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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迎“双响”

□新华社记者 余晓洁

一举“拿下”仙台病毒

侯云德1929年生于常州，小时候半
工半读，养过鸡摆过摊，仍成绩优异。

1958 年至 1962 年，他在苏联医学
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
读副博士学位。一到所里，侯云德就遇
上“大事”，动物房小白鼠大量死亡，专
家束手无策。通过仔细调查和反复试
验，侯云德判断“罪魁祸首”是仙台病
毒。采纳他“清理动物房所有动物，彻底
消毒环境，切断传播链”的建议后，实验
室恢复运转。

“小鼠可能感染几百种病毒，不同病
毒分离手段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扎实的
科学功底，盲人摸象去试，猴年马月才能
出结果。”侯老学生、中国医学科学院病
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说，“很多东西
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留苏三年半，侯云德发表了 17篇学
术论文。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
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
学位。

侯老不惧挑战。我国科学家 30 年
代就选育出痘苗病毒天坛株，用它生产
的疫苗曾为我国消灭天花做出过巨大贡
献，但基因背景仍未研究清楚。侯老十
年磨一剑，完成了痘苗病毒全基因组测
序与分析。这是当时国内完成的最大基
因组全序列。

“侯老独立编著的《分子病毒学》长
达 105 万字，被奉为病毒学‘圣经’。”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说，老先生
毅力惊人，至今坚持编译学术前沿信息，

累计编译超过500册。

地下室里搞“双创”

26 年前，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创
客”——在地下室里建起中试生产线，创
立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

“我去侯老办公室。他打开抽屉，指
着里面的论文说，希望它们变成药，让中
国百姓能用得上。”和侯云德一起创业的
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永庆说。

侯院士曾连任三届“863 计划”生物
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率领
团队相继研制出 2 个国家Ⅰ类新药和 6
个国家Ⅱ类新药。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国家Ⅰ类新药——重组人干扰素α1b，
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和产
业化先河。

干扰素，是病毒“克星”，有广泛的抗
病毒活性。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干扰素
全部依赖进口，20 多年过去了，现在干
扰素大部分实现进口替代。

“从论文到新药，商品化产品化国际
化 9 个字谈何容易！有时连基本试剂都
没有，侯老从国外带回各种宝贵试剂，谁
需要他都给。”侯老学生段招军说。

“干扰素α1b副作用低，不会引起高
烧，我预计若干年后将在国际市场上取
代国外同类产品。”侯云德信心满满。战
略科学家的目光总是投向未来。他说，
生物技术产业将像 IT 产业一样，深刻改
变人类生活。

努力编织传染病防控网

2008 年，79 岁的侯云徳被任命为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

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领导全体
专家组，顶层设计了我国降低“三病两
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传染病预防
控制的总体科技规划。

“三病两率”指艾滋病、病毒性肝炎
和结核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专项设立
之初，我国传染病发病人数和种类均居
全球首位。

“侯老在战略上抓住防控链条关键
环节——检测、筛查和鉴定病原体；战术
上提出传统技术与前沿基因组学、生物
信息、蛋白质组学交叉整合。”金奇说。

在侯老等众多专家、医务人员多年
努力下，我国建立起72小时内鉴定和筛
查约300种已知病原体和筛查未知病原
体的检测技术体系，在突发疫情处置中

“一锤定音”。
这张人民健康防御网牢不牢？实

战，是检验标准。
——2009 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

我国87天率先研发出甲流疫苗；
——2013 年，我国在全球首次确认

并成功应对人感染的 H7N9 禽流感疫
情，4天内成功分离并锁定病毒；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掠去
数以万计生命。我国派出传染病防控队
伍前往塞拉利昂，确保零感染零输入，实
现传染病防控的关口前移；

——2015 年，一名中东呼吸综合征
的韩国患者进入我国，被监测网络快速
发现、确诊、隔离。“疫情不会在中国蔓
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
士给出“定心丸”⋯⋯

跟病毒搏击了一辈子，侯云德从不
懈怠。“如果让我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就
是要学点哲学。哲学是规律的规律，在
更高层次指导科研。”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聚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侯云德：防疫英雄

