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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简讯

创新篇
科技创新与大连化物所精神
姻冯埃生邓麦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
称大连化物所）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而成长
壮大的。70年的发展史，是大连化物所的科技
创新史，也是大连化物所精神的建设史。可以
说，科技创新孕育和发展了大连化物所精神，
同时大连化物所精神又促进了科技创新。
“锐意创新、协力攻坚、严谨治学、追求一

流”———这 16个字，是大连化物所几十年在科技
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精神的浓缩，一直激励着
大连化物所人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努力奋斗。

科技创新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本文遴选了对
形成大连化物所精神有重要影响的部分内容。

锐意创新，不断开拓学科领域

20世纪 50年代，大连化物所紧密围绕国
家需要，在人造石油、石油化工和国防领域完
成多项攻关任务，同时建立并发展了表面化
学、催化化学、反应工程学、气液相色谱和精
密化工分离等学科，开展了烃类氧化、烯烃聚
合、金属有机化学以及快速反应动力学等方
面的基础研究工作。60 年代，研究所根据当
时国内发展趋势和研究所发展情况，制定了
10 年内初步建成综合性研究所的规划，确立
了催化、色谱、燃烧、金属有机、化学反应动力
学和物质结构等 6 个学科领域，同时将研究
所所名变更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这为
大连化物所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
础。70 至 80 年代，研究所开拓了化学激光、
分子反应动力学、电化学工程、膜分离工程等
新的学科方向，至 80 年代末，已形成了催化
化学、工程化学、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
学、以色谱为主的近代分析化学等四大学科
领域共同发展的研究工作局面。90 年代，研
究所的学科建设迈出了更大步伐，锐意创新，

淡化学科边界，鼓励学科综合集成，开拓了一
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如小分子烃类转化和一
碳化学、无机膜催化及催化新材料等。

世纪之交，大连化物所迎来了知识创新工
程，在以选控化学与工程为主线的学科发展方
向上，明确了学科建设和研究领域的选择：基
础研究方面，加深对化学反应本质及选择控制
规律的认识，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位置；应用研
究方面，以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开展资源优
化利用和环境友好化学化工的研究开发工作，
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和
提供成套装置设备；在学科发展问题上，强调
资源配置的调控性，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实现
持续不断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

进入 21世纪以来，大连化物所与时俱进，
进一步将自己的发展定位调整为发挥学科综
合优势，加强技术集成创新，以可持续发展的
能源研究为主导，坚持资源环境优化、生物技
术和先进材料创新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和国
家安全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创建世界一流
研究所。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化学化工研究所成
功转型为一个能源研究所。

协力攻坚，勇于承担国家重大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石油工业十分落
后，液体燃料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国防和工
农业生产，大连化物所人承担起了我国天然石
油加工和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任务。在
所长张大煜的精心组织和带领下，取得了“水
煤气合成液体燃料”和“七碳馏分环化制取甲
苯”等多项研究成果，解决了国家的急需。

上世纪 60年代，大连化物所研制成功的合
成氨原料气净化新流程使我国合成氨工业从 40
年代水平一跃进入 6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

上世纪 70年代，国防科委开始布局载人
飞船用的燃料电池，并把任务交给大连化物
所。在朱葆琳和袁权等领导下，相继成立了 7
个课题组，组织近 200 人集体会战，最终在国
内首次研制成功了用作飞船及卫星主体能源
的两种电池系统，令当时国际上燃料电池技术
处于领先的发达国家的同行专家惊叹不已。

上世纪 80年代，以中空纤维氮氢膜分离
器为代表的多种膜分离技术研制成功。一个 24
人的氮氢膜分离研究任务攻关组承担了国家
重大科技攻关课题中 5个专题的研制任务，并
实施国家计委立项的“氮氢膜工业性试验项
目”的建设任务，取得的研究成果达到当时国
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并陆续在国内
外推广使用。

