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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 月 9 日电(记者王琳琳)在刚刚揭晓的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榜单中，上海共有 58 项成果上榜，获奖
数在全国的占比首次超过 20% ，从一个侧面体现上海加快建设
科技创新中心的初步成效。提升科技“原创力”，上海是怎样炼成
的？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代表着我国基础研究的硬实力。
2017 年度，上海有 6 项成果获得该奖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
础研究不仅在“实验室”端取得重大突破，而且在“市场”端实现
社会效益，彰显科技原创力“成色”。

太阳能发电技术关键材料与器件的研发，既是全球科学探
索的前沿，也是能源巨头技术攻关的重点。在激烈的国际竞技
中，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黄富强团队提出的“堆积因子”理
论模型，被 150 多个光电材料验证，同行称之为“普适模型”。在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中，由黄富强研究员领衔的“面向太
阳能利用的高性能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项
目获得二等奖。

除了创新性提出理论模型，黄富强团队还在此基础上实现
了一系列转化应用，包括发现多个高性能光电转换新材料；设
计、制备了光电转换新材料新型复合结构；发明了铜铟镓硒薄膜
太阳能电池制备新方法，不仅获得国内该领域仅有的 3 个国际
专利，而且将制造成本降低 50%，与企业联合建立的光伏并网
示范电站长期顺利运行。

对于如何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的“双丰收”，黄富强
说：“心无杂念是打开科学奥秘之门的‘钥匙’。”他要求团队将
80% 时间放在实验室，正是这份专注让一个个科研设想“落地
生根”。

激光钕玻璃是激光器的“心脏”，在有“小太阳”之称的激光
惯性约束聚变装置中，不可替代。激光钕玻璃连续熔炼技术被誉
为美国国家点火装置七大奇迹之首，西方对我国长期禁运。

为打破国外封锁，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胡丽丽团队展开 10 余
年攻关，自主发明并建成了大尺寸激光钕玻璃连续熔炼线，实现
了大尺寸磷酸盐激光钕玻璃批量生产，应用于“神光”系列装置
和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由胡丽丽研究员领衔的“大尺寸
高性能磷酸盐激光钕玻璃批量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科研工作必定有延续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难取得突
破性进展。在外人看来，我们可能像一群只知道工作的‘苦行僧’。
可是我们知道，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光靠 8 小时是不够的。”胡丽
丽说。

盐酸安妥沙星对推动我国医药工业从仿制到创新的历史性
转变做出了积极贡献。在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中，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杨玉社研究员领衔完成的“国家 1 . 1 类
新药盐酸安妥沙星”项目获得二等奖。

杨玉社介绍，这一创新药单在实验室就经历了 9 年孕育，
创新药走出实验室后，团队又与企业展开了 7 年联合攻关。如
今，盐酸安妥沙星片已在 150 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使用，使
100 余万人次患者受益。

谈起这份成绩单，杨玉社说：“做科研就要做好十年磨一
剑的心理准备，做药尤其如此。中国十多亿人不能全靠吃外国
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医药供应。”

国家科技奖是衡量科技创新和重大成果产出的重要指标

之一。“上海项目的特点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许多项目不仅在
国际顶级期刊发表了论文，而且实现了良好社会应用。这说明
上海技术研究实力和成果转化能力都在提升。”上海市科技奖
励中心主任刘海峰说。

角逐国家科技奖表面上是项目的竞争，实质上是区域间
创新实力、创新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比拼。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马兴发说，今年，上海将加大类脑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合成生
物化学等基础研究推进力度，在共性平台建设方面，上海将再
建设一批助力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型平台，覆盖智能网联汽
车、机器人、转化医学等多个新兴领域。

58 项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数在全国占比首次超 20%

提升科技“原创力”，上海有“绝技”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张泉、田晓航、胡喆)中共
中央、国务院 8 日隆重举行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颁发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
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
科技界引发热烈反响。科技界
人士表示，2017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各奖项“含金量”十足，

自主创新正成为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劲动力。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科
技奖励制度有利于全社会形成
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氛围，引
领、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人
形成创新风气，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都将产生长远的积极影
响。

科技创新已成为服务国家
战略、彰显中国力量的强劲动
力。近年来，我国通过自主创新
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
清洁能源发展、加快海洋强国
建设、深化高铁“走出去”战略、
保障国家网络安全等提供了科
技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航天材料及工艺研
究所所长李仲平深受鼓舞。他
表示，将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的重
大历史机遇，面向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
引领航天材料及工艺走向世界
先进、国际前沿，勇当国家新材
料产业的排头兵。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重
大成果持续产出。2017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自然奖
35 项，其中一等奖两项，11 年
来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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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获殊荣。

“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日祥说，近年来，

我国基础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持
续发展、文化自信不断提高。未来，中国原创将会越来越多。

