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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 年的等待，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奖

终结了一等奖空缺的遗憾，终于名花有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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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了这

一桂冠。

“国家自然科学奖产生高等级获奖项目

的规律是功到自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

室副主任陈志敏透露，经推荐、形式审查之

后，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正式受理 142

项，最终有 54项通过评审。除了一等奖项目，

还有涉及恒星演化、中草药化学、禽流感病毒

进化以及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等诸多领域的

项目荣获二等奖。

作为中国基础研究的大奖，国家自然科

学一等奖因其具有极高含金量而常告阙如，

历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它有怎样的历史渊

源？为何荣获一等奖如此之难？

一个有57年历史的大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历史悠久，话说要追溯

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这个国家奖的前身，

为中国科学院奖。那是 1957 年 5 月, 中国

科 学 院 召 开 学 部 委 员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对

1956 年度授奖项目举行颁奖仪式。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首次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给予奖励。

获奖的 34 项自然科学成果中，一等奖有

3项，获奖者皆为大名鼎鼎的科学翘楚——钱

学森、华罗庚、吴文俊，而后者在 45 年后又站

到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

此次奖励的依据是 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

《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在此前一

年，中科院成立了以竺可桢为主席的中国科

学院科学奖励条例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此

条例。

该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给予奖励的第一个条例。

条例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科学研

究工作或科学著作，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或

对国民经济、文化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不

论属于个人或集体的，均可按条例的规定授

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

在那个年代，奖金不菲，一等奖 10000元，

二等奖 5000 元，三等奖 2000 元，并发给荣誉

证书及奖章。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奖对激励

共和国自然科学研究者奋发有为、脱颖而出，

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可惜好景不长, 在“文革”冲击下, 自然

科学奖只颁发一次就停滞了。

“文革”结束之后, 自然科学奖得以恢

复。其间，经过多次商讨, 国家在原有基础

上制订出新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科学奖励条例》。至此，自然科学奖从科学

院奖金提升到国家奖励的层面,成为名副其

实的国家大奖，评审组织者也由中科院转

为国家科委。该条例明确奖励范围只是自

然科学，不包括社会科学，另外，将原来的

三 个 等 级 增 加 到 四 个 等 级, 并 设 立 特 等

奖。1980 年 5 月，国家科委成立了自然科学

奖励委员会。

1982 年 10 月, 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

开。会上, 对第二次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举

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翻开一等奖获奖项

目，可以发现有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的邹承

鲁、发现大庆油田的李四光、研究配位场理论

的唐敖庆、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王淦昌、研

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各个可谓大名

鼎鼎，如雷贯耳。其中，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

李约瑟因其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获

得了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也是我国首次授

予外国学者科技奖励。

自 1989 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授奖范

围还扩大到港、澳地区。

199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简称《条例》），对国家科技奖励制

度进行全面改革，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完善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只设一、二等奖，每年获奖项目总数不超过

400 项。《条例》规定: 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

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

自然科学奖的奖金额度还经历过 1984年

和 1994 年三次调高。2005 年，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

奖金标准调整为特等奖 100 万元，一等奖 20

万元，二等奖 10万元。此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资料显示,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

后，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奖励力度。仅从

2000 年到 2005 年的 6 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奖

从每年奖励 15项逐步上升到 2005年的 38项。

一等奖为何频频空缺

今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实至名归。但

“大奖难得”依然成为很多人的感叹，“空缺”

则成为每年颁奖新闻频频出现的热词。

分析历年奖励情况，1982 年和 1987 年国

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共 20 项，出现此高峰显然

与 1957 年后评奖活动的长期停顿密切相关。

然而，进入 90 年代后, 一等奖则开始出现空

缺，特别是 1999至 2001年连续 3年空缺，直到

2012年，14年来共出现 9次空缺。

每当出现空缺，往往会触动社会各界敏

感的神经，引发阶段性群体焦虑。国家科技

奖励工作办公室对数千名专家的问卷调查显

示，91.4%的专家认为自然奖一等奖频现空缺

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基础研究的投入

不够，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对从事基

础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激励力度不够。

对于每次媒体追问的空缺原因，很多基础

研究的科学家和评审专家表现得颇为淡定。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空缺是正常现象，重大

