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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缅怀先辈的时节。

从去年清明至今，不知不觉间，中国科技

精英的殿堂——科学院与工程院又有 40位院

士驾鹤西去。他们书写了一代人的传奇，于

共和国的科技史上留下了足迹，也让后人增

添了无限的思念。

在 40 位 已 故 院 士 中 有 18 位 工 程 院 院

士。其中严东生既是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

料工程学部的院士，也是科学院化学部的院

士，是 40人中唯一一位两院院士。

像严东生这样的一人身兼两院院士的,

在中国只有区区 30 名。这与工程院的成立

相关。

1994 年 6 月，中国工程院成立。工程院

第一批院士是经过提名、协商和遴选，由筹备

领导小组提出 100人左右的拟聘名单（其中有

30名工程背景较强的中科院学部委员），报请

国务院批准后以工程院名义聘任。这 30名中

科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就成为仅有的两院

院士。他们成为两院院士不是像有些人想象

的那样：先在某一院评上院士，然后又到另一

院评上了院士。他们是工程院聘任的。

作为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

开拓者之一，1980 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院士）的严东生就是这 30 名两院院士之一。

早前逝去的王选、朱光亚、王大珩、闵恩泽、张

光斗、钱学森、师昌绪等都是两院院士。

在 18 位逝去的工程院院士中，98 岁的严

东生是最年长者。其他“90后”还有：余松烈、

陈士橹、石屏、曾庆元、刘大钧、谭靖夷、卢良

恕、赵国藩；“80 后”有范立础、胡壮麒、刘建

航、冯宗炜、梁应辰、崔国良、熊远著；超过 70

岁的有牛憨笨、吕志涛。平均年龄 88.6岁。

两院逝去的 40 位院士中，中科院院士陈

能宽是唯一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99 年 9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

贡献的 23 位科学家。时年 76 岁的陈能宽因

在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在爆轰物理、炸药工

艺与炸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冶金、实验核物

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和组织领导中作出了重

要贡献而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极

其崇高的荣誉。

40 位已故院士中有 22 位中科院院士，他

们平均年龄 89.5 岁。其中过百岁的有王世

真、蔡启瑞、任新民，“90 后”有徐采栋、梁思

礼、胡宏纹、陈能宽、王守觉、李荫远、张树

政、薛社普、徐祖耀、谢学锦，“80 后”有张本

仁、黄志镗、游效曾、赵尔宓、苏锵，超过 70 岁

的有刘应明、陈达、张家铝。再往下就是 54

岁的高山了。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高山，长期致力于地

球化学研究，在大陆地壳成分、壳幔交换作用

以及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微区分析研究方

面取得了有国际影响的系统创新成果。他的

开拓性和基础性研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我

国和国际相关领域的发展。2011年他当选中

科院院士时仅 49 岁，成为地矿系统最年轻的

院士。对于高山的逝世，中国地质大学金振

民院士曾赋诗哀悼：“高山此去无高山，天妒

英才不复返。悲痛忧伤谁能知，流水高山知

我情。”