上世纪 90年代，大连化物所的催化裂化
干气制乙苯技术开辟了一条合理利用炼厂气
资源的新途径，被誉为我国石化行业“五朵金
花”之一。短波长化学激光技术，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天然气膜法脱水和固体脱硫技术成功
用于陕北气田的开发。甲氰菊酯农药中间体和
农药生产技术已在国内建厂，使我国成为第二
个生产此类高效低毒农药的国家。

进入本世纪以来，协力攻坚的内涵得到了
进一步拓展。在甲醇制烯烃技术产业化过程
中，大连化物所与洛阳设计院、陕煤集团等单
位分工协作，把实验室成果成功应用于国际上
首套最大规模的工业装置上，开创了一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合成气制烯烃、甲醇制乙醇等技
术的全链条开发，建立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无缝衔接、精诚合作的典范。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燮贤曾说过，研究所里
的任何一项成果，没有一项不是集体完成的，
就像一首令人激动和振奋的交响乐曲是集体
演奏的一样。

严谨治学，注重科研道德作风培养

大连化物所建所以来，培养出一大批在国
内外享有盛誉的杰出科学家，收获了几百项国
家和省部级的重大成果。这辉煌和成绩的背
后，是大连化物所几十年来一贯倡导的严谨治
学的科研作风。

上世纪 50年代建所初期，大批大学毕业生
和部分高中生应聘入所，他们中大部分没有经过
科研工作的基础训练，缺乏良好的科学素养。在这
种情况下，所长张大煜对全所科研人员提出“三严
作风”：严肃的态度、严密的实验、严格的要求。至
今，严谨治学已成为大连化物所的一种精神。

楼南泉先生先后培养研究生 30 余名，他
最容不得学生治学粗疏。学生在做学术报告
时，他听得非常仔细认真，任何疏忽或纰漏都
当场指出，并要求对学术的每一个细节，学生
都应严肃认真地完成。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灿认为严谨是一种人
生态度。他指导学生撰写科技论文，总是一遍
一遍地修改，对每个用词、数据都要认真琢磨，
只要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就坚决不投稿。经
他指导的学生撰写的论文投往国外该领域某
权威刊物，很少有退稿现象发生。

如今，严谨治学已经从言传身教发展为制度
化体系化的管理规范。学风道德建设贯穿学生培
养和科研人员从事科研工作的全过程，论文原始
数据的核查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工作。更重要的
是，一大批杰出的老科学家在退休之年正式“转
行”为科研道德建设的巡查者，继续发挥着他们
的正能量并传承着严谨治学精神。

追求一流，勇挑时代赋予的重担

“国家所急就是我们所急”的情怀和“团队

攻坚、敢打硬仗”的精神，使得大连化物所在国
家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
造就了追求一流的大连化物所精神。

研究所领导在第一次讨论关于建立创新
体系的问题时指出，要根据建立面向 21世纪
创新体系的要求，把所里深化改革与知识创新
工程结合起来，更新机制，加快发展，在为国家
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把大连
化物所建设成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研究所，朝
着世界一流研究所的目标迈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确立了知识创新工程
的目标：通过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建立与国际
接轨、高效运行、充满活力、有持续健康发展基
础、有不断进行知识和高技术创新能力的现代
研究所制度。建立开放式的知识与技术创新体
系，形成“开放、流动、竞争、择优”的机制。

建设国家实验室，既是追求一流的体现，
也是时代赋予的重担。大连化物所再一次面临
发展的巨大机遇，特别是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
环境、中华民族强势崛起的重要历史时刻，追
求一流是大连化物所人的不二选择。

上述内容只是大连化物所精神一个很小
的侧面。可以说，科技创新是大连化物所精神
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必然归宿，二者相互促进，
螺旋式向前发展，使大连化物所走过了辉煌
的过去，也为大连化物所赢来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

作者简介：
冯埃生，男，1970年 11月出生，曾任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现任青岛生
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邓麦村，男，1959年 10月出生，曾任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现任中国科
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

40年青少年科学教育启迪：

让未来科学家自己“冒出来”
姻本报见习记者池涵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
人才？”

在日前举行的第 S55 次香山科学会议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朱邦芬又提到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科技后备人才的早期发现

