飞船

的大额订单，以期 2017 年以前从美国本土重

返空间站。

NASA 官员威廉姆·贾斯汀梅尔在爆炸

后的官方公告中强调，失败“不会阻止我们”

继续发展“已经成功”的从美国本土为太空站

运送补给的能力，但有媒体评论说，此次事

故，或使美国商业航天计划面临重大考验。

据悉，“安塔瑞斯”号火箭在第二程推送

飞船入轨的工程设计中，第一次使用了大功

率“俄国造”新引擎，但卡伯特森强调，现在来

责备这个引擎不适合“安塔瑞斯”号火箭还为

时过早，他建议公众不要去碰任何有潜在危

险的火箭或飞船残骸，也告诫公司员工不要

随意与新闻记者谈及此事，避免无谓的谣

言。到目前为止，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还在

调查中。

美国商业航天计划面临重大考验
——轨道科学公司的火箭和货运飞船发射后随即爆炸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综合外电

10月27日拍摄的搭载“天鹅座”飞船的“安塔瑞斯”号运载火箭。小图为火箭爆炸的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