发现或突破一定要经过时间的积淀，同时也说

明评价标准要求高，我们评选项目是放在与国

际水平一条标准线上的，不能因为空缺而降低

要求。”中科院院士饶子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奖评审工作已有多年。他介绍，自然科学奖推

荐和评审程序都非常严格，网络评审阶段由国

内同行专家和海外专家背靠背评审，近年来还

实行了自然科学奖小同行网络审读制度；会议

初评和评审阶段各评审组的同行专家要根据

项目答辩情况，按照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进行

评审，一等奖应当由到会委员的2/3多数（含2/

3）通过，由于一、二等奖是放在一起参评的，所

以获一等奖的几率极低，达不到国际标准的成

果很难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

《条例》明确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重

大科学发现应当具备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

阐明、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得到国内外自然科

学界公认”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一等奖必须是

重大原创突破，因此，这个奖项有特别的‘含金

量’，在科研人员中享有很高威望。”饶子和说。

分析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项

目，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要经过长期积

淀，耗时极长。2003年度的“澄江动物群与寒

武纪大爆发”项目，耗时 20 余年，在世界上首

次证实了几乎所有的动物祖先都曾经站在同

一起跑线上，被《纽约时报》评为“20世纪最惊

人的发现之一”；2009年的巨著《中国植物志》

更是规模宏大，艰巨繁杂，经历了四代科学家

80 多年风雨的接力前行，获奖时该书的四位

主编已经辞世，第五位主编吴征镒当时也已

95 岁高龄（4 年后辞世）；2006 年的“介电体超

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耗时近

20 年，使得这个研究从冷门变成国际热门领

域，并在光电子、声电子、材料科学的交叉领

域中诞生了称之为“畴工程学”的新生学科。

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有统计数据显示，我

国获得自然科学奖的课题，平均出成果的时间

为14年。即便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

很多也是几十年磨一剑，如“中国天然气成因

及鉴别”耗时30年，“稀土纳米功能材料的可控

合成、组装及构效关系研究”历经15年，等等。

“一等奖多年空缺有主客观原因，一方面

是我国基础研究与世界先进发展水平尚有一

定差距，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奖严格按照国

际先进水平的标准，遵循‘实事求是、严格要

求、宁缺毋滥’的评审原则。”陈志敏说。

基础研究正处在快速
积累成长的新周期

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获奖数量也

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009 年 28 项、2010

年 30 项、2011 年增加到 36 项、2012 年 41 项、

2013年 54项。

“5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数量持续增

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

长足进步，正处在快速积累成长的新周期。

因此，出现自然科学奖高等级获奖项目是顺

理成章的。”陈志敏认为，目前我国在物质构

造、量子物理等很多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

进展，获得了不少世界级高水平的重大成果，

因此完全有理由期待今后基础研究领域在斩

获大奖方面会继续带给我们惊喜。

对此，饶子和也有同感：“近年来，国家自

然科学奖报奖项目的研究水平越来越高，评

选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含金量也越来越

高。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有与国际竞争的

实力，我期望，我们能在更多的领域成为国际

领跑者。”

“未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将迎来井喷期，请

拭目以待。”今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

者、中科院院士赵忠贤如是表示。

（科技日报北京1月10日电）

中国基础研究大奖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陈 磊

科技日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操秀英）
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结果今天揭

