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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中畅游、欣赏高清晰电视转播
节目、与千里之外的友人通话，又或者躺在病
床上接受胃镜检查，这些事情改变着人类的
生活，但人们可曾想到，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英
籍华裔科学家高锟发明的“光导纤维”，即“光
纤”。被誉为“光纤之父”的高锟，用他的发明
为人类连通了信息时代。

人们很早就知道，光能够沿着容器中放
出的曲线水流传输，也能够在弯曲的玻璃棒
中前进。这并非是光直线传输的特性发生了
改变，而是因为光的全反射作用，即在特定条
件下，光在弯曲的水流或者玻璃棒的内表面
中发生了多次全反射，看起来好像光在弯曲
前进。

进入19世纪以来，人类陆续发明了电报、
电话等，长距离的信息交换成为可能。而伴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越来越迫切
需要寻找到一种高速、便捷，同时还要兼具制
造成本低廉、信号损失很小的长距离信息传
递介质。

1966年，高锟发表了一篇题为《光频率介
质纤维表面波导》的论文，开创性地提出光导
纤维在通信上应用的基本原理，描述了长程
及高信息量光通信所需绝缘性纤维的结构和
材料特性。简单地说，只要解决好玻璃纯度
和成分等问题，就能够利用玻璃制作光学纤

维，从而高效传输信息。这一设想提出之后，
有人称之为匪夷所思，也有人对此大加褒
扬。但在争论中，高锟的设想逐步变成现实：
利用石英玻璃制成的光纤应用越来越广泛，
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光纤通信的革命。

如今，利用多股光纤制作而成的光缆已
经铺遍全球，成为互联网、全球通信网络等的
基石；光纤在医学上也获得了广泛应用，诸如
胃镜等内窥镜可以让医生看见患者体内的情
况；光纤系统还在工业上获得大量应用，在各
类生产制造和机械加工等方面大显身手。

高锟的发明不仅有效解决了信息长距离
传输的问题，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并降
低了成本。例如，同样一对线路，光纤的信息
传输容量是金属线路的成千上万倍；制作光
纤的原料是沙石中含有的石英，而金属线路
则需要贵重得多的铜等金属。此外，光纤还
具有重量轻、损耗低、保真度高、抗干扰能力
强、工作性能可靠等诸多优点。

今天，光纤构成了支撑我们信息社会的
环路系统。这种低损耗性的玻璃纤维推动了
诸如互联网等全球宽带通信系统的发展。诺
贝尔奖评委会这样描述说：“光流动在细小如
线的玻璃丝中，它携带着各种信息数据传递
向每一个方向，文本、音乐、图片和视频因此
能在瞬间传遍全球。”

伴随着数码相机、带有摄像头的手机等
电子设备风靡全球，人类已经进入了全民数
码影像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
随意地用影像记录每一瞬间。带领我们进
入如此五彩斑斓世界的，就是美国科学家威
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史密斯发明的 CCD 图
像传感器。

直到几十年前，人们依然只能将影像记
录在胶片上。拍摄影像慢慢普及，但即时欣
赏、分享、传递影像还非常困难。1969 年，博
伊尔和史密斯采用一种高感光度的半导体材

料，将光线照射导致的电信号变化转换成数
字信号，使得其高效存储、编辑、传输都成为
可能。简单地说，CCD图像传感器就像是胶
片一样，有了它，人们就再不用耗时费力地去
冲洗胶片了。

如今，CCD图像传感器除了大规模应用
于数码相机外，还广泛应用于摄像机、扫描
仪，以及工业领域等。此外，在医学中为诊断
疾病或进行显微手术等而对人体内部进行的
拍摄中，也大量应用了CCD图像传感器及相
关设备。 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1957 年 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原
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6年 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
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6年 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97年 朱棣文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
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8年 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8年 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诺贝尔

化学奖。 罗拉

“光纤之父”高锟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他一起分享这一殊荣的还有两位美国科学家

得益于光纤通信和半导体成像器件——电荷耦合器件（CCD）图像传感器的应
用，诺贝尔奖揭晓的消息和情景如今能瞬间传遍全球。分别研究出这两项成果的
华裔科学家高锟和两名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博伊尔、乔治·史密斯，于6日荣获200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贡诺·厄奎斯特6日在揭晓奖项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高锟因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取得了
突破性成就，获得今年物理学奖一半的奖金，共500万瑞典克朗（约合71.8万美元）；博
伊尔和史密斯发明了CCD图像传感器，两人分享今年物理学奖的另一半奖金。

欧洲中部时间6日11时45分（北京时间17
时45分），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在瑞典科
学院公布评选结果。华人科学家高锟以“涉及光
纤传输的突破性成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一半奖
金，即500万瑞典克朗（约合71.8万美元）。

高锟 1933年在上海出生。1949年随家前
往香港。1954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电机工
程，并于 1957 年及 1965 年获学士和哲学博士
学位。从 1957 年开始，高锟即从事光导纤维
在通信领域运用的研究。1987 年 10 月，高锟

从英国回到香港，并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
任校长。从 1987 年到 1996 年任职期间，他为
香港中文大学罗致了大批人才，使中大的学
术结构和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在与内地科技
界的交流合作中，他主张“一步一步把双方的
联系实际化”。高锟于 1996 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

由于他的杰出贡献，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
金山天文台将一颗于1981年12月3日发现的国
际编号为“3463”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

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史密
斯以“发明成像半导体电路——电荷耦合器件
（CCD）图像传感器”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
一半奖金。

评审委员会6日通知博伊尔这一喜讯，但
尚未联系到史密斯。

博伊尔和史密斯1969年联手发明电荷耦
合器件图像传感器，即“数码相机的‘电子眼’”。

博伊尔在电话里告诉发布会现场记者，从
普通人所用数码相机到较为尖端的火星探测
器，“所用都是类似镜头。如果没有我们的发
明，这完全不可能”。

还有另外7位华人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成果解读

“光纤之父”为人类连通信息时代

成果解读

他们让胶片成为历史

Nobel Prize 2009

新闻备忘

高锟和夫人高锟和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