高山离世，乃中国地球化学界的重大损

失。他与其他已故院士聚集天国，共同期待

着事业的继承者圆上他们的科技强国梦。

（科技日报北京4月4日电）

清明回首：这一年，40位院士离我们而去
本报记者 李大庆

从 3月 18日中美共同披露启动首脑会

晤准备，到 3 月 30 日敲定并宣布习近平和

特朗普将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聚首，仅

仅用了 12天，“习特会”便成为后冷战时期

美国历届新总统上台后举办时间最早的中

美峰会。

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虽然也在入

主白宫当年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会晤，但

都是在多边场合进行。这一次，中美首脑

双边会晤于美国总统就职后一百天内实

现，在两国关系史上是很少见的。

用咱们的话说，特朗普是个“爱岗敬

业”的人。地球人都已经看到，特朗普和他

的政府急于兑现竞选承诺，拿出一些像样

的政绩。有人比较了历任美国总统就职后

最初 50天的表现并得出结论，特朗普是其

中最忙碌的一位，也是最把竞选承诺当回

事儿的一位。

然而，特朗普在内政方面出师不利，尤

其是在移民、医保等事务上屡遭挫败。在这

种情况下，他对外交突破有着特别的期待，

从而树立他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反

过来也可能会帮助其国内施政。可以说，特

朗普更需要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一方面为世

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未来关系定调；另

一方面，还真有几件“不能再等了”的地区性

和双边议题，他急着要和习大大商量。

专门负责研究朝鲜核动态的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小组称，3月 29日至

30 日的卫星照片显示，朝鲜东北部的丰溪

里核试验场已不见车辆或人员踪迹。他们

据此判断朝鲜有可能已完成第六次核试验

相关准备工作。

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 3日报道，特朗

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该报专访时表

示，本周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

会面，届时将讨论朝鲜的核计划带来的日

益严峻的威胁。

“我非常尊敬他（习近平），也非常尊敬中

国。如果我们做出了某种非常戏剧性、对两

国都非常好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会意外，我

希望结果如此。”特朗普说，“中国对朝鲜有重

大影响力。中国有可能决定在朝鲜问题上帮

我们的忙，也有可能决定不帮。”“如果中国不

打算解决朝鲜问题，我们就会出手解决。”特朗

普明确表示，美国“完全”（totally）有可能在没

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朝鲜问题。

《金融时报》3月 23日的另一篇报道援

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已经按照特朗普就职后的命令，完

成了对美国的各种朝鲜政策选择的评估。

其中一人表示，为了赶在中美首脑会谈之

前明确对朝鲜政策的可能选项，这一评估

是加快完成的。

朝核问题必定是“习特会”中最重要的

议题之一。不否认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决

心，也不排除美国将“与朝鲜单挑”的可能，

但可以想象，特朗普眼下也要尽力避免他

执政伊始，美国就在朝鲜半岛陷入一场热

战。因此，特朗普渴望与习大大在这个问

题上谈出点名堂，期待着那种“非常戏剧

性、对两国都非常好”的结果。

对华贸易逆差无疑是特朗普的一块心

病，这也将成为本次“习特会”的另一大焦

点。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拥有美国两党

共识及强大的民意支持，并因此获得众多

选票。所以，“习特会”中美方一种“不依不

饶”的谈判架式，也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现

在看来，中方在经贸问题上对美做出一定

让步或许不可避免。

然而，特朗普也应该懂得，天下没有免

费的午餐，“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更不是一

句空话。无论经贸问题还是朝核问题，中

方不能只有妥协，没有回报。如果确有诚

意，美国则应认真考虑在涉及中国核心利

益的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投桃报李。世界

舞台上，大国之间的利益置换是经常发

生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用不着羞羞答

答。面对以讲求实际著称的美国人，特别

是面对生意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我

们不妨更直截了当一些。

无论如何，这是一次让人充满期待的

中美首脑会晤，因为它有可能给世界高度

关注的若干问题带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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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研机构改

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计划设立多个综

合性的国家实验室，希望以此来提升科研

能力。

为了加强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中

国邀请 12名世界顶级国家实验室专家参加了

不久前举行的“国家实验室建设管理国际研

讨会”。科学出版社旗下英文期刊《国家科学

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发布

有关内容。《知识分子》获得授权刊发中文内

容。专家们有关建设国家实验室的经验和洞

见，值得分享。

建设体量要更大、目
标要更高

大多数现有的中国国家实验室出于单

一 目 的 ，专 攻 某 一 个 特 定 研 究 领 域 ，而 美

国 的 国 家 实 验 室 是 融 合 了 多 学 科 的 多 目

标实验室。和单学科实验室相比，综合性

的 国 家 实 验 室 能 够 承 担 更 大 规 模 的 科 研

项目，进行一些国家迫切需要的领域的跨

学科研究。

曾在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的

丁洪，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态

国家实验室常务主任。他补充说：“中美国家

实验室的规模也有差距。我现在的实验室只

有 500 人，而阿贡国家实验室有 4000 多名工

作人员。”他认为，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应该

着力于宏大的长期研究，这类研究应是大学

和企业做不了的。

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托

马斯·梅森认为，虽说国家性质的国家实验

室研究项目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的，但其设备

使用方面可以是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而

且大多数国家实验室在合作方面应该具有

区域特色。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安东

尼奥·马塞洛表示：“国家实验室集中了大

量财力和人力资源。在意大利，大学拿不

到这个级别的资金，但大学可以随意使用

国 家 实 验 室 。 国 家 实 验 室 必 须 具 有 研 究

优先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源源不断地提

供资源。国家实验室为科学界服务，同时

也 是 很 多 研 究 生 完 成 部 分 论 文 研 究 的 地

方。”

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主任约尔·梅索特

认为，国家实验室建设要考虑长期稳定的预

算。“大家会以你首次的成功来衡量你，如果

短期内没有成功，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一

点也需考虑清楚。还有，现在有一种趋势是

弱化国家实验室的活动，并把一切重心放在

国际组织上。这样是不好的，国家实验室和

国际组织应该相辅相成。”

国家能源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主任

杜恩·吉布斯强调：“国家实验室是任务导向

型的。重要的是，要确定国家的需求是什么，

以及如何去满足这些需求。”（下转第三版）

世界顶级专家“头脑风暴”——

中国如何建设国家实验室

邱 瑾

4月 4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者遗
属代表 50余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内的遇难者名单墙前举行清明家
祭活动，祭奠被侵华日军杀害的亲人。来自日
本的友人、澳大利亚青年代表等一同参加了祭
奠活动。

图为南京小银星合唱团的孩子们在纪念
馆遇难者名单墙前献花。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清明时节
南京家祭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公司 3 月 29 日宣

