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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顾诵芬，1930 年出生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 士 ，我 国 飞 机 空 气 动 力 设 计 奠 基

人。 1951 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航

空工业局。历任航空工业沈阳飞机

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

所长兼总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副

院长、名誉院长等职务。

人物小传

王大中，1935 年出生于河北省昌

黎县。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核

能科学家、教育家。1958 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2 年获德国亚

琛工业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历任

清华大学核能所研究室主任、所长，核

研院院长、总工程师，清华大学校长等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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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苑 2 号院，在一间有着 60 年

历史的办公室里，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

正埋头看书。多年来，他敏锐地关注着

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思考着中

国航空工业该如何发展、该如何建设新

时代的航空强国。

今年是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航空工业

发展 70 周年，作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

计奠基人，顾诵芬和新中国航空工业 70
年同呼吸共命运，从青丝到白发，将自己

对国家和对航空事业的忠诚镌刻在蓝

天上。

立志报国，铸就蓝天重器

1930 年，顾诵芬出生于苏州一户书

香门第，从年少时起，航空报国的信念就

深植在他的心中。

1951 年，顾诵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

到航空工业局。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

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 1956 年成

立，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顾诵芬遇

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

飞 机 —— 歼 教 1 的 气 动 力 设 计 。 顾 诵

芬在学校学的是螺旋桨飞机，对喷气式

飞机的设计并不太了解，只能夜以继日

地学习。

听说北航图书馆有相关资料，顾诵

芬便从沈阳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

们学习，他就晚上到图书馆翻阅、查找资

料。他还买来硫酸纸，把有参考价值的

插图描下来。最终，他提出了亚音速飞

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

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 1 飞机的气

动布局设计。

顾诵芬随后又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

练机——初教 6 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

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他一

刻不停，转身又投入超音速飞机气动力

设计研究。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

方法体系至今仍是国内飞机设计者的重

要参考依据。

1964 年，我国开始研制歼 8 飞机，这

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

机。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 8
飞机气动设计，后来又全面主持该机研

制工作。

1969 年 7 月 5 日 ，歼 8 飞 机 实 现 首

飞。顾诵芬的原同事徐德起撰写的《呕

心沥血为新机》书中写道：“这一天，试飞

机场上人们屏声静气地注视着跑道一端

的歼 8，顾诵芬同志手掐秒表，准备测算

歼 8 滑行时间。飞机飞起来了，秒表测

得的数据与计算完全相符。20 分钟后，

歼 8 返航，首次试飞成功了！观看的人

群一片欢腾！当时一些人去赴‘庆功宴’

了，他却悄悄离开人群，去思索下一步试

飞方案。”

