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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团队同事纷纷转发微

信朋友圈，庆祝贝达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迎来 13周年创立生日时，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列明博士

正在北京，准备迎接一份特殊的生

日礼物——由贝达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产品“小分子靶向抗

癌药盐酸埃克替尼”荣获 2015 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月 8日，

丁列明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上接

受了这份殊荣。

往 事 一 幕 幕 在 脑 海 中 涌 现 ：

2002 年从美国孤身回杭州，2008 年

满世界找钱，为启动Ⅲ期临床研

究，和进口药进行头对头的比较，

需要 5000 多万，但在当时，公司账

上钱已经用光了，还欠了银行 3000

万……

“那是公司从创办以来经历的

最艰难的时刻。”无路可走之时，丁

列明硬着头皮写了封信给公司所

在的区政府，反映了企业的困境，

并幸运地拿到了一笔 1500 万的投

资 ，可 以 启 动 临 床 试 验 。 后 来 ，

2008 年“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开始了，资金量上升，银

行信心也大增，又追加了投资。直

至 2011 年贝达药业产品上市，当地

4家银行总共给了 1.5亿的贷款。

做创新是非常难的一件事，面

临的风险和挑战非常大。丁列明

却直截了当，39 岁回来就是为了创

制抗癌新药。这个当年看来“傻

子”才会做的事，如今证明，是个正

确的决定。

制药是一个投入大、周期长、

风险大的项目。如果留在美国，丁

列明所在的留学生团队将面临重

重困难。而中国正好相反，存在巨

大的市场，有国家政策扶持，并且

有成本优势。

盐酸埃克替尼是我国首个小

分子靶向抗癌药，拥有完全的自主

知识产权，它具有全新的化学和晶

体结构，是高活性和高选择性的络

氨酸激酶抑制剂，第一个适应症是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2011 年 6 月

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新药证书，打破了进口药在这

一领域的垄断，至今已获发明专利

授权 7 项。盐酸埃克替尼在Ⅲ期

临床研究中第一次采用与进口药

（吉非替尼）头对头比较的双盲研

究，证明其疗效和安全性均优于进

口对照药。研究结果全文刊登在国际顶尖医学杂志

《柳叶刀·肿瘤》，是第一篇刊登于该杂志的以中国创

制新药为研究对象的临床论文，同期“编者按”称“埃

克替尼开启了中国抗癌药研究的新纪元，是国际肿

瘤领域的里程碑。”

2014 年底埃克替尼作为 EGFR 基因突变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一线治疗药物获得批准，为中国的适用

人群创造了更多治疗机会和选择，同时为其他创新

药物的研制提供了范本。盐酸埃克替尼上市后得到

广泛的临床应用，至今已有 9 万多晚期肺癌患者服

用，疗效佳，安全性好，治疗费用低，获得专家和病人

的高度评价。

若干年前，刚去美国，大家都怀着美国梦。“现在，

我们都心怀中国梦。当年下不了决心回来的同行，现

在只能远远看着我们成功，感到遗憾。我们现在做很

多事，做更多的靶向药，甚至我们还跟世界 500强的企

业合作，投资一些创新的项目，这个中国梦越做越

大。” （科技日报北京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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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地与量子纠缠，潘建伟团队于1月8日以“多光子

纠缠及干涉度量”研究成果，问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01 年，潘建伟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实验

室。一路走来，他和团队一起在量子信息领域取得了多

次重大突破，先后六次获得英国物理学会、美国物理学

会评选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突破等荣誉。

科技进入 20 世纪，随着计算能力提高，难题来了：

曾经坚不可摧的密码在窃听与黑客攻击下面临越来越

大的隐患。

“突破信息安全的瓶颈对于保护公民和国家机密资

源至关重要。”潘建伟把目光投向了量子通信。

量子通信是目前被严格证明的最安全通信方式，但

其实现难度超乎想象。经过多年努力，2007 年，潘建伟

团队利用诱骗态方法，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安全通信距离

超过 100公里的光纤量子密钥分发，开启了量子通信技

术实用化大门。

但新问题又随之而来。城市中光纤资源丰富，利用

光纤来实现量子通信固然是最有效的途径。但光纤有不

可避免的损耗，随着距离增加，光子几乎全部被吸收。这

意味着仅靠光纤，量子通信只能停留在短距离应用上。

潘建伟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发展光纤量子通信

技术的同时，开展自由空间中的量子通信研究。2005

年，潘建伟团队发表了题为“13 公里自由空间纠缠光子

分发：朝向基于人造卫星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的论文，证

明当纠缠光子分发经过相当于整个竖直大气层后，其纠

缠特性仍能保持，向世人宣告通过卫星实现全球化量子

通信成为可能。此后，他们的一系列突破，为最终实现

星地量子通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项目组开始筹建“京沪干线”，

预计 2016年底建成连接北京和上海的千公里级广域光

纤量子通信网络；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将于2016年

发射，以初步构建我国“天地一体”的广域量子通信体

系。未来的量子通信，在原理上完全保密，不能被窃听，

将在国防、政务、金融等领域会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对纠缠态的研究，可为将来高速度的量子计算机打

