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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中两位科学家、一喜一悲两件红白事。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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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科技界出现了影响较大的两

件事。

一件是来自人民大会堂，2015 年 1 月 9

日，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89 岁的老科学家

于敏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习近平同志躬

身向坐在轮椅上的老科学家颁发了奖励证

书，并热情握手祝贺；

另一件是来自网络，2015 年 1 月 10 日，

被网友称为“布鞋院士”的中科院院士、北师

大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李小

文，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 67 岁。网

上唏嘘一片，对他褒奖多多。

于敏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

学顾问。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

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

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

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

国核武器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

献。可以说，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是“中

国式氢弹”，所以，于敏又被称为“中国氢弹之

父”。可是，于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说，“核武

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

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

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

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就在李小文离世前 3 天，1 月 7 日，李小

文院士获评 2014 年度“感动师大”新闻人

物。颁奖词这样描述李小文：当众声喧哗的

网络将“布鞋院士”的盛誉簇拥向你，你却独

盼这热潮退却，安静地做一辈子风轻云淡的

“技术宅男”。梦也科研，成就“20 世纪 80 年

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的是你；酒里乾

坤，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的，

也是你。还是那双布鞋，一点素心，三分侠

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

于老先生以 89 岁的高龄名至实归地获

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小文先生却以 67岁之

身告别了这块他深爱着的土地。一老一中两

位科学家、一喜一悲两件红白事。让我们看

到些什么呢？

埋头事业，甘于寂寞。1960 年底，在钱

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

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

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

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

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

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

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

波。从此，一直到 1988 年，于敏的名字和身

份都是严格保密的。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

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唯一

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

李小文院士尽管取得了“20 世纪 80 年

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成就。但是，

他的“出名”却是因为一次报告时足登布鞋、

衣着简朴的照片在网上走红。今天看惯了

鲜衣华服、脑满肠肥的显贵达人，突然一位

布鞋简装、瘦骨嶙峋的科学家走入了人们的

视野，怎不叫人耳目一新？但是，李小文却

希望人们忘掉他的那双布鞋。用他的话说，

“布鞋失火了”。那不过是双极其普通的布

鞋，黑面白底，而且款式老旧，是他在成都出

差时买的打折货，“80 块钱一双，一下子买

了 3 双”。面对外界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

李小文不作争辩，但是也“不赞同”。他说，

“有些说法都太拔高了”。

从于敏联想到了邓稼先，曾有人问过邓

稼先，两弹成功，奖金多少？邓答：20 元人民

币，原子弹 10 元，氢弹 10 元。这一次于敏获

奖 500万。也是对那 20元奖金的另一种诠释

吧。当年，参与“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成千

上万科技人员无奖无名，堪称安贫乐道。

李小文身为院士，又是学科带头人，无

论如何也不是穷人。可是，他却习惯于过

“穷日子”。除了打折的布鞋之外，据说他的

饮食也是十分的简陋，由于家人长期不在身

边，自己饮食常常是打开冰箱随便对付，以

致“营养不良”。

邓稼先、于敏等应该算作“老一辈”科学

家了。而 67 岁的李小文，还只能算作我们

同时代的“老大哥”。他 68 年大学毕业。那

就是说，有整整两年学业是在“文革”荒废

的。后来他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除去

“天资聪慧”之外，一定和克勤刻苦有关。假

如，出国只会认名牌，满心思追名逐利，整天

把自己捯饬的光鲜亮丽，要想在学术上脱颖

而出，那只能是痴人说梦。安于清贫、甘于

寂寞、不求闻达、心忧天下，大概是成大器者

必备素质。

于敏经历了无数的艰辛苦难，终以 89 岁

的高龄，精神矍铄地从国家主席手中接过了

奖励证书。他的生命，就是“两弹一星”精神

的象征。衷心祝愿于老先生健康长寿，于敏

代表着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

骥、钱三强、郭永怀、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

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黄纬禄、王大珩、程

开甲、屠守锷、王希季、孙家栋、任新民、陈能

宽、周光召……等等“两弹一星”的整个团

队。于老先生的健康长寿，能够让后人尽可

能长久地看到活着的“两弹一星”精神。

李小文阖然长逝，是中国遥感科技的一

大损失，一段精彩生命的戛然而止更是让人

无比痛心的。网上著名的博主武夷山如此写

道：“这个可爱的调皮的老头，有点倔，有点可

爱，有点任性。他任性地喝酒，任性地将爱将

善良将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作为人生的

主色调发挥得淋漓尽致，然后他任性地在今

天离开了我们。”

