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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40年“加速”奔向未来

世界最大实验室的三代中国人
1978 年 6 月 16 日，瑞士日内瓦，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寻常的一天，来了一位不寻
常的访客———中国“两弹元勋”之一、著名核
物理学家钱三强。

幽深的地下环形隧道内，粒子加速飞
奔，“撞”出宇宙起源的奥秘。巨型加速器前，
钱三强驻足凝思。

那一天点燃的“星星之火”，在之后的
40 年里，在一代代中国访问学者的手中薪
火相传，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也在开放的大
道上“加速”奔向未来。

从零到一
一场“加速”运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刘振安
40 年前没想过，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有一
天会走进欧洲核子中心，“仿佛踏上了另一
个星球”。

个人命运转折的一小步，源自中国科研
前进的一大步。

“必须承认自己落后……老老实实地、
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1977
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欧洲核子中心总主任
阿达姆斯时说。

中国经济不发达，为何看重投入大、收
效慢的基础研究？对阿达姆斯的问题，邓小
平的回答简短而坚定：“这是从长远发展的
利益着眼，得看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
到眼前。”

这番问答促成了一年后钱三强率团访
欧，与阿达姆斯探讨未来合作，打开了 40 年
合作的大门。

“当时中国一直没有大型高能粒子物理
实验设施，世界最主要的粒子物理中心一个
在美国芝加哥附近，一个在欧洲日内瓦附
近。”与欧洲核子中心打了 30 年交道的北京
大学教授钱思进回忆，“我父亲和科学院代
表团当天的访问达成了几个协议，中方可以
派理论家小组和加速器专家访问，还建立了
一套机制，开始系统地交流。土木工程、理论
物理、材料等领域专家此后分期而至。”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大学生，刘
振安等人的命运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科
学的春天”，也因为钱三强和科学院代表
团的这次访问，与 8000 公里外的欧洲核
子中心结缘。

生活上的艰苦尚能克服，科研上的差距
才最让他们在意。“因为双方科研水平差距
太大，外方根本不让我们接触核心技术，我
们自身也没有足够实力去接触别人的核心
技术，只能放低姿态向人学习。”

在欧洲，一批批中国学者纷至沓来；在
中国，一批批科研人才学成归国，高能物理
实验装置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高能物理就
这样开始“加速”。

厚积薄发
从“做小事”到“干大事”

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些东西一脉
相承。

危机意识、竞争意识，深入欧洲核子中
心工作的所有中国科研人员的骨髓。

他们刻苦好学、不舍昼夜。初来乍到，做

不了大实验、搞不了深研究，谁会把任务分
给从没碰过仪器、外语不够好的中国人呢？
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的中科院院士
赵政国回忆。

“我们不怕‘小’，哪怕你给我一个‘螺丝
钉’大小的项目，我也把它做好。”刘振安说。

时光荏苒。50 后、60 后鬓霜渐染，70
后、80 后继往开来。

“书本知识大家都差不多，但一开始我
们还是有点不自信，因为许多东西是你没见
过的。”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80
后”副研究员钱森说。他 2005 年被派到欧洲
核子中心，参与大型强子对撞机四大探测器
之一的 CMS 探测器的安装与检测。

与前辈们一样，不服输的精神在年轻人
血液里流淌。“尽管是以学生的身份去，但有
时候一些小实验项目，自主权完全给我们。
我们必须学习自我管理。”钱森说。

从小事做起，一批批中国人夯实了科研
的基础，也赢得了外方的认可。

“2000 年左右，核子中心探测器的设计
我们是没法参加的，因为人家都设计好了，
我们只是参与探测器的建造和性能测试，”
钱森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参加设计，而
且可以提方案来设计建造中国自己的大型
加速器和探测器。”

学有所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回到中国后，老一代科研人员成就斐

然。赵政国团队将对粒子研究有重要意义的
R 值的测量精度提高了 2 至 3 倍；2008 年，
CMS 实验的触发系统采用了刘振安团队负
责设计和制造的设备，中国人从“组装工”变
成了“设计师”。

年轻一代也逐渐发力。80 后高能所研
究员陈明水参与寻找“上帝粒子”，得出更
有说服力的结果。2017 年，他在几千人中
脱颖而出，获得 CMS 国际合作组“年轻研
究者奖”。

“早期跟着人家做小事情，通过学习，我
们已逐步过渡到做大事情！”刘振安说。

不负芳华
中国科研正青春

40 年对一个人很长，但对于奋发向上
的中国科研群体，正值青春年华。24 岁去欧
洲核子中心工作的“90 后”博士生李秉桓，
是该中心最年轻的中国科研人员之一。

比拼劲，这个大男孩丝毫不输给前辈
们。今年初刚回国，就一猛子扎向了 CMS 关
键部件的制作中。

他指着身后设备上的硅片探测元件说：
“这是为 CMS 制作的关键部件，我们自己的
设备以后也可能用到，所以要夜以继日。”

斗转星移 40 年，在高能物理、大科学
平台建设及应用方面，中国的设施开始比
肩世界。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实验装置，李
秉桓有了更大的“野心”：“欧洲因为建成
大型强子对撞机，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高能
物理领域的研究中心。我的梦想是将来我
们能建成自己的大型科研装置，吸引全世
界的科研人才来中国搞研究。”高能物理
40 年，从力图“占有一席之地”到憧憬“对
人类社会有深刻影响的发明和发现”，中
国科学家用奋斗写下自己与国家的“未来
简史”。 （新华社供稿）