下基础。“求解一个包含 1024 个变量的方程组，利用目

前最快的天河 2 号超级计算机要 100 年，而利用工作频

率比天河 2 号还要慢一万倍的量子计算机，只要 0.01

秒。”潘建伟说。

在潘建伟团队组建之初，国际上对多光子纠缠实验

制备和操纵几乎空白。为了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潘建

伟项目组与之纠缠了近十年。2003 年，团队终于实现

四光子纠缠态，此后一直保持着纠缠光子数目的世界纪

录。团队基于多光子纠缠操纵技术，在国际上率先实现

了绍尔算法、拓扑量子纠错、快速求解线性方程组算法、

量子机器学习等几乎所有重要量子算法的验证。在未

来 10 到 15 年，在某些特定问题处理方面将具备超越目

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能力。

与量子的纠缠，是一场接力长跑。“要让实验室成为

百年老店，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才。”在潘建伟回

国之初，国内量子信息领域人才储备极为薄弱。他一面

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一面选派学生到国际先进小组学

习，实现人才和技术的积累和储备。

如今，以彭承志、陈宇翱、陆朝阳等为代表的青年学

者组成了强大的研究团队。英国《自然》杂志指出：“这

标志着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崛起，从十年前不起眼的

国家发展为现在的世界劲旅，将领先于欧洲和北美。”

潘建伟下一步的科研路线：“要通过量子通信研究，

实现天地一体的全球范围量子通信网络；通过量子计算

研究，实现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有效挖掘，揭示高温超导、

高效人工固氮等复杂物理体系的规律；通过量子精密测

量研究，实现新一代自主导航、医学检验、引力波探测。”

他与量子的纠缠仍在继续。

（科技日报上海1月8日电）

从 未 停 止 的“ 纠 缠 ”
——访 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潘建伟院士

赵 月 本报记者 王 春

1 月 8 日，人民大会堂，78

岁高龄的谢礼立院士从国家领

导人手里接过 2015 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证书。这是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主

持完成的第一个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这是对

谢礼立院士扎根边疆 56 年的

最高褒奖。

1960 年，天津大学毕业的

谢礼立，主动要求支援边疆，来

到当时工程领域最高殿堂——

位于中国最北省会城市哈尔滨

的“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

所”，即如今被称为“中国地震

工程人才摇篮”的中国地震局

工程力学研究所。

杜甫有诗曰：“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

雨不动安如山？”而谢礼立院士

几十年来致力于“安得‘稳厦’

千万间，地震虽狂安如山”。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地动

山摇，但在烈度为 9 度的地震

破坏区，却有一栋建筑在一片

残垣断壁中岿然不动，经受了

大地震的考验。这就是中国

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采用谢

礼立院士团队完成的“建筑结

构基于性态的抗震设计理论、

方法”而设计建造的都江堰水

利调度大楼。

获 奖 评 价 中 这 样 描 述 ：

“该项目首创了最不利设计地

震动及双规准设计谱等理论

和方法，以及全概率、多目标

的设防理论与技术，攻克了世

界性难题，在地震工程基础理

论 方 面 取 得 了 原 创 性 成 果 。

项目编制了我国首部基于性

态的抗震设计标准，构建了我

国性态抗震规范体系。成果

已广泛应用于各类重大、复杂

工程的抗震设计中，提升了我

国土木工程抗震设计的整体

水平。成果为汶川地震恢复

重建做出积极贡献，创造了显

著的社会效益，实现了其公益

性的崇高目标。”

谢礼立院士对科技日报记

者说：“30多年来我一直反对以

地震预报为主的防震减灾路线

和研究方向，根据人类目前掌

握的知识和技术，地震预报在

世界范围内还不可能实现。当

前防震减灾的关键在于提高土

木工程的抗震能力。许多地震

灾害产生不是地震直接导致

的，而往往是震后房屋倒塌导

致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土木建

筑自身抗震能力不够。”

