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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空缺之后，象征国
家基础研究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来了它的
新主人。10 日，以赵忠贤、陈仙
辉、王楠林、闻海虎和方忠为代表
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凭借

“4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
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把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收入囊中。

超导，即超导电性，指当某种
材料处于一定的温度等条件下，
电流可以在其中无阻地流动。物
理学家麦克米兰根据传统理论计
算推断，超导体的转变温度不能
超过40K，约零下233摄氏度。

1986年，欧洲科学家发现了
35K铜氧化物超导体。很快包括中
国科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将铜氧
化物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提升
到液氮温区以上，突破了麦克米兰
极限温度，使其成为高温超导体。

进入本世纪，中国的铁基超
导研究成果势如井喷。首先发现
转变温度 40K 以上的铁基超导
体；随后发现一系列的转变温度在
5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并创造55K
的世界纪录……

中国科学家在铁基超导领域
的突破震动了世界物理界，入选

《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
突破”、美国物理学会“2008年度
物理学重大事件”。

超导是战略性技术储备之
一，它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的
生产生活。比如，高温超导滤波
器应用于手机，明显改善了通信信
号；使用超导磁体的磁共振成像仪
器为医生诊断病人病情提供准确
依据；具备体积小、效率高、无污染
等优点的世界上首个示范性超导
变电站已在我国投入使用……

国际上，先后有5次10人因
为在超导领域的重大研究发现
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 1 月 10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高
能化学激光奠基人、分子反应
动力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
院院士张存浩，著名物理学家，
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
和领路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
家程开甲院士，共同荣获 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
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每人奖
金500万元人民币，此前已有22
位著名科技专家先后获此殊荣，
他们分别是袁隆平、吴文俊、黄

昆、王选、刘东生、金怡濂、吴孟
超、王永志、李振声、叶笃正、闵恩
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谷超
豪、孙家栋、师昌绪、王振义、谢家
麟、吴良镛、郑哲敏、王小谟。

国务院批准，授予“40K以
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
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大
样本恒星演化与特殊恒星的
形成”等53项成果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授予“大型结构
与土体接触面力学试验系统
研制及应用”等 2 项成果国家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基

于生物敏感膜的便携式传感
器关键技术及应用”等69项成
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授
予“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
与应用”等 3 项成果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授予“上
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等
24 项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授予“近海复杂水
体环境的卫星遥感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等 161 项成果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授
予法比奥·洛卡等 8 名外国专
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

作为我国著名物理化学
家、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和中国
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
一，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
的科技事业。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院士张存浩。

1928 年生于天津，1947 年
获得中央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
位，1948年赴美，先入爱阿华州
大学，后转入密西根大学，张存
浩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
国。然而，1950年，他刚刚获得
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时候，朝
鲜战争打响了。

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毅
然回到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
的祖国。

1951 年春天，张存浩谢绝
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所京区
高校和研究所的邀请，辞别了
家人，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正式开始了他
报效祖国的科研人生。

从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
代的 20 多年中，张存浩的科
研工作主要集中在激光领域
的研究。

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搞
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主
要是一无所有。资料、仪器、
设备样样都缺，光谱仪、示波
器什么都没有。”

在研制化学激光的同时，
张存浩十分注重化学激光的
机理和基础理论研究。

尽管他身为领导、又是项
目负责人，但取得成果和获得
的各种重大奖励时，他总是把
最大的功劳归于工作在第一
线的学生和合作者。

张存浩在 1991 到 1999 年
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主任，在他的倡议下设立了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他在
我国科技管理部门中第一个
倡议设立了专门从事学风管
理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保障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的
健康发展。综合新华社

50 年前，中国西部的戈壁
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
东方巨响的背后是当时一大

批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呕心
沥血的坚守与奋斗，其中就有
一个传奇的名字——程开甲。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
开拓者和中国核试验科学技
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两弹
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为我
国原子弹、氢弹以及30多次核
试验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0 年，南京大学教授程
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钱三强
亲自点将，将他调进了我国核
武器研制队伍。

1962 年，程 开 甲 成 为 我
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参
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
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
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多种试
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他参加制定了我国原子
弹研制、试验等工作最早的一

份纲领性文献，依据国情否定
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
采用地面方式；他设计了第一
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
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
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700 多
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

此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
务 中 又 不 断 取 得 新 突 破 。
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
试验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
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
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
年 6 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
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
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
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
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
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
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
试验成功……

张存浩、程开甲
获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空缺三年，铁基超导研究问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河南共获15项奖励，“小麦育种”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科技进步特等奖

载人航天空间交会对接 获科技进步特等奖

张存浩——中国高能化学激光之父

载人航天空间交会对接工
程项目获得 2013 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这项技术对实现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
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2011 年
以来，我国成功执行了天宫一
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舟十
号四次飞行任务，圆满实现了天
宫一号与载人飞船四次自动交
会对接和两次人控交会对接。

袁隆平再获国家科技奖 百万奖金将平分

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凭借“两
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这是他在2001年获得国家最
高科技奖后第二次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袁隆平透露，他初步打
算将此次100万奖金平分给整个
科研团队。“我的科研团队有50
个人，每人两万，这样花最公平！”

■延伸阅读

河南共获奖励15项
据介绍，我省共获2013年度

国家科技奖励15项，其中包括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11项、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1项。

河南科技学院茹振钢教授
主持完成的，省重大科技专项

“矮秆高产多抗广适小麦新品种
矮抗58选育及应用”项目获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继续
保持了我省小麦育种水平的国
内领先地位。除种植业外，养殖
业项目也取得突破，由河南省畜

禽改良站等单位完成的“南阳牛
种质创新与夏南牛新品种培育
及其产业化”也喜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持续保持了此类项目
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河南中医学院和河南中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参与完成的

“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和“冠心病病证结合证治体
系的建立及应用”项目分别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

郑州晚报记者 李丽君 张
竞昳 通讯员 胡海

张存浩，1928年2月出生，山
东无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