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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前段时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就人类首次探测到

引力波致信全校，他在信中写道：“没有基础科学，最

好的设想就无法得到改进，‘创新’只能是小打小闹。

只有随着基础科学的进步，社会也才能进步。”我非常

赞同这段话。

然而，基础研究也是缓慢的。它需要长期稳定的

支持，它也需要对失败和走弯路的容忍。如果一旦出

现失误，经费就断掉，项目就终止，这是不符合基础研

究规律的。

我也一直在强调，在我国科研评价体系里，对原

创思想的重视是不足的。就拿高能物理所主导的西

藏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来说，它的正式提出是在 2014

年 5月，但在此之前，我们做了大量、长期的工作，准备

过程历经 10年之久。最开始，我们考虑在我国南极的

昆仑站做，后来又尝试与法国 QUBIC 项目合作，在对

方案反复论证、几经推倒重来之后，我们才最终确定

利用阿里的独特地理优势，进行中美合作，探测原初

引力波。其实，在科学装置建设、启动、发挥作用之

前，总有一批人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去构思、去设想、

去论证，他们的新思想为后来的工程指明了方向、奠

定了基础。我们缺的，就是这样的原创思想。这些思

想，是真正的“从 0 到 1”，真正的“原始创新”，我们应

该给予其地位相称的评价。

同时我也希望，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能够更

加符合科研规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说

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一般最多为 2000

万元；科技部的 973 项目，一般上限为 4000 万元左右；

大约 3 亿元以上的项目可以去国家发改委申请。但

4000万到 3亿之间的项目没有部门可以受理。我们西

藏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需要资金为一个多亿，得

找哪个部门？好的科研管理体制，应该能够为好的项

目打破一些僵化的条例，真正为科研人员服务。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全国政
协委员）

张新民：要重视“从0到1”
的原创思想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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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澎湃中国力量基础研究澎湃中国力量
“潘，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在中国建一

个和这里一样的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在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现场，中科院

院士潘建伟代表所有得奖者发言。他领衔的项目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发言时，潘建伟再度提到了这段关于梦想的对

话——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带着对量子世界一探究

竟的好奇，潘建伟奔赴奥地利求学，第一次见到了自

己的导师。

后来的故事如同一个梦想成真的范本。

31岁，潘建伟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量子物

理和量子信息实验室。在量子信息领域，有了他领衔

的“梦之队”。2003 年至今，团队 6 次入选欧洲物理学

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5 次入选美国物理

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去年年底，欧洲

物理学会公布了 2015 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

大突破，潘建伟、陆朝阳等完成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

传态”位居榜首。

而更多类似的故事，已在“十二五”期间上演。科

技部基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基

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整体上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加

速发展态势。

量子力学，听起来就是那么不合常理。粒子可以

处在“既在此地又在彼处”的叠加态；而处于纠缠态的

粒子，还有着逆天的“心灵感应”：纵使这对粒子远隔

重洋，对其中一个进行测量，另一个的状态也会瞬时

发生改变。

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是潘建伟带领的“梦之

队”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让多个光子产生纠缠，是

利用光子做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计算的必要前提。

2012 年，“梦之队”打破了自己的纪录，在世界上第一

个实现了八光子纠缠。

利用量子纠缠的特性，可以将粒子的性质进行远

距离传输。2015年，潘建伟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

单光子多自由度的量子隐形传态，“从基础研究的观

点来说，我们首次证明一个粒子所有的性质在原理上

都是可以被传输的。”

在基础研究的基石之上，量子通信的大厦正拔

地而起。量子通信是迄今唯一被严格证明的无条件

安全通信方式，将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深

刻影响。

仅仅是今年，量子通信领域至少会发生两件大

事：目前在建的“京沪干线”将交付，它将成为全球首

个距离最远的广域光纤量子通信保密骨干线路；潘建

伟担任首席科学家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也将发射升

空。“京沪干线”和“量子卫星”相结合，可以初步构建

中国的广域量子通信体系，为其率先建成全球化的量

子通信卫星网络奠定基础。

领跑量子通信

就在潘建伟团队收到《物理世界》关于入围“2015

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电子邮件的十几天前，中

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走进美国宇航局艾姆斯

研究中心，出席 2016科学突破奖颁奖典礼——这是中

国科学家和以中国科学家为主的实验团队第一次获

此殊荣。

它是对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发现新的中微子

振荡模式的嘉奖。王贻芳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对我

们过去十几年努力的认可与奖励，希望能鼓励后来者

更加努力。”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合作

项目，启动于 2006 年。其中，主力队员来自于中科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贻芳是项目的中方负责人。