据说，院士享受“副省级”的待遇，朝胜至

今还没有发现哪一位副省长、副部长，如李小

文这般清简狷介、洒脱随性。同样，李小文院

士假如真正享受了“副省级”待遇，平日的起

居饮食也就不会随意到“营养不良”的地步，

一个年仅 67岁的中国院士辞世，在今天简直

可算“夭折”！挽李小文院士：

怎可如此任性，穿上布鞋说走就走，一堂

弟子交于谁？

或许是场幽默，携酒带书想来就来，九天

遥感传心声。

重汽参与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建梁）1 月 9 日，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中国重汽参与的《重型柴油车污染排放

控制高效 SCR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据悉，该奖项

是中国重汽改革重组以来获得的最高级别科

学技术奖。

中国重汽在该项目中主要承担钒基催化

剂—尿素 SCR 体系及其配套设备的规模扩

大化生产、非钒基催化剂的涂覆工艺开发、柴

油机排放特性研究及调整、SCR 后处理系统

匹配集成研究、示范运行与耐久性考核等方

面的工作。

该项目是一次产学研结合的成功典范。

SCR 项目的成功投产不仅为中国重汽的整

车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竞争力，而且突破

了跨国企业的行业垄断，为整个民族重型汽

车后处理产业带来了信心。

一线工人王进登上国家科技最高领奖台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东 通讯员郭轶敏

娄欣）1月 9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来自国网山东电力的一线职工王进作为工人

创新的优秀代表，登上国家科技进步最高领

奖台，成为 2014 年度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的一线工人。据介绍，王进所在的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继 2011 年度以

“架空线路清障监测机器人”项目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后，再次获得该项荣誉，成为近年来

全国唯一一家连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基

层企业。

此次获奖的项目是“±660 千伏直流架

空输电线路带电作业研究与应用”。该项目

是基于位居对“外电入鲁”能源大动脉之首、

世界首条±660 千伏直流输电线路——银东

直流输电系统不停电检修工作而开展的全面

创新，对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高供电可

靠性及特高压不停电作业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该线路首次带电作业期间曾进行全球直

播，并引起广泛轰动。

2014年11月4日，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正式运营。项目主机设备于2011年 6月在
国防科大全面上网试运行，中心采用“天河一号”主机系统，性能十分强大，已经为气象、国
土、水利、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部门提供了高性能的计算平台服务。 CFP

编者按 1 月 9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这是科技界品尝智慧硕果的盛
会，也是科技成果和科研活动的总结。成百奖项里，有的跨度数年，有的集数家合
力。无论领域界别，他们通往折桂的阶梯，均由夜以继日的辛劳累积，由头脑风暴中
的迸裂之火跃迁，由百折不挠的坚持维系……本刊摘选部分寥作简介，以飨读者。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任彬
彬 段爱珍）1月 9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上，由湖南省单位主持和参与

完成的 25 个项目获奖。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领衔完成的“天河一号高效能计算机系统”项

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是湖南省连

续获得的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据统计，湖南所获25个奖项中，包括国家

自然科学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3项，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20项。其中湖南省单位为第一

完成单位的获奖项目 13项，即国家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9项。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领衔完成的“天河一

号高效能计算机系统”项目，是国防科大承担

完成的国家 863 计划等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2009 年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投入运行，向国

内外用户开放使用。目前，“天河一号”已构

建起材料科学与工程计算、全数字设计与装

备制造、能源及相关技术数字化设计、地球科

学与环境工程计算、智慧城市与大数据处理

等六大应用服务平台，先后在基因分析与测

序、大型飞机和高速列车设计、生物医药、电

子政务及智慧城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南大学张尧学主持完成的“网络计算

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该项目由清华大学教授、中南

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带领科研团队，把计算

机体系结构与计算模式的创新与社会重大需

求紧密结合，历经20余年潜心研究，在国际上

率先提出被国外同行称为“先于云计算、包含

云计算”的网络计算模式——“透明计算”，开

辟出新的计算时代；同时，该团队成功研制出

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全新概念的超级操作系

统，创造性地提出“流式计算”方法，将操作系

统和应用程序变成让用户能随时随地获取的

服务。目前成果已成功应用于中南大学湘雅

医疗大数据系统建设、我国大型冶金企业的

工控系统与工程设计部门、腾讯手机等方面。

湖南连续两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科技日报讯（记者乔地）在 1月 9日举行

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河南省一次摘

取 5个国家技术发明奖。这是河南历史上首

次在原创成果领域取得大面积丰收。据悉，

在 2000 年—2010 年 11 年间该省只获得 7 项

技术发明奖，2010 年—2013 年三年间该省技

术发明奖只有 6项。河南省科技厅厅长贾跃

表示，技术发明奖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表明了

河南原始创新能力在逐步增强。

河南此次获得国家发明奖的项目，主要

包括郑州大学王复明教授主持完成的“非水

反应高聚物注浆防渗加固成套技术及装备”

