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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五大
国家科学技术奖

为奖励在科技进步活动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
织，中国设立了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5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

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
名，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
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
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
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
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
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
社会效益。获奖者的奖金额
为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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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48
年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
士学位。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

长等职，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终身教授。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作为一名血液学专家，王振
义成功实现了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
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
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了治疗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上海方
案”，树立了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
范；建立了我国血栓与止血的临床应用
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王振义发现联
合应用维甲酸和氧化砷治疗APL，可使
五年生存率上升至95%，从而使APL成
为第一种可治愈的成人白血病。国际血
液学界将此方案誉为“上海方案”。

血液学家 王振义

1920 年 11 月出生于河北省徐
水县。1945 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
学院。1952 年在美国欧特丹大学

获冶金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
作3年。1955年回国。曾任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
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现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1980 年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多年来，师昌绪致力于材料科
学研究与工程应用工作，在国内率先开
展了高温合金及新型合金钢等材料的研
究与开发。上世纪60年代，他率队研制
出 了九孔高温合金涡轮叶片。

材料学家 师昌绪

中共中央、国务院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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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向获得 2010 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
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名誉所长、著名材料科学家
师昌绪，中国工程院院士、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终身教授、著名血液学
专家王振义颁发奖励证书。

2010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共授奖 356 项（人）。
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 2 人；国家自然科学
奖授奖项目30项，其中一等
奖空缺、二等奖 30 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授奖项目46项，
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4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
奖项目273项，其中特等奖3
项、一等奖31项、二等奖239
项；授予 5 名外籍科学家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

上世纪 80年代，日本爱情剧《血疑》风靡亚洲，
人们在慨叹主人公的生死不渝爱情的同时，也记住
了一个可怕的病魔——白血病。

正是王振义，改变了这个死亡游戏的结果。他
找到了白血病中一种类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APL）的临床最佳治疗方法。首批治疗的 24 例
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从上海到全国，再
到全世界，奇迹一个个发生，生命一个个得救。

患者们大多是从胸牌上知道王振义的，殊不知
10005号胸牌背后掩藏着一大摞响亮的头衔：医学博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现
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在中外血液学科学史上，王振义的名字注定将
因护卫全人类生命而作出的杰出贡献而流芳后世。

“促成您作出如此多的建树的根本原因是什
么？”记者问。

“是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使命。世界上没有哪
个职业像医生这样离生死这么近。患者的生命重于
泰山。拯救一个个原本鲜活却濒临凋亡的生命是我
投身研究的原动力。”王老说。

他，一身白衣，俯身细细为病人查体，静静倾听他们诉说。慈祥的眼神，时时传递着无限的怜爱；温
暖的话语，点燃患者重生的希望。这是每周四，上海一家医院一道特殊的风景线：87岁高龄、鹤发童颜
的老医者在给白血病患者看病。白衣上的蓝色胸牌透露出他的身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血液学研究所医师王振义，工号10005。

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走出了3位院士。一脉
相承的师生，合力把中国血液学研究推上国际水
平。开创者王振义，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徒陈竺、陈
赛娟夫妇分别
当选中国科学
院院士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
此外，王老先
后 培 养 博 士
21 人，硕士 34
人。

陈竺夫妇
此生不会忘记，王老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
理生理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
撰写论文。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王老每次都坚持把
他们列为第一、第二作者，自己排在最后！“看到学生

超过自己，是当老师最大的幸福。”王老说。
1996年，陈竺的研究日臻成熟。此时的王老没

有考虑名利得失、地位动摇，主动推荐他当血液学研
究所所长。

在学生眼中，王老是谦逊豁达的长者，严谨求实
的学者，爱才惜才的老师。

科技部“973”计划项目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
一的陈国强是王老另一位得意门生。

“当时没电脑，我的学位论文王老先后改了 10
遍。多次把我叫到家一起吃晚饭，一放下碗筷，师生
俩就一头‘扎进’论文。”陈国强说。

“他是我们学术上的楷模，精神上的榜样。对学
生，他总是倾囊相授，倾囊相助。当一个人把私利放
下的时候，他自然变得崇高。”王老的学生、瑞金医院
主任医师糜坚青说。

“为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积累的学术财
富传给年轻人。”王振义说。

他改变了死亡游戏的结果

“看到学生超过自己，是当老师最大的幸福”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师昌绪、王振义摘得500万元奖金
我国战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是他带人造出来的
人们都说他是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老人——他一辈子和各种各样的材料打交道，在高温合金、合

金钢等领域为中国创造了多项第一。
他年逾九旬，仍活跃在科研前沿领域，半个多世纪来始终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不停奔忙。
他就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90多岁的老人早该在家里
颐养天年。可要见师老，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办公楼里——这是师老每天工作的地方。

他总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
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上世纪50年代，师昌绪
在美国留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明令禁止
师昌绪等35名中国留学生回国。为争取美国开放禁
令，师昌绪带头多方联络，联合其他学生集体写信给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掉禁令。1955年春，美

国被迫同意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其中就有师昌绪。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战机发动机急需高性能的

高温合金叶片，他率队研制的铸造九孔高温合金
涡轮叶片，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使我国航空发
动机涡轮叶片由锻造到铸造、由实心到空心迈上
两个新台阶，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开发这
一关键材料技术的国家，迄今为止已大量应用于
我 国 战 机
发动机。

1984年，已是花甲之年的师昌绪调到中科院技
术科学部工作。他敏锐地感到来自世界新技术革
命的挑战，组织学部委员们对我国钢铁、能源、通
信、计算机、集成电路的发展以及科技人员的培养
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咨询，并提出科技和经济不
能“两张皮”。

1982年，他与 3位科学家一起最早提出成立中
国工程科学院的建议。1992年，他又再次同几位科
学家联名上书中央，阐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
和急迫性。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师昌绪当
选为首批院士和首届副院长，并两次主持了关系工
程院长远发展的学部调整调研……

而对于“战略科学家”的评价，他谦逊地说：“我
做这些都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基于自己的知识、经
验和预测的能力。做这些事情不能光倡导一下，要

负责到底。”
师老曾

评 价 自 己
“智慧平平，
绝非一个聪
明人”。

几十年来，他不遗余力培养人才，带出了一支能
打硬仗的攻坚队伍，他的学生中大多已经成为我国
材料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了让年轻人在国际上
崭露头角，许多国际会议邀请他做主题报告，他都把
机会让给了年轻人。

年过九旬，师老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其他爱好。
“回家也就是看看新闻，关心一下国家大事”。

而对于自己，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得过且
过，得活且活，但是活一天就要为国家做一天事。”

“活一天就要为国家做一天事”

世界上没有哪个职
业像医生这样离生死这
么近。患者的生命重于
泰山。拯救一个个原本
鲜活却濒临凋亡的生命
是我投身研究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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