事实上，我国在 40年前就开始了青少
年科技人才早期培养的探索。

1978 年 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
简称中科大）创建了少年班，主要招收尚未
完成常规中学教育但成绩优异的青少年接
受大学教育，其目的是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
养的规律，培养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出类拔萃
的优秀人才，推动中国科技、教育和经济建
设事业的发展。

1985年，中科大又在总结和吸收少年班
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考成绩优异
的学生，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
试点班”（简称“零零班”），两类学生由少年
班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执行院长陈旸介绍
说，截至 2018年 8月，中科大少年班共毕业
3162名学生，培养了庄小威、骆利群等 200
多名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教授，多人
获中、美等国科学院院士，斩获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成就奖、美国 Sloan研究奖等多
项国内外知名科技大奖。

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等 60多
名科学家联名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
乐部”。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介绍，20年来有
2300多名学生会员参加过科技俱乐部的科研
实践训练。其中一批包括耶鲁大学医学院遗传
学系及细胞生物学系助理教授王思远在内的
往届会员已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优秀人才。

匡廷云认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应当持之以恒关
注、鼓励科技后备人才的早期发现，并为其
创造成才机遇。

人才培育要自主自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施建农

表示，人出生后 24~30个月大脑的突触数量
最多，此后人脑的可塑性逐年递减，因此培
养科技人才要“从娃娃抓起”。
“开展青少年科技人才的早期培养活

动，就是要精心营造一个能够让杰出人才自
己‘冒出来’的环境。”朱邦芬说。

陈旸介绍道，中科大少年班培养过程
给学生高度的自主空间，允许学生“自由”
选课、选导师、选专业，“自主”学习、研究。

遗憾的是，有很多人没能一直在科研道
路上坚持下去，而是选择了转行。陈旸说，在
同青少年科技志愿者的接触过程中不要过
分强调科研的艰苦，科学家也可以在学术活
动中成为风云人物，“也可以活得很体面”。
这样，学生才更有可能以充分的自信在科研
领域坚持下去。

促进创新思维的养成

施建农谈及有相当多的新生代科技人
才流失到了海外。大量人才和资金的海外
流失让人扼腕。

对此，十多年前从科技俱乐部走出并
一路走进耶鲁大学的王思远有自己的看
法。

王思远认为，中国的优秀人才有机会
出国开拓视野，得到更加优越的教育资
源。在他的接触中，许多人还是愿意回到
国内。现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很多
海外人才，许多“硬科技”创业项目的创始
人都是海归。

受到少年班和科技俱乐部巨大成功的
启迪，许多社会资源都认识到了科技人才
早期培养的重要性。例如北京市教委于
2008 年推出了“翱翔计划”，中国科协和教
育部也于 2013 年推出了“英才计划”。
“要为明日杰出科学家创造机遇。”匡

廷云呼吁，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要持续
下去，就要坚持走差异化之路。俱乐部的
导师由一线科学家组成，同时坚持“去功
利化”的公益性，与“应试教育”“应赛教
育”相区隔，这样才符合科学成才的规律，
才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创新思维和科学精神
的养成。

首届蓝星球科幻电影周在宁启幕

本报讯 11月 16日，首届蓝星球科幻电影周在南京市江
宁区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开幕。此次蓝星球科幻电影周是国内
首次举办的国际化科幻、影视和科技跨界活动，也是国内第
一个以科幻为主题的电影主题活动平台。自 9月 25日开启
征集日起，蓝星球科幻电影周组委会共收到了来自 17个国
家和地区的 185部科幻影片。

据了解，组委会将举办跨界论坛、科幻电影与文化科技
项目创投、东西方科幻影视大师班、科幻市集与航天特展，致
力于打造国际化的科技科幻影视文化跨界平台，推动产业资
源在江苏落地，实现从活动到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中国科
幻电影走向国际。 （程唯珈）