王泽山：“中国诺贝尔”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记者余晓

洁、胡喆）时隔 11 年，2017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迎来“双响”——唐本忠院士
为第一完成人的“聚集诱导发光”和李家洋
院士为第一完成人的“水稻高产优质性状
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双双折桂。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自1999年科学技术奖励制
度改革以来，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秉持“慎之
又慎、宁缺毋滥”的高标准原则，曾 9 年空
缺，距 2006 年产生两个一等奖已有 11
年。“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
都有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问世。奖项从
较为集中的基础物理学领域，扩展到化学、
生物学，呈现‘多点开花’之势，创新引领领
域更加多元。”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
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如同一条河流，
基础研究是“上游”，决定着“中游”的技术
创新和“下游”的技术推广和产业化。国家
自然科学奖正是奖励那些在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
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

从赵忠贤院士领导铁基高温超导体研
究到潘建伟院士团队的多光子纠缠及干涉
度量研究，从王贻芳院士领衔发现中微子
振荡新模式到聚集诱导发光和水稻分子设
计育种研究脱颖而出⋯⋯近年来，我国基
础研究不断进步，局部已“领跑”全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基础研究在世界版图上的地位
持续上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
们抢占了一些“山头”，但在更多尖端领
域的“大山头”，尚需战略布局并持之以
恒攻关。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记者胡喆、
姜琳）仅 0.008 秒，来自甘肃的风电、太阳
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可瞬间送至湖南湘潭
换流站⋯⋯这是 8 日荣获 2017 年度国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特 等 奖 的 特 高 压 ±
800kV 直流输电技术最近成功应用于酒
泉至湖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时的场景。

特高压±800kV 直流输电技术是目
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送
电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输电技术，
是解决我国能源与电力负荷逆向分布问
题、实施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核心技术。

2010年，我国自主建成世界上技术水
平最先进的云南至广东、向家坝至上海特
高压±800kV 直流输电示范工程，投运 7
年多来，一直保持稳定可靠运行。

“运行稳定程度出乎意料的好。”项目
第一完成人、南方电网公司专家委员会主
任李立浧院士介绍，特高压±800kV 直流
技术是世界首创，国内外没有可借鉴的经
验，面临特高压、大电流下的绝缘物理特
性、电磁环境、设备研制、系统控制等四大
挑战和难题。

“我国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发展特高
压±800kV 直流输电技术，每回输送容量
可达500万至1000万千瓦，输电距离超过
2000 公里，技术经济优势十分突出，是电
网技术的制高点。”李立浧说。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舒印
彪指出：“没有特高压之前，我们都是哪里
用电就在哪里建电厂，造成了煤电油运紧
张，带来了大量污染，东部地区环境也不堪
重负。特高压变输煤为输电，有效解决能
源大范围平衡问题。”

“这是能源运输史上新的高峰，将极
大解决我国东西能源资源分布不均的问
题，其技术的提升就如同从‘绿皮火车’提
速至‘复兴号高铁’那样，大大提高了送电
效率。”南方电网公司总工程师汪际峰这
样形容。

能源运输“复兴号”

□新华社记者 凌军辉 胡 喆 朱 筱

他让我国火炮射程提高
20％以上

时间回到一年前。在2016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王泽山发明的“远
程、低过载、等模块”发射装药技术，使我
国身管武器的射程、最大发射过载、炮口
动能等核心指标世界领先，获国家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是火炮实现
“高效毁伤、精确打击、快速反应、火力压
制”的关键技术，也是火炮系统现代化的
重要发展方向。这一世界性难题，虽经
多年研究，但至今国际上未能完全解决
其中的核心问题。

彼时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泽山偏要啃
下这块“硬骨头”。经过20多年的钻研，
他独创补偿装药理论和技术，通过实际
验证，我国火炮在应用该技术发明后，其
射程能够提高 20％以上，弹道性能全面
超过所有国家的同类火炮。