1980 年，歼 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

战性能要求远超歼 8 飞机。顾诵芬任该

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

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在他的组织领

导下，上百个单位高效协作，仅用 4 年时

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忘我钻研，攻克技术难题

顾诵芬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

离开航空事业。

1969 年，歼 8 完成了首飞，但在跨音

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

抖振问题。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顾诵

芬提出，通过观察歼 8 飞机飞行中贴于

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对

症下药。他要上天观察歼 8 飞机后机身

流场。这对于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

诵芬来说是一个挑战。

决心已下，顾诵芬登上了试飞员鹿

鸣 东 驾 驶 的 歼 教 6 飞 机 。 为 了 观 察 清

楚毛线条的扰动，歼教 6 和歼 8 两机的

距离仅有 5 米左右。经过 3 次近距离观

测，顾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

于 找 到 问 题 症 结 ，通 过 后 期 的 技 术 改

进，成功解决了歼 8 跨音速飞行时的抖

振问题。

1986 年，顾诵芬来到了北京的航空

工业科技委工作。他把工作重点放到了

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决策和为航空装备的

体系建设、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

策上。顾诵芬密切关注着型号研制任

务，在 C919、歼 10、运 20、教 9、ARJ21 等

多个型号研制项目中担任技术顾问、专

家组负责人或成员，还积极推动我国水

上飞机等的研发。

顾诵芬尤其重视人才培养，他带领

的团队中成长出了一位科学院院士、三

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还有

大量的专家学者从他知识和经验的宝库

中得到教益。

勤奋刻苦，坚持工作学习

认识顾诵芬的人都知道，他最大的

爱好就是读书。

顾诵芬的爱人江泽菲回忆，结婚以

后，他们每一两个月去一次沈阳的太原

街，顾诵芬直奔书店，她则采购食品和其

他家用物品，大约 3 小时后她再去书店

找顾诵芬，然后一起回家。

顾诵芬大学时学的是气动力专业，

工作后，他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飞控、

航电等其他专业的技术。为了更好地工

作，他还学习了多门外语，翻译和校对了

大量资料。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曾经赞叹：“大

家都称他为‘活图书馆’。他之所以有这

个本领，除了有惊人的记忆力之外，还因

为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

虽年过耄耋，仍心向苍穹。顾诵芬

因病做过手术，可他仍然坚持上班。平

时 10 分 钟 的 路 程 ，他 现 在 要 花 更 多 时

间，但人们仍能看到他准时坐在那一把

老旧木椅上工作学习。他说：“了解航空

业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我现在

能做的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

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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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2 日，山东荣成石岛湾，

天高云淡、海风轻拂。86 岁的王大中，在

这里见证全球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的历史性时刻——9时 35分，石

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1 号反

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机组正式进入

“持续核反应”状态。这是被业界公认的

第四代核能技术的优选堆型之一，标志

着我国在以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

核能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60 多年来，王大中带领团队走出了

我国以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核

能 技 术 从 跟 跑 、并 跑 到 领 跑 的 成 功

之路。

从零起步建造反应堆

中国核能发展史上，清华“200 号”

是个特别存在。1958 年，王大中从清华

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留校工作。这一

年，清华大学向上级提出建议，自行设计

和建造一座功率为 2000 千瓦的屏蔽试

验反应堆。方案得到国家批准，王大中

成为反应堆的设计建造者之一。

燕山脚下的虎峪村，是新中国第一

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反应堆选址之处，工

程编号“200 号”。从此，“200 号”成为清

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以下

简称“核研院”）的代号。

一穷二白，从零起步。建造屏蔽试

验反应堆，需要 17 个供应系统，数千个

机器零部件，20 万米管线……平均年龄

只有 23 岁半的队伍中，没人有出国留学

经历，也没人见过真正的反应堆，他们从

做工程模型开始，用几十台手摇计算机

设计、计算……

科研条件艰苦，生活设施落后。在

北京远郊荒山下，师生们只能搭帐篷，动

手 拉 电 盖 房 。 当 时 的“200 号 ”流 传 着

“二两坡”的说法：从清华园到虎峪村要

先坐火车，再走十里山路。师生们笑称

那段山路为“二两坡”——爬一次坡能消

化二两馒头。王大中的女儿王奕，就是

在“200 号”长大的。王奕回忆说：“爸爸

工作很忙，生活简朴，但很开心。”

历经 6 年，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

造的核反应堆——清华大学屏蔽试验反

应堆建成。王大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工程

实践经验的团队领头人。

奋力攻克系列技术难题

“王院士是战略科学家。”清华大学

核研院院长张作义说。上世纪 80 年代

初，世界各国研究反应堆还没有聚焦在

安全性上。但王大中瞄准固有安全，将

重点放在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研究上。

当时，世界核能发展陷入低潮，但并

没有动摇王大中的决心。他做出 3 个选

择：一是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堆型；二

是从小规模实验堆到全尺寸工业示范电

站的发展路线；三是坚持自主创新。这

对中国乃至世界高温气冷堆技术发展方

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863”计划支持下，王大中带领团

队开始 10 兆瓦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

研发。

又是“从 0 到 1”的突破。张作义介

绍，10 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采用球形核

燃料元件，全堆要装 2 万多个球。产品

要经过严格检验，可耐受 1600 摄氏度高

温。制备时，每炉一次制备 500 万个颗

粒，不合格率要小于十万分之二！

“攻克关键技术不可能一蹴而就。”

王大中说。研究团队从基础研究做起，

最终批量生产出 2 万多个燃料球，质量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00 年，世界首座固有安全特性的

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10 兆瓦高温

气冷实验堆在清华大学建成。此时，距

开始这项研究已过去 14 年。“许多同志，

几乎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高温堆事业。”

