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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底，美国物理学会宣布，凭借拓扑

绝缘体研究和在拓扑绝缘体中发现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的创新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获巴克利奖。该奖被公认为国际凝聚态物

理领域最高奖，旨在表彰在凝聚态物理领

域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也是该奖自

1953 年 授 奖 以 来 首 次 颁 发 给 中 国 籍 物 理

学家。

“这是国际物理学界对我和团队多年来

研究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

从事基础研究、探索物质世界的信心。”薛其

坤说。

“ 从 事 基 础 研 究 不 能
‘跳跃’”

此次获奖，距离薛其坤带领团队首次在

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已超过 10
年。“多年来，薛老师始终坚守基础科学研究

领域，不跟风，专注于做‘从 0 到 1’的事情。”

薛其坤多年的合作伙伴、中国科学院院士贾

金锋说。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凝聚态物理中的

一个重要量子效应。长期以来，使其“现身”

并实现实验观测的难度极大，是许多研究者

奋力追寻的科学目标。

“一项技术的应用前景越大，涉及的科

学技术问题往往越具有挑战性，原创性越

强，其颠覆性意义也越大。这是 21 世纪基础

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薛其坤说。

2009 年 起 ，薛 其 坤 联 合 清 华 大 学 物 理

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

学的多个研究组组成攻关团队，开始从拓扑

绝缘体方向尝试突破。2012 年底，在制备测

试 1000 余个样品、克服一道又一道难关后，

薛其坤团队终于成功在实验中观测到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该成果于 2013 年发表在国

际期刊《科学》上，被审稿人称为“凝聚态物

理界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

抵 达 一 个 里 程 碑 ，是 下 一 段 攀 登 的 开

始 ：2015 年 ，团 队 首 次 观 测 到 量 子 反 常 霍

尔效应的零电导平台；2017 年，团队将量子

反 常 霍 尔 效 应 观 测 温 度 提 高 了 一 个 数 量

级 ，并 首 次 实 现 量 子 反常霍尔效应多层结

构；2018 年，团队与合作者首次发现一种内

禀磁性拓扑绝缘体，开启了国际上一个热

点研究方向……

“从事基础研究不能‘跳跃’。”薛其坤

说，“科学工作，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在

具体的科研工作中，一定不能作假、不能打

折扣。”

目前，薛其坤团队正沿着两个方向开展

攻关，一个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以及拓扑绝

缘体的相关领域研究，另一个是高温超导相

关研究。对此他十分坚定，“这是国际凝聚

态物理领域最关注的研究方向，有利于推动

物理学基础理论和相关学科发展，我们站在

世界前沿。”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未来可能应用于发展

新一代低能耗电子器件。在薛其坤看来，“作

为基础研究的团队，我们必须做好基础研究应

该做的工作，为未来的应用打好科学基础。”

“科学精神的培养需要
日积月累”

谈及获奖感受，薛其坤提到 4 个字：天道

酬勤。

勤奋，是同事、学生对薛其坤共同的评

价。因早上 7 点就在实验室埋首工作、晚上

11 点才离开，他被大家称为“7—11 先生”。

“ 从 事 科 学 工 作 ，除 了 实 事 求 是 ，还

要 做 到 追 求 极 致，踏踏实实走好每步路。”

薛其坤觉得，“要把一个实验做得完美，可

能 会 花 费 很 长 时 间 ，有 时 甚 至 会 通 宵 工

作。想做好高质量 的 工 作 ，离 不 开 艰 苦 的

奋 斗 。”

薛其坤常用自己“做针尖”的故事，向学

生讲述“追求极致”的重要性。

攻 读 硕 士 期 间 ，薛 其 坤 用 到 的 实 验 仪

器是场离子显微镜，样品是金属针尖。“当

时 ，在 导 师 严 格 监 督 下 ，我 每 天 至 少 要 试

做 3 个针尖，先后做了 1000 多个，最终能在

短 时 间 内 制 作 出 接 近 实 验 要 求 的 完 美 针

尖。”薛其坤感叹，“这段经历的启示是，科

学精神的培养需要日积月累，需要高强度

的 反 复 训 练 和 意 志 的 磨 炼 ，需 要 精 益 求

精 、脚 踏 实 地 做 好 每 一 次 实 验 ，不 断 挑 战

新的极限。”

追 求 极 致 ，也 体 现 在 量 子 反 常 霍 尔 效

应实验的样品制备测试过程中。反常霍尔

效应的量子化，需要材料性质同时满足 3 项

非常苛刻的条件，如同要求一个人同时具

有短跑运动员的速度、篮球运动员的高度

和体操运动员的灵巧度。“我们利用 5 台精

密仪器，制备测试了 1000 多个样品，几乎每

天都在重复同一个实验，历时 4 年多才最终

完成。”薛其坤说，扎实过硬的实验技术、严

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潜移默化进入了研究

者的心中。

如今，薛其坤身兼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行政管理等多项职责。“如果自我夸奖一下，