这并非是王泽山首次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时光倒回到 1996 年，
他发明的“低温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
术”同样摘此殊荣。时至今日，其材料工
艺、弹道和长储等性能仍全面优于国外
技术。

和平年代，硝烟渐远，但那些储备超
期的火炸药却有可能对环境和社会构成
重大危害。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泽山
率先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
键技术，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安全隐患
同时，变废为宝，探索了军民融合发展的
新路。

60 多年坚持不懈，王泽山不仅撰写
出版著作 15 部，建立了“发射装药学”，

还主持编写高校火药学系列教材 10 部
410 万字，先后培养了 90 余名博士研究
生，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火炸药学科、
技术研究以及国防领域的领军人才。

60多年只做一件事

世上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为什么王
泽山却选择了冷门的火炸药专业，并且
一干就是一辈子？

1935 年，王泽山出生于吉林。小时
候父亲经常悄悄提醒他，“你是中国人，
你的国家是中国。”

“不做亡国奴，就必须有强大国防。”
父亲的话让王泽山从小就暗下决心。
1954 年的夏天，王泽山以第一志愿报考
了哈军工，并成为班上唯一一名自愿学
习火炸药的学生。

64 年时光飞逝，从翩翩少年到耄耋
老人，王泽山强军报国的初心始终没变。

“直到现在，王老每年仍有一半时间
在出差，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
上。”秘书廖昕拿着每天满满的工作安
排，心疼周末从不休息的王泽山，“所以
他没有星期几的概念，说起时间都是几
月几号。”

在同事和家人眼中，王泽山是一个
科研重度“成瘾者”。“如果他的大脑不想
问题，一会儿就会浑身不舒服，就像犯了
烟瘾。”王泽山的学生、南京理工大学原
校长徐复铭教授告诉记者，王院士生活
中因为想问题而经常走神，有时到一个
地方办事，从前门进来又从后门出去了。

采访中，王泽山透露了和爱人的“约
法两章”。“我工作的时候，相互之间不打
扰。遇到春节等长假，我们约定外出旅
游。到了地方，她正常出去玩，我正常在
房间工作。”王院士轻描淡写的“正常”，
逗笑了在场所有人。

“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那是因
为国家给了机遇，自己争取了科研时间，
用了科学方法，依靠了集体智慧。”王泽
山说，如今搞科研，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去
参照国外的解决方案和研究进展，但他
总希望“用科学研究科学”，走一条自己
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

科研“很拼命”，生活“很将就”

火炸药研究经常要选择极端条件去
户外做实验，高温酷热、低温极寒是常有
之事。但年逾八旬的王泽山每次实验都
要亲临一线，“火炸药实验比较危险，我
做了几十年，比年轻人有经验，到现场也
放心。”

就在此次获奖前一个月，王泽山还
两度前往沙漠做实验。“一次他带着我们
做实验，零下 27 摄氏度，数据采集仪器
都不工作了，他却坚持了一周，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在王泽山团队成员堵平
研究员看来，王老搞科研的劲头之大，很
多年轻人都赶不上。

科研上如此“拼命”，生活上却很“将
就”。到北京开会出差，王泽山经常爱住
在一家科研单位的地下室招待所。在王
泽山的办公室和家里，储存了不少方便
食品，这经常就是他的一日三餐。“我对
生活没什么要求，能吃到饭就很好了，忙
起来不吃饭、不睡觉也没问题。”王泽山
说，小时候吃过苦，青年时爱运动，练就
了一副好身体支持搞科研。

刚 领 完 奖 ，这 个 荣 誉 等 身 的“80
后”老院士又雄心勃勃向着新目标发起
冲击，“无烟火药出现 100 多年来一直
没有解决无溶剂制造工艺的难题，我们
正计划用一种颠覆性发明取代现有的
技术。”

据新华社南京1月8日电

王泽山院士在南京理工
大学汤山科研试验中心靶场

（2017年12月27日摄）。
新华社发

侯 云 德 院 士侯 云 德 院 士
（（前左前左））在实验室与在实验室与
学生交流学生交流（（20172017 年年
1212月月2727日摄日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
获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执着科研60 余年，他不搞科研就会
“犯瘾”；立志复兴中国火炸药，80 多岁
的他仍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就是 8 日
获得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泽山。

