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8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国西北部某
试验基地，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在现场指导试
验。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
泽山。他说，只有来到现场，第一时间拿到数据，
自己才能放心。
“我这一辈子，除了火炸药研究这件事外，别

的都不擅长。”这位“只擅长”火炸药研究的专家，作
为第一完成人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
次、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两次，并获得 2017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称为火炸药“三冠王”。

专业无冷热

“不做亡国奴”，这句话王泽山童年时就铭
记于心。1935 年，王泽山出生于吉林省吉林
市，当时我国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成立了“伪
满洲国”。
“你是中国人，你的祖国是中国。”王泽山的父

亲经常悄悄在他耳边说。在父亲的教诲下，目睹了
日寇暴行的王泽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报国的种子。
“没有国防力量的国家是弱小的、是没有话

语权的。”带着这样的信念，1954年王泽山报考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他是班上唯
一一个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

因为火炸药研究领域窄、危险性高，过去几
百年里，我国的火炸药技术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有人问王泽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冷门专业，他
回答：“这个专业是国家设立的，国家有需要，就
应该有人去做。”
专业无所谓冷热，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

可以光芒四射。带着这样的信念，王泽山开启了玩
“火”的事业，并从此带“火”了一个冷门专业。

但这条路并不好走。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
火炸药的研究和生产十分落后，主要依靠苏联
支持和支援。后来苏联专家回国了，我国的火炸
药技术研究一度举步维艰。
“跟踪仿制，永远被人制约，我们必须走在国

际前列。”王泽山用一生的研究践行了这句话。
1960年，王泽山从军事工程学院本科毕业

后，进入炮兵工程学院火药实验室从事研发工
作。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王泽山，既没有技术支
持，也没有先进的研究平台，但他没有气馁，反
而被激发出强烈的斗志。

在落后的小实验室，他是如何做出一项项

领先世界的科研成果的？这让很多国外军工专
家想不通。

当年，王泽山从基础原理和理论体系构建做
起，一点点搭建起我国火炸药专业领域的“四梁八
柱”。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个曾被认为“冷门”
的火炸药领域，王泽山通过努力终于迎来了科
学研究事业的“大爆发”。

火炸药“三冠王”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现代
火炸药的始祖。但在和平年代，那些储备超期的
火炸药对环境和社会存在潜在危害。

在国际上，过期火炸药常见的处理方式有
三种。第一种是扔公海，但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极大；第二种是深埋，过期火炸药一般埋几十
年就会彻底失效，但存在隐患；第三种是集中
烧毁，这不仅污染环境，操作过程还比较危险。

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如何处理过期火炸药。
王泽山带领团队奔波于工厂和部队之间，攻克
了一道又一道难关，终于将过期的火炸药成功
转变为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重要工业原料，不仅
变废为宝，还畅销海内外。

作为该技术的第一完成人，王泽山荣获
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随后，王泽山带领团队投身新的研究领

域———低温感技术，这是国内外多年来非常关
注但又难以攻克的尖端技术。

王泽山团队另辟蹊径，通过研究燃烧的补
偿理论，发现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存储
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能量利用率。这项技术
的完成，让王泽山获得 199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收获两项国家奖后，61岁的王泽山并未就
此停步。这一次，他选择向世界军械领域的一项
技术难题发起挑战。

据了解，美、英、法、德、意五国科学家曾联
合开展模块装药研究，耗费巨资、历时多年，终
因无法突破技术瓶颈被迫中断。

王泽山带领团队耗时 20年，终于研发出具
有普适性的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他再次问鼎
国家奖，荣获 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并
有了火炸药“三冠王”的美称。

“只有亲临现场，我才放心”

尽管收获了“三冠王”，王泽山依然工作在
一线。“我的生活已经跟科研分不开了，一旦离
开，就感觉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他说。

由于火药易燃易爆，很多验证工作必须在
人烟稀少的野外进行。试验场地的环境和条件
很艰苦，但王泽山从来不在办公室里坐等试验
数据和结果，每年有一半时间在试验场地指导
试验。

因为火炸药性能参数的验证中有很多不确定
因素，试验过程也颇具危险性。王泽山常说：“为了
收集准确的一手数据，同时也为了确保整个试验
过程的安全有效，只有亲临现场，我才放心。”