原创性地发明了高聚物注浆防渗加固新方

法，开发了成套技术工法和装备，并应用于多

项重点工程防渗加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石

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省

亚临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也表现突

出，其参与完成的项目也分别获得了国家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河南省共荣获 2014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19 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4项，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4项。

近几年河南省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中农

业类项目一直在50%以上，2014年仍然保持此

类项目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河南省农科院雷

振声研究员主持完成的“优质强筋高产小麦

新品种郑麦366的选育及应用”项目和河南农

业大学陈彦惠教授主持完成的“豫综5号和黄

金群玉米种质创制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郑麦 366”是目前我国优质强筋小麦

第一大品种和企业国产优质小麦原料的首选

品种；豫综5号和黄金群玉米种质创制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核心种质，实现了

我国玉米遗传育种源头的材料创新，这些项

目为我国小麦玉米粮食生产作出了重大贡

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科技支撑。

另外，河南省 2014 年在信息安全、土木

建筑、油气化工和轻工等方面也取得了新

的突破。

河南一次摘取5项国家发明奖

1月 9日，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

创研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是这个项目探索出一条中

药变大药之路，是这一项目让中药这一瑰宝

绽放绚丽光彩。

2006 年，在天津市政府和科委的支持

下，由张伯礼院士任技术负责人，天津市组

织实施了“天津市现代中药大品种群系统开

发项目”，三年出资 6000万元，企业配套 6000

万元，重点支持 30 个中成药大品种系统开

发。在张伯礼院士带领下，他们构建了中成

药临床定位、药效物质整体系统辨析、系统

网络药理学、工艺品质调优和数字化全程质

控等五大核心技术体系，形成了中成药二次

开发模式，有力推动了中药产业技术升级换

代，使中药大品种不断涌现。

历时 8 年，张伯礼带领课题组完成了 32

个中成药品种二次开发，用实践证明中成药

二次开发是一条投入少、见效快、创新驱动中

药产业跨越发展的有效途径。以提升品种的

科技内涵带动市场销售的二次开发策略卓见

成效——32个中成药，销售额过亿元品种由3

个增加到 12 个，2013 年销售额达 50 亿元，是

开发前的 4.2 倍，累计销售额超过 200 亿元，

初步构建了天津市中药大品种集群，建立了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和科研院所相结合的

科技创新及应用体系，促进了名优中成药向

中药大品种的转化，实现了我国现代中药产

业新的跨越。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他们在

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七个方面的突破，共获

19项发明专利及7项软件著作权，提高国家药

品标准 8项；发表论文 150篇，SCI收录 91篇。

这一项目的实施，为我国其他中成药的二次

开发提供了示范。目前这一项目技术已在全

国19个省市推广，应用于近百家中药企业，让

一批中成药成为好药、大药。

探究中药变“大药”之路
——记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成药二次开发项目

□ 本报记者 冯国梧 通讯员 王 楠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吴军辉 记者冯国
梧）由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卜显和教授课题组

完成的“配位聚合物构筑与结构性能调控”项

目荣获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日前

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表彰。据了解，

这是自 2003年后南开大学第 8个获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的项目。

配 位 聚 合 物 是 一 类 新 型 的 无 机 有 机

杂化材料，是近年来化学与材料科学等多

学 科 交 叉 研 究 的 前 沿 与 热 点 之 一 。 新 型

配位聚合物的可控合成、结构性能调控及

功 能 化 是 该 领 域 主 要 的 研 究 难 点 与 核 心

科学问题。

十几年来，卜显和教授课题组围绕这

些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阐明

了 多 个 配 位 聚 合 物 体 系 的 结 构 — 性 能 关

系，建立了相应的结构—性能调控方法，发

展了功能导向的合成方法学，为配位聚合

物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同

行专家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

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48 篇；

其 中 8 篇 代 表 性 论 文 目 前 SCI 他 引 1420

次，20 篇核心论文目前 SCI 他引 2550 次，单

篇最高他引 390 次。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花开南开大学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衣晓峰 记者李丽
云）以肿瘤关键分子靶点为识别及干预目