发现·进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程唯珈）近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郭鑫
和中科院院士李灿团队合作开发出一种 DJ 型二维层状钙钛矿材
料，并应用于光伏电池，获得了优异的器件稳定性。相关成果于 12
月 21 日在线发表于《焦耳》。

近年来，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太阳电池（PSC）受到学术界和
工业领域的广泛关注，然而器件稳定性差的问题一直制约其发展。

为此，该团队通过引入含有双氨基基团的有机阳离子，去除以前
RP 型钙钛矿层间的范德华相互作用，开发出 DJ 型二维层状钙钛矿材
料。相比于 RP 型二维钙钛矿，DJ 型二维钙钛矿有机阳离子在分子两
端均以氢键与无机钙钛矿层相连，因而具有更好的结构稳定性。

实验表明，以该类 DJ 型二维钙钛材料制备的 PSC，光电转换效
率达到 13.3％，更为重要的是其具有高度稳定性。未封装器件在“双
85”（85℃和 85%相对湿度）条件下和一个标准太阳光持续光照条件
下进行长期老化测试，结果表明 DJ 型二维 PSC 可以保持 95%以上
的光电转换效率，表现出优异的湿热稳定性和光照稳定性。

该工作为钙钛矿材料及其器件稳定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
利于推动钙钛矿太阳电池的进一步发展。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二维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研究获进展

姻本报记者崔雪芹

“中国研究全球变化的学科领域已经从 1997 年的 8 个增
加到 49 个，研究机构数量达 3505 个。目前该学科的交叉、综合
和互相渗透在科学发展特别是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地
球本来就是个统一体，研究中国地学必须有全球视野。”12 月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建院十
周年庆典在京举办，中科院院士徐冠华在发言中强调。

学科交叉就是生命，没有学科交叉就没有创新，这是徐冠

华这些年的强烈感受。同时，学科交叉不仅体现在一个项目领
域的交叉，要有反映交叉学科的学术机构。只有下决心建立交
叉性强的学术机构，才能为研究提供稳定的支持。

徐冠华谈到，此前地学研究按学科分割，但随着资源环
境变化、全球变化的需求，要求地球科学与物理学、计算机
学、经济学等结合起来，要具备全球视野。

同时，徐冠华也分析了学科交叉面临的困难，既需要各
个学科领域的参与，又要避免出现一味抢编制、抢项目、抢基
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否则什么事都办不成。

12 月 25 日，河南省长垣县境内黄河湿地
飞翔的大雁。

该湿地是候鸟重要的中转地和栖息地。每
年在此停留、栖息的候鸟达十余万只。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本报讯（记者黄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谢美然课题组在易位聚
合方法学领域获新进展，成功构建第三种环形聚合物合成新方法。
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尽管环形聚合物出现已有 70 多年历史，但合成方法只有两种，
即闭环法和扩环法。这两种方法合成条件苛刻、量产低，尤其是环形
催化剂至今未能商品化，难以普及应用。

研究人员利用双缆结构和易位聚合反应，创建了环形聚合物合成
新策略———模块化成环法，成为环形聚合物合成领域的第三种方法。
他们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环形聚合物进行了有效表征，利用差示扫
描量热分析法，测试了两者不同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通过紫外—可见吸
收光谱或荧光发射光谱，观察到了线形、环形以及单环、双环、三环形聚
合物在特定波长下的特征吸收峰强度及荧光发射波长的差异。

专家表示，该方法既保持了前两种方法的优点，又凸显了自身
特色。因此，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方法，模块化成环法有望成为环形聚
合物合成的新平台。

相关论文信息：

华东师范大学

构建第三种
环形聚合物合成方法

视点

中科院院士徐冠华：

中国地学研究也需全球视野

姻本报记者王卉

40 年前的姚瑞芳是浙江桐乡一个地道的农民，为吃不
上饭而发愁。然而农村改革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从二十几
岁开始，凭着敢闯敢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开启了新的人
生篇章。

日前，“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与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
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年会”在京召开。在会上，如今已是
浙江丽梦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姚瑞芳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的家乡桐乡市河山镇王家弄村早已不存在贫困问题，现在
几乎家家有汽车，人人奔小康了。

其他与会专家都认为，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
世少有，堪称奇迹。但同时他们也指出，如今的农村发展也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

国务院参事刘志仁近一年间走了 16 个省份，看到很多
地方出现轻视农业农村的状况，特别是有三大问题值得重
视：一是农村人气不浓、冷冷清清，年轻人走得差不多了，这
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改革初期大不一样；二是人

心不齐，不关心集体发展问题；三是人才不足。
怎么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是多位与会者关注的问题，

“这恐怕是我们将来要重点解决的。”刘志仁说。
“农业的体制现在绝大多数还是一家一户，如何合作

化、如何让基本管理体制更有效是一个问题。”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于国厚深感农村组织力量的
缺乏。

日本农民的农协给不少中国“三农”问题研究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中国管理科学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推广培训
处副处长黄维东表示：“日本的农协实际是一种社会化的服
务，中国为农村服务的力量占比相对发达国家则非常小。关
注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为‘三农’服务不能靠一个机构、一个
单位，而应该靠社会多方面力量共同努力。”

在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原
所长郭书田看来，要让农村的组织形式更有效发挥作用，
必须解决农民主体地位空置、虚化、缺席 62 年的问题，其
根源是当初学习苏联的全盘集体化。“不抓住还权于农民
的要害，中国的‘三农’问题很难有突破。”郭书田说。

回顾农村改革四十周年的成绩，专家指出：

农业振兴面临巨大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