有一次，在内蒙古阿拉善靶场，当时室外温
度达到零下 27摄氏度，做试验用的高速摄像机
因恶劣环境“罢工”了，王泽山却跟着大伙儿在
外面待了一整天。晚上，王泽山还要核对和验证
白天取得的各类数据，反复检查试验过程有无
疏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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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弹一星”到“嫦娥”奔月，从“蛟龙号”到辽宁舰，从杂交水稻
到石油勘探……一项项大国工程、一件件大国重器，中国工程院院
士主动请缨、勇担使命，笃行务实、勇毅前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24 年是中国工程院建院 30 周年，本报自即日起推出

“大国工程·使命担当”专栏，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深耕本领域、扎
根第一线，胸怀“国之大者”、争做“四个表率”的动人故事，以此回
顾国家工程科技事业发展历程，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工程
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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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山

（下转第 2版）

王泽山：国家有需要，就应该有人去做
■本报记者沈春蕾

“神十八”科学实验看点多
■本报记者甘晓

4月 25日 20时 59分，搭载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 10分钟后，神舟
十八号载人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
成功。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以
下简称空间应用中心）代表中国科学院牵头负
责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的总体管理与技术集成。
《中国科学报》从空间应用中心获悉，通过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空间应用系统上行了
“空间先进水生生保系统关键技术研究”“蛋白
与核酸共起源及密码子起源的分子进化研究”
“微重力环境调控植物干细胞功能和结构的分
子网络研究”“空间用固液复合润滑材料的设
计、界面作用机理及舱外验证”等空间生命科
学及材料科学领域的 4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
及装置总重量约 35公斤。即将投入太空实验
的样品包括拟南芥种子、斑马鱼、金鱼藻、润滑
材料等。

构建小型水生生态系统

相关科研人员介绍，受控生命生态系统被
认为是人类进行长期空间飞行和地外居留必
需的生命支持系统。该系统可以长期低能耗可
控运行，同时具有可循环等特点，一直是空间
生物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水生生态系统具有
生物适应性好、控制简单、运行稳定等特点，近
年来是受控生命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

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负责的“空间先进水生生保系统关
键技术研究”项目，将在轨搭建一个由斑马鱼
和金鱼藻组成的小型水生生态系统，研究空间
环境对鱼类生长发育、生态系统运行与物质循
环的影响。

该项目将成功构建鱼类的空间水生生态
系统，实现我国在空间培养脊椎动物方面的突
破；解析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与行为
的影响，为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
供理论支撑。

探寻生命起源的分子密码

关于生命起源的诸多问题，人们不可能回
到几十亿年前寻找答案，科学家只能模拟原始地
球环境或基于太空特殊环境，通过有机化合物亘
古不变的化学性质及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规律，
揭示生命本质并发现生命演化的重要线索。

磷元素是重要的生命元素，星际空间也广

泛存在着各种氨基酸、核苷等“生命的种子”。
来自厦门大学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利用空间站
长期微重力环境，以氨基酸、核苷和磷构建“三
元反应体系”，建立了 N-磷酸化氨基酸“分子
演化系统”。

科研人员计划以此为基本生物化学模型，
开展蛋白与核酸共起源及密码子起源的分子进
化研究，从分子水平上探究基本生化反应对微重
力环境的响应特点，为生命的化学起源中蛋白核
酸共起源理论体系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探究植物干细胞微重力影响

植物的茎、叶、花、果等地上部分器官都来
自茎尖干细胞，研究干细胞调控机理对于解析
植物形态和器官的分化有重要意义。

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北京大学负责的“微重力环境调控植物干
细胞功能和结构的分子网络研究”项目，以模
式植物拟南芥的植物茎尖干细胞为研究对象，
解析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植物干细胞形态功
能与基因表达的变化，为定向设计适应太空环
境的空间作物提供理论支撑。

该项目上行了 100余粒拟南芥种子，将在
空间站进行为期约 4周的培育生长，后由航天
员进行植株采集，并在零下 80摄氏度冷冻固
定，最后随神舟飞船返回，交付科学家开展地
面研究。

太空“超润滑”材料验证

摩擦无处不在，磨损相伴而生。将摩擦和磨
损降低至极限，是摩擦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负责的
“空间用固液复合润滑材料的设计、界面作用
机理及舱外验证”项目，设计开发了基于二硫
属材料的固体润滑、基于聚合物涂层 -润滑
油脂的固液复合润滑材料体系，并将利用空间
摩擦学评价装置进行舱外验证实验。