“原创性自然科学成果能够带来颠覆性的技术变革，然
而自然科学研究不易，需要耐得住寂寞，‘十年磨一剑’。”东南
大学教授熊仁根表示，大会好中选好、优中选优，遴选出真正
优秀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表彰，给广大一线自然科学研
究工作者很大的鼓励，同时也为自然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情况显示，企业对研
发、原始创新的重视程度逐年提高，来自企业的科研成果获
奖越来越多，企业日益成为我国的创新主体。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的“煤制油品/烯烃大型
现代煤化工成套技术开发及应用”在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
同时，也为企业带来实在的效益。近三年，项目推广已为企
业新增销售额 867 亿元，利润 58 亿元。

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舒歌平表示，国家重视创新、鼓励创新
的科技政策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企业科技
创新动力显著提升。

舒歌平认为，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是科技转化为
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中间
过程，往往耗时费力、不容易出原创成果，但是意义重大。
“希望未来进一步加强对‘中间过程’的制度保障和奖励激
励，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舒歌平说。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型号总师朱坤表示，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求“新”是科研工作的灵魂，哪个国家抢占了
自主创新的先机，哪个国家就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科研工作者们表示，将努力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机遇，继续加强自主创新，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
供强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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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记者刘诗平、张泉、余晓洁)8 日出
炉的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有 3 项水稻研究成果和团队上
榜：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等完成的“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
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袁隆平杂交水
稻创新团队获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潘国君团队完成的“寒
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龙粳新品种选育及应用”获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用不到世界 8% 的耕地养活世界 20% 左右的人口，粮食安
全始终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主题。水稻育种技术的多项突破，不仅
使水稻产量持续提高、种植地域大大扩展，更迎来稻米“量身定
制”时代。

获奖关键词：水稻产量继续攀高、地域大为

拓展、基因组合培育、寒地高产稳产

2017 年是“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创
新团队的丰收年：

9 月，生长在黄海之滨一片咸水中的特殊水稻——— 袁隆平
团队培育出的最新“海水稻”喜获丰收，在 6 ‰盐度的咸水灌溉
条件下正常生长结实，最高亩产达到历史性的 620 . 95 公斤。

10 月，在河北邯郸市的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袁隆平团队
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 900”实现亩产 1149 . 02 公斤，
创下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

2017 年，袁隆平创新团队在云南、陕西等 13 个省区市建立
了 31 个超级杂交稻百亩连片高产攻关示范点，实施“良种+良田
+良法+良态”的“四良”配套技术，取得了超级杂交稻超高产的重
大突破。

早在 1997 年，袁隆平即领衔牵头“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研
究。现在，杂交水稻在中国的年种植面积超过 2 . 4 亿亩，占水稻
总种植面积的 57% ，产量约占水稻总产的 65% 。杂交水稻年增
产约 250 万吨，每年可多养活 7000 万人口。

如果说袁隆平团队的探索，使水稻种植在产量上大幅提高、
地域上大为拓展，那么，李家洋团队完成的应用于水稻高产优质
分子育种，则为突破水稻的产量瓶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价值
的基因资源，被誉为“一次新的绿色革命的开始”。他们成功克隆
出水稻理想株型基因 IPA1，同时建立了高效、精准的设计育种
体系。

“‘分子设计’育种是世界作物遗传改良领域最先进的技术，
就像组装一台电脑，人们想要什么样的水稻，育种专家就可以把
相关的水稻基因组合在一起。”李家洋说。

另一个获奖团队———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水稻研究
所潘国君团队，历经 20 多年研究，创新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寒地早粳稻“龙粳”系列，解决了寒地早粳稻品种难创高产和稳
产问题。

稻米从高产迈向优质，吃得饱也要吃得好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需求既要吃得饱，也要吃得
好。然而，国内大米口感不佳、品质不高等问题长期存在。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对水稻性状控制机理不明晰。”李家
洋说，水稻产量与稻米品质分别由多个基因控制，不同基因之间

相互影响，组成了复杂的“调控网络”。
通过多年研究，李家洋团队确定了调控水稻产量和品质

的主效基因，并阐明了其分子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子设
计育种技术，可以精准选出高产与优质的控制基因“组装”在
一起，从而破解水稻“高产不优质、优质不高产”的难题。

“实现高产与优质的结合，只是分子设计育种的第一步。
通过基因精准组装，未来分子育种可实现更多优良性状的聚
合，像设计工业品一样设计水稻，对稻米‘量身定制’。”李家洋
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认
为，分子设计育种将带来育种理念的全面革新。未来可以根据
不同人群的健康需要，针对性设计出富含不同营养元素的水
稻。

袁隆平团队核心育种专家邓启云表示，他们选育的超级
杂交稻已实现高产与优质有机结合，“Y 两优 957”等品种实
现了超高产，同时米质达到国标二级优质米标准。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我看来，小
康社会就是要实现从过去的‘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说。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水稻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主要口粮作物。
多年来，我国水稻科学家不断取得突破，用科技创新为粮食安
全保驾护航。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物技术发展。“嘉优中科”系列

新品种背后，就是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分
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其定位为“解决关系国家长远发
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寒地早粳稻区生态条件特殊，种质品种为早粳稻生态型，
存在生育期短难创高产、稻瘟病和低温冷害频发难以稳产等
问题，导致日本品种长期占主导地位。