晓，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卫星测绘应用中心的

“国产民用高分辨率立体测图卫星测绘和应用

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长期以来我国卫星影像的精度不高，基

本无法测图，与国外相比存在巨大差距。我

国一直依靠航空影像和国外卫星影像进行测

图，国产高精度卫星数据获取与处理技术已

成为制约测绘和地理信息发展的最大瓶颈。

该项目突破了资源三号立体测图卫星从

指标优化设计到立体测图等一系列技术难

题，结束了我国遥感卫星难以测图的历史，还

突破了航天摄影测量的一整套核心技术，形

成了我国光学卫星测绘技术体系，实现了我

国 1∶5 万测图从依赖国外卫星到使用国产卫

星的根本性变革，使我国一举成为国际上少

数几个掌握成套卫星测绘技术的国家。

资源三号卫星测绘的总体精度指标优于

法国 SPOT5、日本 ALOS 等国外同类产品，打

破了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数据垄断，实现

了国产遥感卫星从“有”到“好用”、从示范应用

到业务化运行的根本性转变，突破了困扰我国

高分辨率遥感数据长期依赖进口的瓶颈。

目前，资源三号卫星的各类产品已应用于

测绘、国土、水利、地矿等十多个行业的400多家

单位，分发数据超过5000万平方公里，节省外汇

上亿美元。向美国、德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影像产品，国际同行认为资源三号

卫星影像质量和精度处于国际同类领先水平。

国产民用高分辨率立体测图技术获科技进步一等奖

科技日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滕继濮）
今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隆重召

开。由河南科技学院主持完成的“矮秆高产多

抗广适小麦新品种矮抗58选育及应用”项目获

得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河南

省高校 30年来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截至去

年8月，该品种小麦累计增产86.7亿公斤。

由河南科技学院茹振钢教授培育的小

麦新品种“矮抗 58”，育种创新技术突出,成

功解决了小麦高产大群易倒伏、矮秆品种易

早衰、高产品种品质不优和稳定性差、稳产

性与广适性难结合等种子培育的四大技术

难题，实现了高产稳产、矮秆抗倒不早衰、抗

逆抗病适应性广、优质中筋、稳定性好等品

种优势。“矮抗 58”是近年来黄淮麦区推广面

积 最 快 的 特 大 小 麦 品 种 ，截 止 到 2013 年 8

月，累计种植面积达到 2.3 亿亩，增产小麦

86.7 亿公斤，增效 170 多亿元，创造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国家粮食核心区建

设做出重要贡献。该项目创造性地构建了

“首席专家负责、分区授权、多点示范、就近

供种”的推广模式，每年在省内外都有 300 万

亩到 500 万亩的增速, 在短短 3 年内便得以

大面积推广，在产粮大省河南推广速度、种

植面积、增产效益均居第一位,具有很强的示

范、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

近年来,河南科技学院先后培育出小麦、

棉花、玉米等作物新品种 68个，完成国际合作

项目、国家 863、973、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

攻关、支撑计划、转基因生物重大科技专项等

科研课题 2220 余项，获科技成果奖 1110 余

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家科技

进步奖 7项，国家发明专利多项。

小麦新品种“矮抗 58”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低温高磁感取向硅

钢制造技术的开发与产业化”，今天荣获 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从 1997年踏上

取向硅钢的研发之路，到 2008 年 5 月 15 日取

向硅钢机组产出第一卷合格取向硅钢板卷，

宝钢“十年磨一剑”，终于掌握了代表钢铁业

顶级制造水平的取向硅钢工艺技术，实现了

中国钢铁业自主集成创新的一次大突破。

取向硅钢究竟是什么呢？取向硅钢就是

所有晶粒原子方向排列整齐划一的硅钢，其

磁性更好，广泛用于电力行业，主要用于制造

变压器铁芯。取向硅钢以其工艺路线长、工

艺窗口窄、过程控制严等特点，被誉为“钢铁

产品中的工艺品”。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

认为，能否生产制造难度大的取向硅钢，是衡

量一个国家钢铁制造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目前，国际上仅有极少数钢铁企业能够生产。

宝钢突破了“低温高磁感取向硅钢制造

技术”，实现了高等级产品稳定批量生产，一

举改变了我国超高压变压器用取向硅钢长期

依赖进口、国家电力安全受制于人的被动局

面。使用这种高等级取向硅钢制造的变压器

输变电量损耗率由 1%下降至 0.6%，若把该技

术应用于全国的变压器，可节约的电量相当

于葛洲坝发电厂一年的发电量。新技术打破

了高等级取向硅钢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也

使国内下游制造商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十年间，取向硅钢项目总投资 75亿元，仅

