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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
创新的底蕴和后劲，强大的基础研究是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和根基。2020
年度国家科技奖持续激励基础研究，自
然科学奖评选出一批原创成果，不少成
果聚焦基础研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产
生“双子星”，显示出中国基础研究水
平的提升。

在化工和能源生产中，催化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具体的催化过
程和催化机理尚不明确，被视为“黑匣
子”。只有解密“黑匣子”、创制更高效
的催化剂，才能让化学反应更加节能环
保和精准高效。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包信和院士团队首次提出并创建了
具有普适性的“纳米限域催化”概念，
为精准调控化学反应的性能和反应路径
打下了基础，相关领域已成为当今催化
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的热点之一。

介孔材料是一种多孔材料，在能
源、生物、电子材料等领域应用广泛。
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团队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了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
制，被视为国际介孔材料领域的里程碑
式进展。团队提出的有机—有机自组装
的新思想及产生的介孔高分子和介孔碳
材料已被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
科研机构采用和作为研究对象，相关论
文共计4万余篇。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的两个科研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
只有40多岁。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始在基
础研究领域挑大梁，成为科技创新队伍
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

“十三五”时期，中国系统推进基
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数据显

示，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2015 年的
1.42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预计 2.4 万亿
元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比2015年增长近
一倍。“十四五”期间，中国基础研究
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有望达到
8%左右，将进一步鼓励科学家从真正的
科学问题出发，勇闯创新“无人区”。

梳理获奖名单，基础研究领域的成
果还有不少。如数学在现代数论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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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领先水平。赵东元院士说，随着中国
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不断
加强，更多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研究
成果一定会不断涌现。

创新惠及民生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
科技创新的落脚点。2020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中，多项惠及民生的创新成果，
彰显了科技创新支撑民生改善、保障生
命健康、助力美好生活的力量。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观看更高分
辨率的视频成为互联网用户的刚需。随
着超高清视频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
点，对编码性能和压缩效率提出了新的
挑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数字视频
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高文团
队发明了超高清视频多态基元编解码关
键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该
项目已不仅让视频更清晰，在智能交通、
智慧医疗等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推动中国视频编码标准领先国际。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面。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高磁场共振医
学影像设备自主研制与产业化”项目，
成功自主研制出中国首台3.0T高场磁共

振，整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癌症诊断、中药创新研发、数字诊

疗……在生命健康领域，这样的获奖项
目还有很多。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会长、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副校长张福仁团队，
在麻风危害发生的免疫遗传学机制方面
取得了新发现，颠覆了人们对麻风的传
统认知，为人类彻底消除麻风病的努力
做出了贡献。

水稻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而种质资源可以说是农业的“芯片”。
为了守护水稻遗传资源、构建种质资源
保护和利用平台、培育适应不同生态条
件的水稻新品种，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
中心研究员罗利军从20世纪末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收集水稻种质资源，加快基
因挖掘、品种创新。项目团队联合国内
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了“水稻遗传资
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项目，解决
了水稻育种中优质与高产、高产优质与
节水抗旱等优良性状难以兼顾的难题，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强调应用积淀

勇闯创新“无人区”，甘于坐冷板
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一项研
究成果的取得，背后往往是科研工作者

“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十年磨一
剑”的耐心。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强调成果
应用积淀，要求提名成果应用需满 3 年
以上。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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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著名核能科学家王大中说，
高温气冷堆从概念提出到工业规模核电
站建成，经历了40多年的时间，没有一

批耐得住寂寞的科技工作者长期坚持是
很难完成的。

“实现自主创新，必须解放思想，
敢想、敢干，勇于挑战‘无人区’。同
时，还要心无旁骛，专注、勤奋，具备

‘十年磨一剑’的韧性。”王大中说。
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寒武纪特异

保存化石与节肢动物早期演化”是项目
组 立 足 祖 国 边 疆 ， 经 过 15 年 不 懈 努
力、潜心研究取得的成果。为了寻找节
肢动物的起源和演化奥秘，云南大学古
生物研究院张喜光教授团队“与石为
伴”，百次千次地敲打石头，从化石采
集到成吨微体化石样品的酸泡处理，获
得了大量的原始数据，首次确认真正的
甲壳动物最早出现于寒武纪早期，从理
论上确立了其在节肢动物演化树上的重
要位置。

“古生物学是冷门学科。唯有长坐
‘冷板凳’，用数十年如一日的热情才能
慢慢接近它。”张喜光教授说。

钟南山呼吸病防控创新团队从 1979
年建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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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学问题。团队主攻重大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肺癌、慢阻肺和以哮
喘为代表的过敏性疾病，研发适合国情
的疾病防治手段和药物，对中国呼吸疾
病的防控和诊疗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
了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建
设与发展。

“这个奖项肯定了团队研究的方
向，就是要研究国家急需要的、最需要
的东西。”钟南山说。

包信和院士谈及自己的研究领域时
说，在“纳米限域催化”研究道路上，
团队坐了 20 多年的“冷板凳”。只要方
向对，就不怕路途遥远；只要坚持，再
冷的板凳也能焐热。

科学家精神闪耀光芒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观察

本报记者 刘 峣

近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感人肺腑的科研
故事引发热议。国家科学技术奖激励基础研究，青年科技工作者挑起大梁；创新成果惠及民生，
一批获奖项目助力美好生活、支撑民生改善；奖项强调成果应用积淀，获奖者甘坐冷板凳、“十
年磨一剑”的经历，闪耀着科学家精神的光芒。

