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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一年一度的国家科技奖终于向公众
亮相，共 271 个项目和 9 名科技专家，在激烈的角
逐中取胜。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侯云德赢
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殊荣，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
主席习近平亲自颁发的奖励证书。

2017 年度的评选与过往是否有所不同？获奖
项目表现出怎样的变化？

“重质量、轻数量”是 2017 年的风尚。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媒体特别强调
了国家科技奖励评选变化特征。

奖励办在 2017 年度对评选项目完成人报奖间
隔年限和论文规范使用方面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
如 2015 年、2016 年获奖项目的全部完成人，不能作
为 2017 年度获奖项目的全部完成人给予推荐。自
然科学奖提交的论文专著数量，从原来的“不超过
20 篇”，减少为“不超过 8 篇”，以遏制堆砌论文。

此外，项目参评渠道进一步拓宽。继 2016 年
拓宽自然科学奖渠道后，2017 年技术发明奖通
用项目也可以由专家推荐。本次自然科学奖项目
中，有 54.3%由专家推荐；技术发明获奖项目，有
30.3%由专家推荐。

2017 年度的评审还第一次尝试了差额评选。
根据三大奖项总数控制在 300 项以内原则，自然科

学奖控制在 45 项左右，技术发明奖控制在 65 项左
右。据此，2017 年度的评选，在评审委员会阶段，对
技术发明奖试行了差额投票，差额为 9 项，为进一
步完善定额评审制度积累了前期经验。

人们不难发现，随着我国科研能力和科技管理
水平的提高，国家科技奖励改变的不仅仅是评选方
式，获奖内容也呈现新面貌。许多人记得，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曾多次空缺并连续空缺，但自 2013 年以
来，就不再缺席了，且本次产生了两项。

2017 年度，由李家洋院士率领的中科院遗传
所团队，开展的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
及品种设计，以及由香港科技大学唐本忠院士原创
的“聚集诱导发光”项目，同时获得了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这表明，我国基础研究在连续不断产出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

而且，在评出的三个创新团队中，两个扎根西
部，一个来自中部。其中中科院寒旱所冻土与寒旱
区工程研究创新团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
扬高原牦牛精神，为青藏铁路、青藏公路、中俄输油
管道、哈大高速铁路等寒区重大工程提供了关键科
技支撑。中科院新疆理化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家
共建的中亚药物研发中心，为西部地区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国家科技奖以质取胜
姻王静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国务院 1 月 8 日上午在北京举
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首先向获得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们热情
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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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
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向参与
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
须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凝聚起更为强
大、更为持久的科技创新力量。

李克强说，要面向建设科技强国，加强基础科学研
究，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相结

合，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面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加
快攻克关键共性技术，解决好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面
向增进民生福祉，开展重大疾病防治、食品安全、污染治理
等领域攻关，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深
度融合，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成长。

李克强指出，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必须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创新激励机制，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
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真正让有贡献的
科技人员名利双收，涌现更多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大会时说，希望广大科
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胸怀祖国，心系人民，敢于担
当，勇于超越，勇敢肩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时代重任。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 《国务院关于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王泽山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71 个项目和 9

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人；国家自然科
学奖 35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3 项；国家技术发明
奖 66 项，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2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 170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21 项（含创新团队
3 项）、二等奖 146 项；授予 7 名外籍科技专家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陈芳 吴晶）

说起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许多人对
他的成就都有耳闻。今天，他站在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领奖台，接受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荣
誉，可谓实至名归。

他在生命科学多个学科卓有建树、数开
先河，既是中国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的战略科
学家，又是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
拓者，成为中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
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

风华青春 才华初露

了解侯云德的人都知道，青年时期的侯
云德，在 1956 年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留苏预
备生，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
1958 年至 1962 年，他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
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师
从戈尔布诺娃教授，研究副流感病毒。

在 3 年半的时间里，侯云德先后发表了
17 篇学术论文，引起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
的关注。这位编辑特意到病毒研究所探问：

“侯云德是谁？”
留苏期间，侯云德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仙

台病毒可导致单层细胞融合现象，并阐明其
机理。他首次阐明了仙台病毒的溶血活性与
细胞融合活性是由病毒的同一特性引起的，
继而建立了一种病毒溶血抑制试验，用以研
究具有溶血活性病毒的抗原关系。

鉴于他在科研上的开创性成就，苏联医
学科学院组织的专家组以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一致通过了他的副博士和博士论文。苏联
高等教育部破例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
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几
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导师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博士是我从
事科研工作 30 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
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病毒所
的荣誉。”

诸多发现 夯实根基

1962 年归国后，侯云德投身于中国医学
病毒学事业，根据疾病防治的需要，在分子病

毒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相继获
得 8 个基因工程产品新药证书并实现了技术
成果的转化。其中，1982 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 琢1b 型干扰素基因，并
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
琢1b 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
药产品，开创了中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
的先河。