中微子是一种不带电、质量极其微小的基本粒

子，在目前已知的构成物质世界的 12 种基本粒子中，

中微子占了四分之一。它还有特殊的“变身技巧”：一

种中微子在飞行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目前，已

经证明确实存在 3 种中微子，这 3 种中微子之间相互

振荡，应该有 3 种模式；但是，在已经发现两种模式之

后，第三种振荡则一直未被发现，一度被怀疑“或许并

不存在”。

在深圳市区以东大亚湾排牙山下的岩洞里，项

目组捕捉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2012 年 8

月，王贻芳在北京宣布，利用大亚湾核反应堆群产

生的大量中微子，寻找并精确测量到一种新的中微

子振荡。

该成果被世界权威学术杂志——美国《科学》评

选为 2012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并获得了 2014 年

美国物理学会粒子物理最高奖——潘诺夫斯基奖，

2015 年日经亚洲成就奖和 2016 年基础物理学突破

奖。

《科学》杂志在线版“科学此刻”栏目评价说：“此

次成果完成了一幅中微子的概念图，这为‘中微子与

反中微子行为间不对称’的实验铺平了道路，将可以

解释为何现在的宇宙中有如此多物质，却只有一丁点

儿反物质这一问题。”

目前，中国主持的第二个大型中微子试验站江门

中微子试验站已经正式启动建设。它的规模比大亚

湾大 100倍，预计 2020 年完成建设开始运行。实验建

造的中微子探测器将是世界上能量精度最高、规模最

大的液体闪烁体探测器。这一实验的启动标志着我

国中微子实验研究从起步到跨越的转变。

捕捉“幽灵粒子”

当然，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只是“十二五”

以来，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成就交响曲的其中两段

乐章。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在黔南仰望星空，

它将为天文基础研究等众多领域提供发现和突破

的条件；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升空，它有很大潜

力来加深人类对于高能宇宙射线的起源和传播机

制的理解……在科学工程之外，具有世界影响的科

学成果也不断涌现，我国科学家拥有了多个“首次”：

首先发现了转变温度 40K 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并发

现一系列的 50K 以上的铁基超导体；首次实验观测

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将推动未来无能耗电子学

的发展，有望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的进程；首次

成功发现具有“手性”的无质量电子——外尔费米

子，为低能耗电子器件和未来量子计算的发展提供

了新途径；首次解析了裂殖酵母剪接体、与阿尔兹海

默症发病相关的人源膜整合蛋白酶复合物、已知最

大钙离子通道受体、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等三维结

构，为生命科学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结构

线索……在人类探索新知的路上，中国科学家正成

为重要的同行伙伴，为人类知识创新做出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十二五”科

技改革和创新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近些年来，我

们在尽可能地提高基础研究的投入。”他特别强调，对

于基础研究的保障，将从 4个方面进行：完善支持基础

研究的体制机制；强化前瞻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基地

建设和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同时，让企业重视基础

研究，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聚焦重大需求，重点研发计划对面向未来的量

子通信、干细胞、环境保护等方面基础研究进行重点

支持；对那些面向未来的探索，包括物质科学、中微子

探索、引力波探索等，按照我国国力给予相应部署。”

万钢多次提到“面向未来”，这迈向未来的道路，就要

靠基础研究打下路基。

回到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吧。

在那次发言中，潘建伟还抛出了这样一句话：“这

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时代。”

当时台下，掌声经久未息。

大有作为的时代

科
技
辉
煌

十
二
五

2 月 25 日，科技部在京发布了 2015 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进展，包括：实现单光子
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理论预言并实验验证外尔半金属的存在；揭示埃博拉病毒演化
及遗传多样性特征；实现对反物质间相互作用力的测量；探测到宇宙早期最亮中心黑洞
质量最大的类星体等。

这些进展充分展示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技舞台的风采，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原
始创新。要么取得“重大突破”，要么具备“里程碑”意义，被国际同行发自内心点赞。

量子通信是迄今唯一被严格证明的无
条件安全通信方式，将对国家核心竞争力
的提升产生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