11 月 8 日 1 时 16 分，经过约 6.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三号航天
员乘组密切协作，圆满完成出舱活
动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
航天员王亚平安全返回天和核心
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出舱活动中，由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抓总研制的空间站核心舱
机械臂再次闪亮登场，托举航天员
到达指定位置开展出舱操作，顺利
完成了机械臂级联装置的安装工
作，为后续实现擎天巨臂的组合打
下扎实基础。

展示中国智慧

空间站机械臂是我国航天事业
发 展 的 新 领 域 之 一 ， 融 合 了 机 、
电、热、控制、光学等多个专业，
这也更加凸显了双臂组合转接件的
研制难度。随着我国空间站建设顺
利推进，双臂组合转接件将帮助两
个形态截然不同的机械臂完成转
接，保证组合机械臂具备承载更大
载荷进行大范围转移的能力。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作为空间站
机械臂的抓总研制单位，在关键技
术、原材料选用、制造工艺、适应
空间站环境的长寿命设计等方面做
出突破和创新，不断向世界展示着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宇宙级”科技神器

此次出舱活动的“主角”——
机械臂级联装置由双臂组合转接件
和悬挂装置组成，是空间站机械臂
实现组合动作的关键装备，凝结着
五院空间站研制队伍的智慧和汗
水。其中，双臂组合转接件更是被
空间站型号研制人员形象地比喻为

“宇宙级机械臂转接头”。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机械

臂飞控负责人高升介绍，空间站机
械臂由核心舱机械臂 （大臂） 和

“问天”实验舱机械臂 （小臂） 组
成。按照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的任务规划，实验舱机械臂将随

“问天”实验舱一起发射入轨，并将
在太空中与核心舱机械臂完成“大
小臂在轨组合”的亮眼操作，而实
现组合的关键装置就是双臂组合转
接件。由于长度为 10 米的核心舱机械臂和长度为 5 米
的实验舱机械臂“体型”差异较大，因此端口设计也
有较大差别。

如何做好两个机械臂的对接，完成适应性强、操
作难度更大的任务，对研制团队是一个巨大的创新难
题。为此，五院研制团队一次次开展方案论证，一轮
轮进行设计优化，将小小的“宇宙级机械臂转接头”
从创意变成了“四两拨千斤”的科技神器。它不仅有
助于完成两个机械臂的接口互连，更实现了两者间电
气和信息的互通，在太空环境中安全打通两个机械臂
之间的“任督二脉”。

可达范围将继续拓展

在安装过程中，首先安装在核心舱舱壁上的悬挂
装置带有巧妙的抱爪结构，用于捕获和存放双臂组合
转接件，并为它提供供电保证。完成悬挂装置安装
后，航天员轻推双臂组合转接件进入卡口位置，悬挂
装置在指令的遥控下，通过抱爪结构准确地将转接件
抓住，并将其“拥入怀中”。

双臂组合转接件和悬挂装置的关系好比“刀剑”
与“刀鞘”。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机械臂悬挂装置
主管设计师高翔宇介绍，未来，当两个空间站机械臂
开展对接工作时，核心舱机械臂 （大臂） 将主动探向
双臂组合转接件，通过末端视觉相机识别靶标，将其
从悬挂装置上精准取出，进而完成与“问天”实验舱
机械臂的组合，形成更长、更稳定的灵巧型空间机器
人。

届时，空间站机械臂可达范围直接拓展为 14.5
米，活动范围可直接覆盖空间站三个舱段，随时可实
现对空间站舱体表面的巡检。同时，机械臂在组合对
接状态下完成在轨任务后，又要重新分为大小机械臂
两个部分，此时双臂组合转接件自然是收“刀”入

“鞘”，由核心舱机械臂主动将双臂组合转接件重新放
回悬挂装置中。

据悉，空间站机械臂后续将通过双臂组合转接件
实现两个机械臂的组装，进而完成高难度、更加多样
化的任务目标。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 喆）

筑梦“太空之家”——
中国空间站建设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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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出舱画面。
郭中正摄 （新华社发）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出舱画面。
郭中正摄 （新华社发）

王大中院士 （右二） 等在高温气冷堆总控室听取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
院院长张作义教授 （右一） 的汇报。 新华社记者 王呈选摄

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诊室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诊室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近日，青岛胶州李哥庄小学响应国家“双减”政策，根据当地教育体育局要求，利用课后
托管服务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及社团活动，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
时，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让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得。

图为学生在课后开展足球活动。 刘 蕾摄 （人民视觉）

特色活动
助力“双减”

据新华社电（记者温竞华） 近日，由
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
主办的第三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发布了

“2021年度人类社会发展十大科学问题”。
生态领域的 3 个科学问题为：如何建

立以自然为基础的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
生产和消费，使人类和地球都受益？气候变
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反
馈机制是什么？如何在维持生态系统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构建陆地生态碳汇，
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医疗领域的3个问题包括：重大疾病
病理机制、疾病间病理关联性及早期诊断
策略是什么？如何利用数据和信息技术来
帮助控制和缓解全球大流行病？远程人工
智能诊断专家系统如何变革传统医疗诊断
系统？

信息领域的 4 个问题则是：人脑信息
处理机制及人类智能形成机制是什么？数
字革命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高速、开放的信息传播及机器信任对未
来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在一
个日益被追踪和连接的世界里，人们如何
确保个人隐私和安全？

十大科学问题发布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郭华东介绍，这些问题主要围绕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 17 个发展
目标，遴选并发布十大科学问题，有助于
促进世界科技思想交流，凝聚全球科学家
智慧和力量，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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