“我国土木工程界传统抗震设计目标是笼统的三句

话‘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但每一个地震成因

和表现都非常复杂且不可确定。如何能设计建造出可

以应对各种地震危险的土木建筑？这是世界地震工程

界要共同攻克的难题。”该项目团队主力成员、哈尔滨工

业大学翟长海教授向记者介绍。

自 1906 年有记录开展地震工程研究的一个多世纪

里，工程抗震科学主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地震设防标

准，与设防标准对应的地震荷载，根据地震荷载寻找合

理的设计建筑方法。谢礼立院士团队攻克了这三大世

界难题，取得了原创成果的突破。

形象地说，地震就像是地球向大地跺脚，每跺一次脚

都会引发大地的剧烈震动，而这些震动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造成了大量的建筑物和土木工程设施的破坏，形成灾害。

如何评价每次震动对建筑物的破坏能力成为困扰全世界

地震工程研究难题。对此，谢礼立团队对有记载的地震记

录逐一分析，从全球近百年来获取的两万多强震记录中提

取约一万余条较有价值的记录，按照20多种方法对其破坏

力进行排序，找出针对不同场地、不同结构类型的最不利

设计地震动。据此首创了基于双规准设计谱的统一设计

谱理论及方法，可使传统设计谱离散性降低40%。

该项目编制的我国首部《建筑工程抗震设计通则》，

已成为标准的“标准”，规范的“规范”，成果支撑了11部国

家及行业抗震设计标准。（科技日报哈尔滨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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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获奖代表在大会堂前合影。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日报北京1月 8日电 （记者陈瑜）486.1 公里/

小时，我国京沪高铁创造的高铁试验运营世界纪录离

不开一个关键技术——铬锆铜合金接触线制备技术。

由大连理工大学李廷举教授团队与企业合作研发的

“高性能铜合金连铸凝固过程电磁调控技术及应用”8

日获 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世界高速铁路都是电气化铁路，列车通过接触网

取电，获得高速前进动力。接触网，就是悬挂在列车上

方的那些导线。

但这些导线并不普通。

高铁系统对接触网导线性能有极高要求，既要具有

高强度、高导性，又要具备承载大电流、耐高温、抗氧化和

耐腐蚀等性能。尤其是当列车时速接近 300公里时，接

触网导线更是决定列车能否持续高速奔跑的关键因素之

一。但在金属材料学中，强度和导电率是一对矛盾，寻找

高强高导接触网导线，被视为摘取高铁牵引供电核心技

术“皇冠上的明珠”。“我国曾希望从日本引进一种新型导

线，但日方专家以技术还不成熟为由拒绝了。”李廷举说。

其后，在之前 15年研究基础上，我国科研团队又进

行了 3个月攻关，成功研发的具有高强高导性能的铬锆

铜合金接触线，性能优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接触导线。

据介绍，中国“导线”不但解决了铜铬锆合金在非

真空下连铸的世界难题，建成了世界第一条铜铬锆合

金水平电磁连铸生产线，还填补了我国高强高导接触

线制备技术的空白，使我国拥有了制造时速大于 350公

里/小时高铁接触线的技术及产业化能力。此外，铜铬

锆接触线的导电率比原来铜镁合金导电率大大提高，

以京沪高铁对开列车数每日 90 对计算，每年节电可达

6.8亿度，约 3.4亿元。

目前，铬锆铜合金接触线已被应用于京沪铁路、大

西铁路、武广铁路、朔华重载铁路等铁路沿线。

记者同时获悉，大连理工大学共有 4项成果获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中国“导线”助力高铁联通世界

（上接第一版）
今年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最年轻的第一完

成人都是 39 岁，科技进步奖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是

38 岁。为坚持激励青年人才，自然奖连续 3 年为 40 岁

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开辟不受指标限制的推荐渠道。

为继续突出对创新团队的奖励，今年又有 3 个高水平

创新团队脱颖而出，奖励的创新团队累计达到 12 个。

另据统计，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

技进步奖受理项目和评审通过项目总数进一步减少，总数

比2011年减少21%，科技进步奖减少近100项，减幅近35%。

医药卫生和人口健康领域表现抢眼
科技日报北京1月8日电（记者唐婷）2015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8 日召开，由于德泉院士领衔的

“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化”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