我只要不睡觉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工作。”薛

其坤笑道，“夜深人静时，与自然界、与文章

打交道，那种感觉是幸福的。”

“ 每 个 人 都 要 有 一 种
信念”

出生于山东蒙阴的薛其坤，说话时带有

一些乡音。他曾自比为“一艘从沂蒙山区驶

出的小船”，从家乡驶向无垠的大海。一路

上，也经历不少风吹浪打。

遇到挫折时，如何面对？坐冷板凳时，

如何坚守？薛其坤强调“信念”的重要性。

“回看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感受到，每个

人都要有一种信念。”薛其坤说，信念可以是

追求个人成才，也可以是用自己的力量报效

国家、推动人类进步。

“如果人没有追求、没有在追求的基础

上 树 立 自 己 的 信 念 ，我 觉 得 即 便 坐‘ 热 板

凳’，也不一定坐得非常稳当。”薛其坤说，

“而当你有了信念，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经

受着什么样的考验，都会因为有坚定的信念

而克服。”

在薛其坤看来，当前开展原创性基础研

究，需要一批乐于从事基础研究、敢于冲击

科学难题的杰出人才。杰出人才需要具备

哪些特质？他觉得，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

础，要有卓越的科学直觉，要有对探究自然

奥秘或者思考科学问题的浓厚兴趣，要有百

折 不 挠 、追 求 极 致 、挑 战 极 限 的 品 质 品 格

等。同时，还需要有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献身的远大抱负和理想。

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薛其坤表示，建

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

关键。教书育人，以言传，亦以身教。

薛其坤获巴克利奖后，清华大学物理系

举办了简短的交流活动，博士研究生邓泽贤

向薛其坤献了一束花，“我从薛老师身上学

到，在生活和科研中，哪怕是非常小的细节，

也要努力做到最好。”

活动结束时，师生们回头望，清华大学

理科楼入口处，多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名字

熠熠生辉。“我已经 60 岁了，还想继续努力，

带领学生们向着新的科学奥秘发起攻关。”

薛其坤坚定地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获得国际凝聚态物理最高奖巴克利奖

以务实之行，探科研之极
本报记者 吴 月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
薛其坤获得国际凝聚态物理
领域的最高奖巴克利奖，成
为 70 年以来首位中国籍的
获奖者。多年来，薛其坤及
其团队从事基础研究、探索
物质世界，在科研创新之路
上从未止步。“从事科学工
作，除了实事求是，还要做到
追求极致，踏踏实实走好每
步路。”薛其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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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R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22—2023》显

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第十位，

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进一步迈进。当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围绕科技制

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国成功迈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在许多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有待提升，尤其是在重大科技创新中，科

技对产业的支撑能力亟待增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国

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

础和政治基础。在关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

兴的重大科技创新中，国有企业要发挥好

科技创新组织平台作用，在构建国家创新

体系中当好桥梁纽带，推动创新资源高效

协同。

发挥好基础保障平台作用。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是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的前提，因其

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仅靠一家或几家科

技创新企业难以完成。在这一领域，国有企

业要勇担使命，围绕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工

程系统性布局，为重大科技创新提供科技研

发、成果转化等共用共享基础设施，不断提

升科技创新的原创性和引领性。

发挥好协同创新平台作用。创新是第

一动力，协同是激发动力的重要催化剂。

当前，科技创新呈现集聚化、融合化、协同

化发展趋势，创新资源要素加速向重大创

新平台汇聚。国有企业要主动作为，围绕

重大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加大创新资源整合，明确协同模式，建

立合作机制，通过项目合作、产业共建、搭建联盟等方式，打造创

新联合体、共建联合实验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密对接，

加快共享资源、共同研发、共同转化。

发挥好资源集聚平台作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是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国有企业要紧紧围绕国家战

略需求，明确自身在创新资源集聚平台中的定位，努力成为产业

发展引领者、技术创新推动者、公共服务提供者。要充分利用国

家和区域政策优势，加大资金投入和资本支持，围绕产业链上下

游，加大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平台、中介组织招引和培育力

度，构建各主体相互关联、互动合作的完整产业生态系统。

发挥好战略支撑平台作用。国有企业要以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融合为抓手，加快打造发展方式新、公司

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推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助力实施重大国家战略、推动重大科技创

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创新产品，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为北京亦庄智能城市研究院集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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