生产线的前工序验证环节就投入 9000吨钢铁

用于实验，是宝钢集团单次实验资金投入最大

的一项。该项目研发的低温高磁感取向硅钢

制造技术创造性地应用渗氮技术原理，导入二

次再结晶所需的抑制剂，在满足产品性能高端

化需求的同时，解决了传统高磁感取向硅钢抑

制剂控制难度大、可生产性差等难题；自主集

成的取向硅钢生产线具备模块化、高效化、高

精度和节能环保的特征，成功实现了自主研发

技术向大生产的转化，解决了从铁水、炼钢到

热轧、冷轧及后续热处理的一系列工序控制技

术，关键工序控制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此

项目涵盖了实验室研发、产线自主集成和产业

化的完整过程，创造了全流程、多学科、多专业

协同的“长链”创新模式。

该项目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

系，共申请发明专利 29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47 项，认定企业秘密 405 项。宝钢 10 个牌号

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

了产品牌号全覆盖。项目产品成功应用于三

峡地下电站、葛沪直流改造项目等国家重大

工程，累计用于制造 500千伏以上超高压变压

器 265 台，占同期国产化总量的 65%以上。近

三年，新增产值 60.51 亿元，利润 11.39 亿元，

累计出口产品 3.75万吨。

“研制取向硅钢的意义还不仅仅在其本

身，取向硅钢的研发历程表明宝钢在走完引

进之路之后，成功打通了自主研发的道路，这

同时也表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必须提

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这才是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源泉。”徐

乐江说。 （科技日报上海1月10日电）

创造“长链”创新模式
——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低温高磁感取向硅钢制造技术”

本报记者 王 春 实习生 李思瑶

中科院院士赵忠贤（右二）的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图为赵忠贤在介绍团队成员。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0日电 （记者陈磊）
记者今天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获