布，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将于今年

上半年进行陆地首飞，下半年进行水上首

飞。目前，这款飞机正在紧张进行首飞前最

后准备。

AG600 是 世 界 在 研 最 大 水 陆 两 栖 飞

机。其长 37 米，翼展 38.8 米。20 秒内可一

次汲水 12 吨，一次加油可投放的最大水量

为 370 吨。

“这是一艘能飞起来的船，也是一架能游

泳的飞机。”中国航空工业通飞副总工程师、

AG600总设计师黄领才形象地说。把飞机与

船合为一体具有巨大的技术鸿沟，AG600 是

如何做到的？

设计水陆两栖飞机难
在哪儿
“ 适 应 并 控 制 相 应 的 气/水 动 耦 合 作

用，是设计水陆两栖飞机最大的难点。”黄

领才说。

“水陆两栖飞机接水和离水的过程，是在

一个气/水动耦合的环境下完成的。而业界

对这个领域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并不成熟，好

多还处于探索中。”黄领才说。

同样的截面积和速度，水的阻力大约是

空气的 800倍。由于水面是波动的，相似准则

与空气不同，因此水动力特性与气动力特性

差别非常大。

“同时，与普通船体的最大区别是，水陆

两栖飞机的船体设计要有断阶结构，即滑行

船体。飞机正是靠着这个滑行船体，才能实

现在水面上航行、滑行、起飞、降落和水面机

动。”黄领才说。

如何适应并控制相应
的气/水动耦合

2009 年，国家立项批复了大型水陆两栖

飞机 AG600 的研制。在中国航空工业主导

下，由航空工业通飞主承制、航空工业特飞

所/中航通飞研究院作为总设计师单位“大协

作”，全国 150多家单位、十余所高校数万人参

与了研制。

如何让 AG600 适应并控制相应的气/水

动耦合？

7 年的研制过程，是无数次的计算、试

验、失败、总结和验证。为达到飞机良好的

气、水动匹配，飞机设计团队采用气/水动

结构一体化设计技术，通过无数次数值仿

真与风洞试验，最终获得优选的飞机气/水

动力数据。

“仅水池拖曳试验就达一万多车次。”

黄领才说，为保证飞机在水面滑行的稳定

性，在船体设计过程中，设计团队充分考虑

气/水动在起飞、降落滑行的各个速度段的

匹配，通过多轮水动力仿真分析与水池试

验，通过不断优化外形与结构布局达到设

计要求。

当然，AG600 采用单船身、悬臂上单翼、

“T”型尾翼及前三点可收放式起落架的船身

式布局形式，都是为适应和控制相应的气/水

动耦合而为。

（下转第三版）

会飞又会游，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是这样做到的
——总设计师黄领才详解 AG600

本报记者 矫 阳

科技日报讯 （记者游雪晴）中国气象

局国家气候中心近日发布《2016 年度长江

三峡地区气候状况监测报告》。报告显示，

三峡库区蓄水运行对周边气候影响不大，

水库对气温的影响范围在近水库区，离长

江干流不超过 20公里；没有监测到库区蓄

水对局地降水的明显影响。

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2016 年中国气

候异常，气温高雨水多，长江中下游降水出

现严重汛情，暴雨洪涝和台风灾害重，气象

灾害造成经济损失大，气候年景差。

对于长江三峡地区而言，2016 年，该

地区四季气温均偏高，春夏偏暖明显。

监测报告显示，三峡库区的气温和降

水变化，与长江上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

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从三峡工程建成、蓄水

运行以来的气候监测结果看，库区气候主

要受大气候环境影响，库区蓄水运行对周

边的气候影响有限，水库对气温的影响表

现为夏季有弱降温效应、冬季有弱增温效

应，全年以增温效应为主，其影响幅度小于

自然变率，影响范围在近水库区，离长江干

流不超过 20公里；没有监测到库区蓄水对

局地降水的明显影响。

三峡库区蓄水对周边气候影响不大

新华社赫尔辛基4月 4日电 （记者李骥
志 李建敏）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

赫尔辛基，开始对芬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芬兰领空时，

芬兰空军 2 架战机升空护航。当地时间下午

5 时 55 分许，专机抵达赫尔辛基万塔国际机

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芬兰政

府代表、农业与环境部长蒂利凯宁等在舷梯

旁热情迎接。

习近平就芬兰独立 100 周年向芬兰政

府 和 人 民 致 以 热 烈 祝 贺 和 良 好 祝 愿 。 习

近 平 指 出 ，中 芬 虽 然 远 隔 千 山 万 水 ，但 两

国 人 民 对 彼 此 怀 有 友 好 感 情 。 芬 兰 是 最

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也 是 第 一 个 同 新 中 国 签 署 政 府 间 贸 易 协

定的西方国家。建交 67 年来，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中芬关系始终平稳健康向前

发 展 。 近 年 来 ，中 芬 经 贸 、科 技 、环 保 、人

文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化。当前，双方正在

积 极 构 建 和 推 进 面 向 未 来 的 新 型 合 作 伙

伴关系，中芬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

期 待 着 同 芬 兰 领 导 人 就 中 芬 关 系 和 其 他

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规划两国

关系发展蓝图。

王沪宁、汪洋、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

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芬兰大使陈立也到机场迎接。

在结束对芬兰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还

将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

会晤。

习近平抵达赫尔辛基
开始对芬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