科研人员表示，期望这些实验在严苛的空
间环境中实现机械运动的“超润滑”或近零磨
损，在科学上揭示润滑材料在真实空间环境中
的润滑演变过程和损伤机制；筛选和储备未来
空间润滑材料，为实现空间“超润滑”和近零磨
损材料体系的设计与应用提供支撑。

该项目上行了球盘、轴承摩擦测试样品和
静态舱外暴露样品共 20余件，经过半年左右
的舱外暴露实验后，将随神舟飞船返回，并交
付科学家进行地面研究。

疟疾防控没有“休止符”
■本报记者 张思玮

“疟疾在我国都已经被消除了，还要你
们干吗？”

每次听到这句话，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
究所研究员高琪都会认真地跟对方解释：“目
前，我国主要疟疾流行区的传播因素尚未发生
根本改变，传疟媒介依然存在。每年有数千例
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同时，消除疟疾后我国
人群对疟疾免疫水平低，普遍易感。如果不持
续关注和投入，很有可能导致输入性疟疾病例
的本地再传播。”

4月 26日是全国疟疾日。国家疾控局确定
今年的宣传主题为“防止疟疾再传播，持续巩固
消除成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高琪再
次呼吁，疟疾消除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仍需
警惕其“卷土重来”。比如，美国、希腊、斯里兰卡
等国家在实现消除后，疟疾都曾“死灰复燃”。

我国于 2021年 6 月 30 日获得世界卫生
组织无疟疾认证，但我国每年仍有数千例境外
输入性病例、数百例重症疟疾、数十例因疟疾
死亡病例，输入来源主要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
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

境外输入性疟疾为病例主体

疟疾是疟原虫感染所致的地方性传染病，
主要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典型的临床表
现为周期性的寒战、发热及大汗等，可伴脾肿
大和贫血等体征。恶性疟发热不规则、病死率
较高，间日疟和卵形疟常有复发。

我国曾是疟疾流行严重的国家，在过去的
70多年里，我国成功将国内疟疾病例从每年
约 3000万例减少到零。“消除疟疾是指一个国
家或地区人传疟疾的本地传播被阻断至少连
续 3年，且已经建立起一个能够防止本地传播
再次发生的监测反应系统。”高琪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出务工、经商、旅游以
及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人员日益增多，境外输
入性疟疾已成为我国疟疾报告病例的主体。除
云南边境外，我国的境外输入性疟疾以恶性疟
为主，主要从非洲输入，占比超过 80%，由其他
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输入的疟疾病例则以
间日疟为主。
“疟疾传播依赖传疟按蚊叮咬，疟原虫也需

要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经蚊体内约 14天发
育后才具有传染性。因此，只要能及时发现输入
性病例，并在两周内杀灭具有传播可能的感染
性按蚊，就有可能阻断疟疾的传播。”高琪说。

提升监测与处置能力

将输入病例的及时发现作为防止再传播
的关键措施有一个重要前提———医疗机构的
传染源发现能力以及疾控机构的疫情监测和
处置能力。

随着我国消除疟疾工作的进展，本地传播
的疟疾病例迅速减少，很多临床医生对疟疾诊
断的意识不强，缺乏对境外输入性疟疾的识别
经验，常不能及时发现疟疾病例并进行实验室
确诊。

而境外输入恶性疟的临床症状和病情远
比我国本土疟疾病例复杂和凶险。“境外输入
恶性疟病例的病情进展较快，一般发热 5天以

上未能及时诊治就可能迅速转为危重型恶性
疟。”高琪表示。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曹俊向
记者介绍，江苏省在实现消除疟疾目标后，每
年对 1/3区市和县（市、区）进行全面的疟疾防
控能力评估，通过每三年一轮的“考试”，来检
验和保持全省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的能力。
“消除疟疾达标考核好比高考。考完之后

大部分考生的状态是什么？不管老师、家长怎
么强调保持学习能力，都是徒劳的。同理，实现
消除疟疾目标后，如果只是口头反复强调保持
防止输入再传播的能力，其实收效甚微。如果
我们过一段时间就拿出一套试卷检验学习效
果，结果肯定不一样。”曹俊说。