悉，2013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强化小同行专家

评审制度，自然科学奖项目小同行审读评议

的覆盖面达 80%以上。

为 避 免“外 行 评 价 内 行”，2013 年 度 国

家科技奖励优化评审专家遴选算法，提高

推荐项目与参评专家的专业契合度和匹配

性。自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首次进行

小同行专家审读试点后，今年又扩大了小

同行网络审读范围，规范了审读程序，细化

了分组、评议和计分规则。

此外，2013 年还首次建立了会评组长库

制度，严格执行评审专家回避制度，新增香

港、澳门的专家参加自然科学奖初评工作，进

一步保证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经

过两年的重建和增补，国家科技奖励专家库

建设已逐步形成一套分级分类、有进有出、动

态管理的机制。

通过前两年的逐步试点，2013 年国家科

技奖励在初评和评审会阶段，除最高奖外，通

用项目全部采用网络视频进行答辩。同时，

试行网络评审全盲管理模式，随机遴选评审

专家、随机分派工作人员，在屏蔽专家姓名、

电话、单位等基本信息的状态下，工作人员通

过短信平台与其交流。

国家科技奖励还进一步加大了公示力

度，增加了推荐环节的公示，扩充了评奖项目

的公示内容。对报奖人员、科技奖励管理人

员和评审专家的行为严格进行规范，强调工

作纪律并签署“诚信承诺书”，强化全过程监

督，如有违规行为将按规定严肃处理并记入

信誉档案。

国家科技奖励强化小同行专家评审制度

科技日报南京1月 10日电 （记者张晔）
冷却肉怎样才能保持一定的水性、色泽和嫩

度？宰后的肉类冷却能否保持足够的品质和

风味？南京农业大学周光宏教授课题组在

“冷却肉品质控制关键技术及装备创新与应

用”研究中揭示了其中的规律，并形成整套技

术装备。今天，该项目获 2013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

我国的肉类生产消费以生鲜肉为主，约

占 70%。生鲜肉包括热鲜肉、冷却肉和冷冻肉

三种形式，冷却肉是宰后经过充分冷却，并在

后续的加工、贮运和销售过程中始终保持

在-1℃—7℃的生鲜肉，其优点在于有效抑制

微生物生长，减少营养流失，品质得到保持和

改善，在发达国家已替代热鲜肉成为生鲜肉

的主要生产消费形式。

周光宏课题组研究揭示了冷却肉保水

性、色泽、嫩度的形成和变化规律，确定了冷

却肉品质关键控制点，形成了冷却肉品质控

制关键技术理论基础。在冷却肉品质控制关

键工艺技术研发方面，该项目发明的高效间

歇式喷淋冷却工艺技术和乳酸喷淋减菌工艺

技术，使胴体冷却干耗从常规的 2.5%下降到

0.9%；研发的热缩真空包装方法、高氧气调包

装方法、冷链不间断技术，使冷却猪肉和牛肉

货架期分别延长至 24 天和 45 天；通过异质肉

控制综合技术，使 PSE肉发生率由 20%下降到

10%。该项目还通过宰后低压电刺激使牛肉

嫩度显著提高，研制出我国第一个肉品质量

分级技术。

在冷却肉加工关键装备研制方面，该项

目在国内首创了用于冷却肉加工的高效雾化

喷淋装置，实现了雾化喷淋的智能化控制；研

制出的托腹三点式电击晕机等关键屠宰装

备，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制出间隙

式和连续式盒装气调保鲜包装机、冷链不间

断装置等，实现了对腐败微生物的有效控制，

延长了货架期。该项目研发出的牛肉品质智

能分级仪，分级判定准确率达到 90%以上。

冷却肉好不好吃有规律可循
相关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上海医疗服务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网络

时代”，为破解医改难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打破医院之间有形与无形的障碍，让孤立的

资源流动起来，通过医疗信息化实现医院间

信息的共享，疏通有限的医疗资源提供协同

服务，跨医疗机构的信息化建设将成为创新

制度的利器。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陈

建平研究员领衔完成的“医联工程”项目已覆

盖 38 家市级三甲医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荣获 2013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我们希望将医改落到实处，做

出具体成果，而不是仅仅将医疗公益性当成

一句口号。”陈建平说。

给百姓生活带来便利的“医联工程”，给

项目团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与管理上的难

题。首先是技术问题，由于各家医院使用的

信息系统不同，各家三甲医院就存在 226种系

统，要将它们整合到同一平台下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物力；其次是患者影像资料的海量

数据，如何存储、传输、更新挑战着团队的技

术能力；第三是跨院共享，医院间的信息互

认、患者的身份识别以及隐私保护都是对技

术与管理水平的双重考验。陈建平在项目创

建之初便看准了技术这一“硬骨头”，先解决

技术难题，再提升配套的管理、服务质量，让

技术成为高效管理的保障。如今，“医联工

程”实现了市区各级医院间大规模临床信息

实时共享以及健康档案动态更新、高效存储

检索，解决了海量影像信息高效存储、传输和

展示的难题，建立了 PB 级医学影像档案库。

项目技术获得 2 项国家专利，43 项软件著作

权，技术难关的突破让项目团队信心倍增，也

奠定了“医联工程”得以在上海全市范围内顺

利实施的基础。

在全球范围来看，这也是特大型城市首

次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医院信息共享。作为国

家医改的重要举措，2005 年上海先行先试医

疗机构管办分开，率先建设“医联工程”——

区域医疗信息共享及协同服务信息系统。8

年来，上海除了横向的三级医院间信息互通，

纵向的区级医院、社区医院也实现了诊疗信

息共享。“医联工程”刚立项时，谁都没有把握

能够建成医疗信息大平台，毕竟国内外皆缺

乏成功的先例，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医疗信息

化项目皆因技术或管理上的困难而被迫放

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建平依然坚定地

推动项目实施，作为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主任，他的责任在于落实政府的办医宗旨，让

医院成为服务群众的窗口。

将技术创新与协同医疗的服务管理模式

相结合，“医联工程”在实现技术突破的基础

上，更加重视打造医疗服务水平看不见摸不

着的“软实力”。“医联工程”实现以病人为中

心，医院围着病人服务，真正体现了以人为

本、惠及民生。

（科技日报上海1月10日电）

技术管理并行铺就惠民路
——访“医联工程”项目领衔者陈建平

本报记者 王 春 实习生 李思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