比炸药发明者诺贝尔晚出生一个世
纪的王泽山，在火炸药研究方面的贡献
堪称“中国的诺贝尔”。60 多年专注火
炸药研究的他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
成果，让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
药在现代重焕荣光。

SARS、甲流、寨卡、埃博拉⋯⋯百
姓对病毒“谈虎色变”。“猛虎”侵入人体
细胞后，大肆破坏人体“化学工厂”，让人
体细胞无法正常生长，甚至取人性命。

侯云德痛恨曾夺去长兄生命的传染
病，从小立志学医，不让“猛虎”伤人。

与病毒“斗”了一辈子的防疫英雄侯
云德，8 日在人民大会堂站上了中国科
学技术最高领奖台。这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
控制所研究员年近九十还在上班。

相 关

（上接第一版）
马克龙表示，很高兴首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法中友好历史悠久。我愿通过此访，同习近平主席
就法中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上合作交换意见，加强
两国互信，增进法中关系、欧中关系。“一带一路”倡
议十分重要，法国愿积极参与。法方也愿同中方一

道，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作
出贡献。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此访将成为法
中关系新的里程碑。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杨洁篪和马克龙总统夫人布丽吉特等参加
会见。

（上接第一版）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
员名利双收，涌现更多国际领先创新
成果。

李克强说，要弘扬创新创造精神，
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和效率，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上水平。推动国家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科学数据和仪器设备向社
会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化国
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打造
世界创新高地。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大会
时说，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
榜样，胸怀祖国，心系人民，敢于担当，
勇于超越，勇敢肩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
时代重任。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
了《国务院关于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的决定》。

王泽山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

祥、许其亮、陈希、黄坤明、沈跃跃、杨
晶、万钢。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
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成员和首
都 科 技 界 代 表 等 共 约 3300 人 参 加
大会。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
出 271 个项目和 9 名科技专家。其中，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人；国家自然科
学奖 35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3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2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 170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21
项（含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授
予 7 名外籍科技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上接第一版）该项目提出了磁流变作动器双曲滞后
模型、高速运动柔性体平面耦合振动模型和考虑路
面振动的非线性轮胎新模型；揭示了时滞对半主动
控制系统周期响应的影响规律、滞后非线性车辆悬
架系统的正定守恒量并建立了稳定性条件；发现了
车路相互作用规律并通过现场试验进行了验证，带
动了车辆、道路动态设计的技术突破。

另一由我省主导的获奖项目“超细贝氏体钢制
造关键技术及应用”，由燕山大学张福成教授团队
主持完成。该项目历时 10 年，取得 4 项原创成果及
24 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采用该项目成果制造的铁路辙叉，使用寿命

（过载量）可达 3.5 亿吨以上；制造的高端轴承打破
了国外垄断，被称为“第二代贝氏体轴承”；制造的

超高强度耐磨钢板，实现了高端超高强度耐磨钢板
制造技术自有化，耐磨性和焊接工艺性达到甚至超
过进口 Hardox600 耐磨钢板的水平，而成本仅为
其1/3。

除上述项目外，“特高压±800kV 直流输电工
程”等我省参与完成的科研项目表现也十分亮眼。

“此次，我省获奖项目涉及装备制造、安全监测、轻工
制造、能源开采、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从获奖结
果看，传统优势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战
略新兴产业高质高效发展崭露头角，京冀协同创新、
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丰硕。”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获奖项目在转化应用过程中产生良好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
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上接第一版） 如今我的手机每天响个
不停，“朋友圈”越扩越大，和同行切

磋技术，互通信息，抱起团才能把产
业做大，增强风险抵抗能力。

6号那天，邻村种植户杨贵军打电
话说，那家种西红柿的合作社要给我
们派一个技术员，提供全程技术指
导，这下我心里更有底了。

2018，准又是个好年头！

新时代中法关系大有作为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脱贫攻坚，把我的心点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