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志敏表示，今年医药

卫生和人口健康领域表现优异，有多个项目获得科技

进步奖。

于德泉带领的团队，采用现代分析技术，首次系统

地阐明了天然麝香的主要化学成分，创新提出人工麝

香组方策略，成功研制出与天然麝香功效与安全性相

近的人工麝香，保证了含麝香中成药的传承，成为中药

源头创新的范例，实现了我国珍稀濒危动物药材代用

品研究的重大突破，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动物保护方面

的话语权和国际形象。

在西药创新领域，丁列明等人完成的“小分子靶向

抗癌药盐酸埃克替尼开发研究、产业化和推广应用”也

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开创了国内小分子靶

向抗癌药的先河，提升了我国在国际肿瘤治疗领域的

学术地位，填补了国内空白并打破国外专利药品的市

场垄断。

国家重大能源战略安全及
生态安全领域成果涌现

科技日报北京1月8日电（记者唐婷）8日，国家科

技奖励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在介绍今年获奖情况时表

示，国家重大能源战略安全及生态安全领域成果涌现，

有多个项目获得科技进步奖。

杨华等人所在团队完成的“5000 万吨级特低渗

透—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与重大理论技术创新”获

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团队成员，历时 7 年

攻关应用，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找油气禁区，提前两

年实现长庆油田 5000 万吨目标，建成我国最大的油

气生产基地，形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理论技术

成果。

在水利领域，张建云院士领衔的“水库大坝安全保

障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也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该项目团队，创建了国内外最高的实体溃坝试验场，揭

示了土石坝溃决新机理，建立了漫顶溃决模拟和预测

新方法；首次研发了全国、全系列、全要素大坝基础数

据库，揭示了水库病险成因、溃坝规律及其时空特征；

创建了中国大坝风险标准体系，建立了大坝安全预警

指标体系与预测模型。

传感器一“转”，就能监测农田肥水情况？无人机

一“瞄”，就能判断作物生长走势？手机一点，就能实时

获得量化的施肥建议？南京农业大学一项最新的“互

联网+农业”科技——稻麦生长指标光谱监测与定量诊

断技术，实现了为农田实时“开处方”，并在 1 月 8 日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现代看苗诊断：“人眼”变成
了“机械眼”
“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监测肥

水、病虫害等情况，传统的是农技人员‘拍脑袋’‘凭经

验’，常常错过‘诊疗期’”。

南京农业大学田永超教授向记者介绍，项目组研

发的现代看苗诊断技术就是针对这些缺点逐一突破。

其原理是根据作物吸收太阳光的情况，叶绿素含量高

的作物，吸收的相关可见光多，反射的光谱就少，从而

制作出“反射光谱库”，构建“光谱”与作物生长关系模

型；同时研制便携式和机载式的监测诊断设备，通过在

农田传感器、无人机上安装“机械眼”，实现从点到面的

数据传输和监测覆盖。

“革新后的技术优势明显，一是更加客观、精确，从

人眼看变成传感器看，能够消除大量的经验性误差；二

是更加快速，以往通过对化验叶绿素，最起码要 10天的

周期，等化验结果出来，最佳施肥施药期已过，现在是

‘实时’监测，农户只需手机下载相关软件，足不出户就

可以实时查收作物监测情况以及量化的施肥建议；三

是适应规模化农业的发展趋势，未来农业必将走适度

规模的发展道路，规模就带来需求，无人机等领先技术

的应用将为规模化、机械化、大面积农田的作物监测提

供精确的分类指导。”

动态设计生产轨迹：作物生
长的“营养师”

说到此项技术的创新点，田永超为记者打了一个

形象的比喻，“就像专业的营养师，会根据人的不同年

龄阶段，定制相应的体格指数、体质标准，我们做的则

是针对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特定的水肥需求情况，通过

软件建模，动态设计其生产轨迹。”

项目牵头人，南京农业大学曹卫星教授，放弃国外

优厚待遇回到南农，从 2000年起来，带领团队潜心研究

“稻麦生长指标光谱监测与定量诊断技术”。

“我们的项目历时 16年，之前做的是‘基肥’的精确

定量研究，即在作物下田之前，给出合适的水肥使用量

指导，近年来，主要针对‘追肥’，即作物生长过程中的

实时监测。”

田永超告诉记者，项目组借助自主研发的作物生

长监测诊断系统、生长监测诊断仪、农田感知与智慧管

理平台等软硬件产品，以作物长势分布图、肥水处方

图、产量品质分布图等为主要应用形式，为农户绘制出

简便实用的作物生长“营养图”。

智慧农业：催生“计算机+农
学”复合人才

既然做的是“互联网+农业”，自然少不了“计算机+

农学”的复合人才加盟。

“从软件到硬件，从实时诊断到定量调控，核心技

术都是由团队成员自主设计完成。”田永超介绍起这支

具有复合专业背景的现代农业科技团队，不无自豪。

“我们团队现有核心成员 11 人，专业背景涉及计算机、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农业工程等不同学科门类，在人

才培养上，通过与植物保护学院、信息科技学院的合

作，实现交叉性复合型人才的自主培养。”

“智慧农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属于应用研

究型学科，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推广，横跨农业的上、

中、下游，我们的研究既强调攀登理论前沿，又强调对

接产业需求、提升团队成员的实践创新能力；既要能

发表具有理论突破的论文，又要能发明专利，推出实

用创新型产品。”

现代传感技术给农田“开处方”
——记稻麦生长指标光谱监测与定量诊断技术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许天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