实际上，在政策和技术层面，我国制定了
《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管理办法》和消除疟疾
后防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指导全国开展相
关工作。但记者在采访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我
国部分省级医疗机构的输入性疟疾诊治能力
不尽如人意。另外，疟疾消除后的风险评估、防
止输入再传播的技术方案也不应完全“复制”
消除阶段。

加强抗疟药品研发

目前疟原虫对大部分抗疟药物都产生了
抗药性。“我们发现，部分境外输入性恶性疟患
者采用复方青蒿素类药物按规定疗程治疗后，
体内疟原虫未能被完全清除。”高琪直言，“中
国原创、享誉全球的青蒿素，我们还需进一步
研究好、用好。”比如，有些地区将青蒿素作为
预防用药大规模使用，这无疑会增加疟原虫对
青蒿素类药物的耐药性。

曹俊告诉记者，目前中国青蒿素原材料占
全球供应量的 85%以上，但中国青蒿素相关产
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 15%。
“我们需要对青蒿素药物进行统筹研发与

产业设计，既要研究青蒿素对疟原虫敏感性下
降的机理，又要深入挖掘青蒿素在其他疾病中
的应用潜能，同时要学会向世界讲好青蒿素的
‘故事’，解决其‘走出去’的关键技术瓶颈问
题。”高琪说。

目前，全球正处于防控疟疾的重要关头。
实现消除疟疾的国家将面临本地疟疾传播媒
介和境外输入疟疾长期并存的局面和挑战。曹
俊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抗疟合作，交
流疟疾防控经验，并为全球提供更多质优价廉
的抗疟产品。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 10项重大科技成果
本报讯（记者田瑞颖、沈春蕾）4月 25日，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了 10 项重大科技成
果名单。

这 10项重大科技成果分别是《中关村世界
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方案（2024—2027年）》、全模
拟光电智能计算芯片、人工智能取得系列成果、
转角氮化硼光学晶体原创理论与材料、量子云
算力集群、300兆瓦级 F级重型燃气轮机完成总
装、第三代“香山”RISC-V 开源高性能处理器
核、农作物耐盐碱机制解析及应用、“北脑二号”
智能脑机系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取得系列国
际领先成果。

其中，发布单位为中国科学院或主要为中
国科学院的有以下 4项。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团队

利用非洲萨赫勒高盐碱地的高粱自然群体材

料，定位克隆到与耐碱性显著相关的主效基因，
并揭示了其赋予植物高耐盐碱性的机制。这一
成果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
新思路。

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科研团队基于“中国天眼”的超高灵
敏度和超强探测能力，首次探测到迄今最短轨
道周期脉冲星双星系统，为脉冲星双星演化理
论提供了直接证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科研团队基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超高灵
敏探测系统，探测到史上最亮伽马暴，为探索
宇宙起源注入了全新活力；中国科学院磁约束
核聚变大科学工程团队基于全超导托卡马克
核聚变实验装置，实现了世界上最长时间可重
复的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为人类开发利用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核聚变能源奠定了坚实

基础……基于一批“大国重器”，更多国际领先
的科研成果持续产出。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开源芯

片研究院开发出第三代“香山”RISC-V 开源
高性能处理器核，是在国际上首次基于开源模
式、使用敏捷开发方法联合开发的处理器核，
性能水平进入全球第一梯队，成为国际开源社
区性能最强、最活跃的 RISC-V处理器核，为
先进计算生态提供开源共享的共性底座技术
支撑。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等团队完成大规模量
子云算力集群的建设，实现了五块百比特规模
量子芯片算力资源和经典算力资源的深度融
合，总物理比特数达到 590，综合指标进入国
际第一梯队。

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

4 月 25日，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在中
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拉开序幕，论坛年会为
期 5天，以“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
主题，将举办论坛会议、技术交易、成果发
布、前沿大赛、配套活动 5大板块近 120场
活动。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有大量 AIGC（生
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接入的应用场景和设备，
比如拥有智慧“大脑”的仿生人形机器人、裸
眼 3D空中成像技术机器人、超写实数字人、
智能咖啡机器人、智能刺绣机器人等，为参会
者打造一站式智慧服务体验。

本报记者沈春蕾报道 仿生人形机器人“行动者一号”。 仿生人形机器人“前台”。 沈春蕾 /摄

透过放大镜拍摄的按蚊标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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