粤港澳大湾区院士峰会即将在东莞举行

本报讯由广东院士联合会与东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的 2019粤港澳大湾区院士峰会暨第五届广东院士高峰年会
（以下简称院士峰会）将于 11月 27日至 29日在东莞举行。
今年院士峰会将聚焦 ICT（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届时有逾
百位院士和专家参会。

本届院士峰会主题为“智领新时代智汇大湾区”，设置了
包括峰会开幕式暨特邀报告会等在内的七大板块 14个专项
活动。作为此次院士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院士专家
创新创业联盟峰会将同期举行。该联盟由香港大学、香港工
程科学院、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中科院广州分院、中山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科学院等粤港澳主要高校科研
院所及广东院士联合会等 22家单位共同发起并于今年 4月
正式成立。 （朱汉斌）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

开发出离子液体稳定
高效单原子催化剂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郭亚琳）近日，中科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乔波涛、张涛团队和新加坡国立大
学教授颜宁、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Hiroyuki Asakura以及北海
道大学教授Min Gao合作，发现离子液体可增加单原子团
聚的活化能、可调节金属单原子的氧化价态，从而开发出离
子液体稳定的高效单原子催化剂。相关成果发表于《化学》。

负载型单原子催化剂（SACs）现已成为多相催化领域的研
究前沿与热点。如何有效地稳定单原子催化剂，是这一领域的
研究难点。在目前已有的多例高温稳定单原子催化剂报道中，
还没有对单原子进行稳定的通用策略。

离子液体可以提供“电子保护层”从而有效稳定纳米粒
子。颜宁团队首次提出采用离子液体稳定单原子的策略，研
究了几种常见离子液体对不同载体负载的 Pt1单原子的稳
定效果；随后与乔波涛团队合作，在 HAP负载 Pd1单原子
上也取得成功，并应用于具有重要应用背景的乙炔选择加
氢反应中，在保持活性不变甚至略有提高的条件下，显著抑
制了催化剂中 Pd1单原子的团聚，大大改善了催化剂稳定
性，证明了该方法的普适性。

由于离子液体的物化性质可通过对阴阳离子的改变而
调控，因此利用离子液体稳定单原子催化剂成为一种简单
的稳定单原子催化剂的通用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近日，“低碳清华”校园文化周“艺术与环保的相遇”互动展开幕。
学生们利用废弃物制作了这些展品，希望参观者能通过它们了解保护环

境、低碳生活的意义。参观者还可以现场体验慢滤池等，见识生活中的绿色技术
和创意。

据悉，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研究生论坛 11月 17日至 19日在清华大学
举行，本次文化周是论坛系列活动之一。 本报记者唐凤摄影报道

创意展示作品《城市无法呼吸》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中国朱顶红新品种
首次获国际登录

本报讯（记者朱
汉斌 通讯员周飞）近
日，中科院华南植物
园研究员孔国辉培育
的“粉色荷花”“红色
木棉”“粤剧名伶”3
个朱顶红品种以及朱
顶红爱好者李子俊培
育的“Children of the
Bad Revolution”（暂
无中文译名）1 个朱
顶红品种在荷兰皇家通用球根花卉种植者协会获得国际登
录认证证书。这是中国朱顶红品种首次获国际登录。

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朱顶红品种，自 1999年以
来，孔国辉收集各国数十个优良朱顶红品种，开展试种、观察、
杂交等工作，通过定向杂交的方法选育出十余个性状稳定的
朱顶红品种。其中，“粉色荷花”花瓣 12~14枚，粉红色，有香气，
花型为奇特的碗状，株高适中，十分适合盆栽或室内促成栽培；
“红色木棉”花瓣 15~17枚，颜色为少见的深橘红色，花型形似
红棉，喜庆而不落俗，适于作年宵花卉；“粤剧名伶”花瓣多达
19枚，花色为橙、粉、白纹路相间，花径大，花色花型俱佳，除盆
栽观赏外还可用作切花生产。李子俊培育的则多为单瓣朱顶
红品种，“Children of the Bad Revolution”为单瓣花型，花瓣狭
长，花色为淡绿、褐红条纹相间。

“红色木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