王大中说。倾情一生为核能，这又何尝

不是他自己的写照？

推动成果走向社会

王大中还带领团队推动高温气冷堆

从“200 号”走向社会。多年以前，他就

意识到核能在中国未来能源供给和环境

保护中的重要意义，他提出要实现实验

反应堆向工业规模原型堆的跨越。

2006 年，“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

工程”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其核心

工程目标是建设一座电功率为 200 兆瓦

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为发展

第四代核电技术奠定基础。

这个工程，就是石岛湾高温气冷堆

核电站示范工程。从立项到 1 号反应堆

首次达到临界状态，又是十几年奋斗。

“第四代核电技术，中国是世界上首个实

际建造电站的。”张作义说。

“中国在第四代核电技术方面的探

索，将为中国乃至世界能源结构优化升

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贡献更多‘绿色力

量’。”王大中的老同事、中国国家气候变

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何建坤说。

1994 年 1 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

长，王大中开启了另一段精彩人生。

在清华园，很多师生都亲切地称他

为“大中校长”。他归纳出清华创建世界

一流大学的三个要素：大师、大楼和大学

精神。其中，大师体现办学水准，大楼代

表办学基础设施，大学精神则是“大学的

灵魂和动力”。

在王大中校长任上，清华恢复了“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凝练出“爱国

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倡导“严谨

为学、诚信为人”。

回首来路，王大中自己评价道：“科

研如登山，过程往往充满着困难、挫折和

风险。克服这种困难，需要有悟性、勇气

和韧性。”

面向未来，86 岁的他初心不变：“科

技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值得一辈子

去追求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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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2020 年度国家科技

奖获奖项目有以下 3 个特点——

持续激励基础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出一批原创

性成果，有的聚焦基础研究，如数学研

究在现代数论的前沿研究领域取得了

重要突破，“具有界面效应的复合材料

细观力学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有

的瞄准应用基础研究或民生领域的重

要科学问题，如“麻风危害发生的免疫

遗传学机制”研究成果加速了我国消

除麻风危害的进程。

2 项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全部由化

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摘得：中科院大连

化物所包信和团队原创性提出了“纳

米限域催化”新概念并成功实践，为催

化过程和催化剂设计走向“精准”建立

了理论基础；复旦大学赵东元团队的

研究成果“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

的创制和应用”在国际上率先提出有

机—有机自组装软模板合成介孔材料

思路，首次将功能介孔材料从无机骨

架扩展到有机高分子材料。

强调成果应用积淀

国家科技奖坚持要求提名成果应

用需满 3 年以上。2020 年度获奖项目

平均研究时间是 11.9 年，其中研究时

间 10—15 年 的 项 目 数 量 最 多 ，占 比

38.9%。自然科学奖项目“寒武纪特异

保存化石与节肢动物早期演化”是项

目组经过 15 年潜心研究取得的成果。

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从 1979
年成立以来，深入研究“呼吸疾病发生

发展的流行病学特征、分子机制以及

早期干预”，对我国呼吸疾病防控做出

重要贡献。

强化国际科技合作

2020 年，国家科技奖开放合作的

步伐更加坚实。自然科学奖、技术发

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三大奖全部

向外籍专家开放，最终由外籍专家主

持或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有 5 个。科

技进步奖通用项目高等级项目中，一

半以上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科

技合作奖共受理来自 22 个国家的 54
名候选人和 1 个国际组织的申请，再创

历史新高。最终，来自 7 个国家的 8 位

外籍专家和 1 个国际组织获奖。

（本报记者赵永新、蒋建科）

2020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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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上午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大会充分彰显党中央、

国务院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充分彰

显中国日益强大的科技实力，今后将为

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力量。

“我们要学习顾诵芬院士和王大

中院士无私奉献、爱国敬业的科研精

神，更加努力地工作。”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筱

林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物所研究员包信和说：“我们一定

不负重托，面向国家需求，执着攻关创

新，使创新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党和国家

的认可，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中

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研究所研究员傅向

东说，“这次获奖是一个新的起点，将激

励我们更加关注重大科技问题，在农业

科技原始创新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带领团队

完成的“知识增强的跨模态语义理解

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王海峰表示，将继续

坚持自主创新，不断突破技术难题。

“高场磁共振医学影像设备自主

研制与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牵头完成单位、上

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强说：“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继

续融合产学研医各界力量，推进高端

医疗装备技术创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十

七所所长郑莉说：“作为国家科技领域

的排头兵，我们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看到这么多项目获奖，我们作为

一线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今后要更加

努力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科技

支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所副

所长聂凤英说。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安全人

工智能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田天表示，

将坚持自主创新，进一步提升人工智

能科技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引

领作用。

山东省安丘市委书记李新阁说：

“ 我 们 要 加 大 力 度 引 进 人 才 、使 用 人

才、培养人才，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更

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

（本报记者吴月辉、余建斌、蒋建

科、喻思南、谷业凯）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面向国家需求 执着攻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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