标，借助注入体内的特异性分子探针和高灵

敏影像设备，在活体状态下对分子靶点进行

成像，使肿瘤超早期被发现成为可能。由

哈医大四院申宝忠教授领衔完成的科研课

题——《多功能分子成像肿瘤诊疗关键技术

及应用》9 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我国

科技进步奖类唯一一项分子影像学研究领

域成果。目前该项目已在国内外 68 家研究

及医疗机构进行推广应用，用于临床 938 例

肿瘤患者的多功能分子成像诊疗，显著提升

了我国分子影像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有

力推动了肿瘤诊断及治疗技术进步与发展。

申宝忠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在国内最

早开展了分子成像研究，在探针研发、成像

方法、应用领域等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获得了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

专利及新技术、新产品，并率先实现了分子

成像在临床肿瘤患者中的诊疗应用。课题

组在国内外首次提出“肿瘤系统分子成像”

新理念，即在活体状态下，实现肿瘤细胞及

其微环境中多个关键分子靶点及相互作用

动态过程的定性定量可视化，为下一代肿瘤

分子诊疗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研究者还率先提出了“在体分子成像示

踪胚胎干细胞靶向诊断治疗肿瘤”假说，并

在肿瘤系统化分子成像新理念的指导下验

证了此假说。

课题组还在分子靶点、分子探针等方

面进行了探索，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规模、高通量全人抗体库筛选技术；创

建了多功能诊疗一体化分子探针的规模化

可控制备新方法；设计并制备出 17 种可与

关键分子靶点高效结合，且生物相容性好、

安全性高的新型多功能分子探针；同时构

建了基于多功能分子探针的新型药物递送

系统，成功实现了基因及药物的分子水平

靶向、高效递送及肿瘤的精准治疗，降低了

全身副反应，为恶性肿瘤分子水平的动态

精确诊断、治疗及实时监测提供了全新的

技术平台。

超早期发现肿瘤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滴灌水肥一体化专用肥项目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技日报讯（记者朱彤）近日，从兵团科

技局获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尹飞虎研究员

主持研究的“滴灌水肥一体化专用肥料及配

套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在 1 月 9 日召开的国家科技奖励大

会上，尹飞虎研究员代表项目组领奖。

尹飞虎介绍，滴灌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的

节水灌溉方式，节水效率达 50%以上。1974

年，滴灌技术引入我国，因一次性投资大，在

相当一段时间内主要用于经济作物。1997

年，新疆兵团成功将投资降低，使得滴灌技术

应用于大田作物，但产出效益差。影响产出

效益的关键是水肥一体化技术。要实现滴灌

水肥一体化，需解决滴灌专用肥料、滴灌施肥

装置、水肥施用参数等三大关键科技问题。

以尹飞虎为组长的科研团队针对当时滴

灌水肥一体化急需解决的专用肥料和水肥均

匀输入等关键问题，历时 16 年研究，率先在

国内攻破了该技术难题。项目解决了滴灌专

用肥生产中高水溶性磷制备的技术难题，攻

克了固体滴灌专用肥中元素间防拮抗关键技

术，研发出适应不同条件的滴灌水肥一体化

精准灌水施肥装置，建立了主要作物水肥一

体化高效利用综合技术模式和完善的技术规

程，创建了不同类型区、不同作物的水肥一体

化技术体系，并大规模应用于生产。

该项目成果已在国内新疆、河北、内蒙

古、广东等 13 省（区）大面积推广应用，2011

年—2013 年应用面积达 6792.8 万亩，新增效

益 58.05 亿元。通过该项目研究，获国家授

权专利 32 件，其中发明专利 6 件；软件著作

权 5 项。

福建农林大首获工科领域国家奖
科技日报讯（谢开飞 曹佳奕 蔡丽娟）1

月 9日，记者从福建农林大学获悉，由该校陈

礼辉教授主持的“竹纤维制备关键技术及功

能化应用”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这是该校工科领域科研取得的重大突破，也

表明福建在竹材精深加工，特别是竹纤维制

备技术及其功能化材料的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悉，该成果是以低值中小径级竹材为

原料，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发出竹纤维制

备及其功能化应用关键技术，解决了传统竹

纤维生产能耗高、污染严重和产品性能差等

技术难题，实现竹纤维在纺织、包装、装饰等

行业的高值化应用，对推动竹产业结构调整、

竹产区经济发展以及带动农民致富具有重要

意义。

另悉，福建省共有 4 项科技成果获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主持完成的 2项，

参与完成的 2 项。自 2006 年以来，福建农林

大学已有 9 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

中主持的 4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