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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化学家，他的科研成果使中国从稀
土资源大国变成生产应用大国，所引发的“中
国冲击”成功改写了国际稀土产业格局；作为
教育家，他撰写的重要教材哺育了中国几代
化学工作者，仅在北大工作的学生中就涌
现了 3 名院士、3 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作
为年近九旬的老人，他依然活跃在科研前
沿，亲赴边远矿区考察，为稀土资源优化利
用而操劳……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
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徐光宪。认识的人，都
叫他“徐先生”。

先生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的学生说他“把
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了”。

许多科学大师在音乐、艺术方面颇有造
诣，先生坦承自己不懂。“音乐和艺术需要天
才，我没有这方面的细胞。”让人意外的是，先
生自称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庸迷”。“晚饭后，
我经常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感到倦了，放下就
睡。”老人说自己还爱看“三国”“红楼”。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先生可以支配一
笔高达500万元的巨额奖金，其中50万元归
个人所得，另外450万元可由他用作自主选
题的科研经费。

“我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先生非常认
真地说，“我得的奖是集体的工作成果。我
已经跟大家说好了，包括那 50 万元在内，
全部都拿出来。几个研究团队要好好商
量，怎么分配使用这些经费。经费要以稀
土为主，要全部放在几个课题组和国家重点
实验室……” 据新华社

握住这位84岁老人的手，你能清晰地感
受到与他的年纪不相称的力度——这是一双
神经外科大夫的手。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国际著名神经外科专
家和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创始人之一，王忠
诚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完成开颅手术上万例的
人，至今仍是世界神经外科手术历史上5项
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王忠诚最熟悉
的地方就是手术台，他坚守了整整半个多世
纪。而今，84岁高龄的他已经不能再像以前
一样亲自在手术台上救治病人，但只要需要，
他仍然坚持为重症疑难病人会诊，坚持在手
术台前督阵。在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楼
层，人们几乎天天能看到这位满头银发老人
穿着白大褂的身影。

这份坚守来自他的一个梦想——“让中
国的神经外科跻身于世界之林”。中国的神
经外科起步艰难，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了近半
个世纪。刚刚进入这一领域时，手中连一个
颅脑实体标本都没有，他就和同伴们到郊外
的乱坟岗里寻找头骨，消毒漂白，制成标本。

王忠诚于196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脑
血管造影术》专著。这本中国神经外科史上
里程碑式的专著，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
一步跨越了30年。

上世纪70年代，王忠诚带领他的团队开
展神经外科显微技术，把中国的神经外科从
传统方法带进了现代，使颅内动脉瘤等重症
死亡率由10％降至2％。

在医学界，大脑被称作“生命禁区”——
脑组织内神经纵横，血管交错，一条直径仅1
毫米的脑血管，需要均匀地缝合12针，手术
的那份精密，容不得丝毫疏忽。而在医学“吉
尼斯纪录大全”里，王忠诚保持着成功切除直
径9厘米以上巨大动脉瘤的纪录。

王忠诚常对学生讲：“我希望你们拿起手
术刀，在世界神经外科状元榜上不断刻上中
国两个字。”正是这样的追求，使王忠诚领导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先后为全国培养了
2500多名神经外科医生，许多人如今已是当
地的学科带头人。

2001 年，王忠诚获得了世界神经外科
“最高荣誉奖章”。

胡锦涛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奖代表颁奖

王忠诚徐光宪各获500万元奖金
河南农大一科研成果让养鸡户每家增收六七千元，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做过上万次开颅手术的医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 9 日上午
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
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
平、李克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温
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李
克强主持大会。

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科技实力决定国
家命运。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不重

视科技，谁就要被淘汰。当前，一场历史罕见的
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加剧，给全球金融体系和实
体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
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
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知识和科技是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
本力量。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急国家之所急、想
国家之所想，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要深入

到企业、农村中去，深入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
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把加
快组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与当前扩内需、保增长结合起来，推动发
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要扶持科技型企
业发展，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贡献。要有
宽广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真正让知识和科技
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事业中大显身手。
会上，颁布了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获奖人选和项目。200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授奖项目34项；国家技术发明奖授奖项
目55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2项；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授奖项目 254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26项、二等奖 225项；授予 3名外籍
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可谓最有分量的奖项。
每年得奖人数不超过两名，奖金高达 500 万
元，其中50万元由获奖者个人所得，450万元
由获奖人用作自主选题的科研经费。

今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是两位年
逾八旬的老院士：王忠诚和徐光宪。他们
也由此成为奖励大会上最引人关注的新闻

人物。
王忠诚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现任北京
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天坛医院名誉
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
长。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神经外科专
家，也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在半
个世纪的医学生涯中，他为建立发展我国神
经外科事业做出了许多创新性贡献。

徐光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化
学家和教育家，1951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创建了北京大
学稀土化学研究中心和稀土材料化学及应
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曾任亚洲化学联合会
主席、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等。他始终坚持

“立足基础研究，面向国家目标”的研究理
念，将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紧密
结合，在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稀土理论
和配位化学、核燃料化学等方面做出了重
要的科学贡献。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连续两年空缺

今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出现空
缺。至此，这一奖项已经连续两年出现空缺。

34 项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其中许多获奖项目展现出很高的原始创
新水平。比如，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杨学明等完成的“化学反应过渡态
的结构和动力学研究”，利用自行研制的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以里德堡氢原子飞行
时间谱为探测手段的交叉分子束实验装
置，对一系列基元化学反应进行了量子态
分辨的动力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创新性
成果，论文分别发表在《科学》《自然》和
《物理评论快报》等高水平国际学术刊物上，
表明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居
于国际领先水平。

河南农大一项目
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样，国家技术发明

奖也是衡量创新能力的重要奖项。今年，有
三项目同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十分引
人关注。

2004年以前，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连
续空缺达 6年之久。2005年，有两个项目获
得一等奖。此后，每年都有一个项目摘得一
等奖。今年，“小型高精度天体敏感器技术”
等 3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数
量可谓空前。

此外，还有“粒子过程晶体产品分子组装
与形态优化技术”等52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其中不少项目取得了很好的
社会经济效益。

河南农业大学家禽种质资源创新团队等
完成的“中国地方鸡种质资源优异性状发掘
创新与利用成果”在技术创新和服务“三农”
方面成效显著，相关农户户均增收六七千元，
带动了贫困地区的发展。

“青藏铁路工程”
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用于奖励那些在应用
推广先进科技成果，完成重大科技工程、
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
或组织。今年，“青藏铁路工程”等 3 项
成果成为这一奖项的最大赢家，被授予
特等奖。

青藏铁路穿越高原冻土，最高海拔5072
米，创造了世界高原铁路的建设奇迹，它的
建成通车对推进青海、西藏的经济发展、
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
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
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 1142 公里，海拔高于
4000 米地段长达 960 公里，工程建设成功
克服了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
界性工程难题，获专利数十项，发表论文
千余篇，极大推动了多年冻土工程、高原
医学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技进步，总体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此外，“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
实验装置（EAST）的研究”等 26 项成果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据新华社

[领奖台上]

[大家小传]

“如果我算是站在神经外科金字塔
塔尖的话，真希望有人能超越我，而且最
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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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我获奖的
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完成的，我
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我一生在科研上
三次转向，在四个方向上开展研究。在这
四个方向上，我的学生已大大超过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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