潘国君团队创新出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高产多
抗寒地早粳稻，极大地推动了寒地早粳稻产业的发展，为提升
粳稻育种水平、保障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袁隆平认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保障粮食安全，必须通
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近 20 年来，他领衔杂交水
稻超高产攻关，相继实现中国超级稻第一期至第四期大面积
示范种植亩产 700 公斤、800 公斤、900 公斤和 1000 公斤的
目标。

“海水稻”不仅能改造盐碱地，而且能增加粮食总产量，对
保障我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袁隆平团队提出：用 3
年时间，让耐盐碱水稻的抗盐碱能力超过 6 ‰且亩产 300 公
斤以上；再用 5 年时间，实现稻作改良盐碱地技术产业化，为
国家增加 1 亿亩耕地，多养活 8000 万人口。

自 1979 年我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已经在数十个国家和
地区进行了研究和推广，给当地带来了显著的增产增收。记者
了解到，几十年来，我国不仅为一些国家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学
员，还长期派出专家实地指导当地杂交水稻研究。

中国杂交水稻造福于人类，为我国赢得国际声誉。袁隆平
说，我们要推动杂交水稻在全世界的发展，帮助更多耕地资源
稀少的国家拓荒变田，助力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

2017 年度国家科技奖 3 项授予“水稻科学家”

科技正在使稻米进入“量身定制”时代

“慧眼”遨游太空、C919 飞天、海水稻测产、首艘国产航
母下水、“海翼”号深海滑翔……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科技发
展佳绩频出，许多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艰苦付出和
坚守让人肃然起敬。事实证明，搞好科研、做好学问需下“笨
功夫”。

时代日新月异，不进步就会落后，不争朝夕就要被淘
汰，科技创新更是如此。一国科技进步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研
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如果没有下“笨功夫”的精神和“笨功
夫”取得的成就，原始创新就难以突破。正是有了许多科研
工作者孜孜以求，坐得了冷板凳，经得起百般考验，才有取
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可能。

2017 年，国产大飞机“三兄弟”运-20 、C919 、AG600
蓝天聚首，殊不知这一成就来自于国内 100 余家企事业单
位、数以万计科研工作者 10 年的科研攻关，其中许多是需
要下“笨功夫”的基础工作；中国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孜孜以
求，五年磨一剑，完成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走
完西方发达国家 20 多年走完的路程；“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带领团队培育出亩产超一千公斤的超级杂交稻，背后是
数十年深入田间、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基础实验；诺贝尔奖得
主、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 87 岁高龄仍认为“得奖、出名都是
过去的事，我们要好好‘干活’。”

能下多少“笨功夫”往往决定着成就的高低。发达国家做
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取得不了新成果；等着别人做了大量
基础研究，我们再来做分析和决策，往往只能受制于人。而如
果是我们自己踏踏实实、敢啃硬骨，就能够取得先机。

“可以十年不鸣，争取一鸣惊人。”当前，科技创新环境
良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如
雨后春笋。但是也要看到，浮躁风气、功利心也在不同程度
侵蚀科研氛围，培养“冷板凳坐十年”的科研精神更加不易，

更为必要。

对此，作为科研工作者要有清醒认识，掌声和鲜花只代
表对过去成绩的肯定，而科研创新永远都是面向未来的奔
跑。只有胸怀创新使命，立志长期事业，肯下“笨功夫”，潜心
做研究，才能取得骄人的成就，才能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
力，加速推动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战略转变。

(记者胡喆)新华社北京电

搞科研离不开“笨功夫”

■新华时评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院士（左）在江苏省沭阳县青伊湖农场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2017 年 10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太阳能发电技术
关键材料与器件

中中科科院院上上海海硅硅酸酸盐盐研研
究究 所所 黄黄 富富 强强 团团 队队 的的
““面面向向太太阳阳能能利利用用的的
高高性性能能光光电电材材料料和和器器
件件的的结结构构设设计计与与性性能能
调调控控””项项目目获获国国家家自自

然然科科学学奖奖二二等等
奖奖

中中科科院院上上海海光光机机所所
胡胡丽丽丽丽团团队队的的““大大尺尺
寸寸高高性性能能磷磷酸酸盐盐激激
光光钕钕玻玻璃璃批批量量制制造造
关关键键技技术术及及应应用用””项项
目目获获国国家家技技术术发发明明

奖奖二二等等奖奖

激光钕玻璃
连续熔炼技术 盐酸安妥沙星

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上上海海药药物物
研研究究所所杨杨玉玉社社研研究究员员
领领衔衔完完成成的的““国国家家 11 .. 11
类类 新新 药药 盐盐 酸酸 安安 妥妥 沙沙
星星””项项目目获获国国家家技技术术
发发明明奖奖二二等等奖奖

代代 表表
着着我我国国基基础础研研究究硬硬实实力力

的的国国家家自自然然科科学学奖奖，，上上海海
有有 66 项项成成果果获获奖奖

这这些些
基基础础研研究究不不仅仅在在““实实验验

室室””端端取取得得重重大大突突破破，，而而且且在在
““市市场场””端端实实现现社社会会效效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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