1984 年，侯云德构建了我国痘苗病毒疫
苗株天坛株的基因文库，经过 10 年努力，他
完成了该病毒全基因组(189274kb)的测序与
分析。这是当时国内完成的最大基因组序列
的生命体，对我国基因组时代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1985 年，他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痘苗
病毒基因组的 HindⅢ P 片段，并更正了国外
学者的结论，随后被国外其他学者所证实。

在丙型肝炎病毒基因组的结构与功能研
究方面，他初步阐明了丙型肝炎病毒致癌的
分子基础，相关研究成果“丙型肝炎的分子生
物学”获 2001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首
次证明乳头瘤病毒 16 型、单纯疱疹病毒 2 型
和巨细胞病毒与慢性宫颈炎的发病有密切关
系，建立了人单纯疱疹病毒 2 型基因组的基
因文库，并从我国女性疣组织中分离克隆了
一株人乳头瘤病毒 6 型，经测序鉴定为国际
上的一个新变种。

关键时刻 发挥作用

2008 年，侯云德担任我国“艾滋病和病毒
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
总师。他领导设计了我国 2008 年至 2020 年降
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传染病预
防控制的总体科技规划，始终强调传染病防控
能力建设的重要理念，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
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使我国成功应
对了近十年来的历次重大疫情，为我国现代传
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构筑作出了特殊贡献。

2003 年“非典”期间，侯云德在国际上首
先发现干扰素对控制 SARS 冠状病毒传播有
效，干扰素 琢2b 被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批准为 SARS 储备药物，为我国抗击“非
典”作出了重要贡献。 （下转第 2版）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生中，若能有一
次机会走进人民大会堂获得国家科技奖项，
已是出类拔萃，可称为精英中的精英。2018
年 1 月 8 日，人称“火药王”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泽山，再一次走上了人民大会堂领奖台，
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技
奖奖励证书。这是他第四次获得国家科技奖
励，真的是“拿奖拿到手软”，而且每次获得的
奖项，都是那么沉甸甸。

1993 年，通过资源化利用废弃火炸药，
他赢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6 年，
凭借“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技术”，作为项
目第一完成人，61 岁的他收获了国家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2016 年，因建立“最大膛压
低、做功能力高”弹道，把我国武器发射装
药技术推向了国际前沿，国家技术发明奖被
他收入了囊中。

相关机构这样评述王泽山———“他提出
了加速我国火炸药技术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
近、中、远期发展方略，并主持制定了相应发展
规划，推动了我国火炸药事业的快速发展”。

“决不做亡国奴”

1935 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的王泽
山，成长在动荡年代。

虽然家境贫困，但其父亲一直坚持“不买
房子、不买地，只供孩子上学”的原则，并对时
局常有独到的见解。当年东北被“伪满洲国”占
据时，强迫国民接受“伪满”教育。王泽山童年
曾一度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但父亲经常悄
悄教育他，“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

1951 年至 1954 年王泽山先后就读于吉
林市第一高中、第二高中。在刚刚散尽的抗美
援朝硝烟中，王泽山更加明白“强国方能御
侮”的道理。1954 年夏天，他第一志愿报考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冷门
专业———陆军系统的火炸药专业，成为班里
唯一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

他坚信，专业无所谓冷热，只要祖国需
要，任何专业都可以光焰四射。自此，火炸药
研究成为他的毕生使命。

博闻强识吸取教训

早年的哈军工注重宽广而深厚的基础教
学，执行 6 学时一贯制。每天上午 6 学时授
课，下午自由支配；每周 6 天 36 学时课。课程
设置多、覆盖面广、学时很多，仅数学课就有
400 多学时。战术课，要求学到师一级指挥的
水准。实验课、课程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等实践内容也相当丰富。

在紧张的环境中，王泽山仍有序地安排
自己活动的空间，常在图书馆看数学、物理、
化学等学报和各类杂志，扩充知识。他记得，
有一次物理化学考试，著名的曾石虞教授看
了他的试卷后说，“我应该给你高分，因为你
对绝对零度下的物质状态与性能有着教学内
容外的理解。”

当时，学校高一届的同学，在研究高能推
进剂时发生了事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让
他深刻铭记，在每次试验前，一定要对方案的
可靠性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检查。

在毕业设计阶段，王泽山接受了很好的综
合研究能力训练。他开始研究导弹用高能、大
尺寸推进剂。推进剂浇注工艺即是将纤维素硝
酸酯制成球型颗粒，作为溶质，再与爆炸性溶
剂混合、浇注和熔融，最后固化于导弹发动机
中。一系列问题，需要逐一解决。他都做到了。

大学毕业后，王泽山留校任教，继续进行
推进剂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王泽山争取到
机会参加一项特殊而紧迫的研究任务。借此，
他接触到当时较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国外科
技资料。幸运的是，他因此摆脱了“文化大革
命”的政治旋涡，得以专心致志做学问，并成
功地将计算机技术、诺模图设计原理引入我
国火药教学、科研和火药装药学体系中。

他发展了火药及其装药“解析设计”“表
解设计”和“诺模图设计”的理论和设计方法。

“文革”结束，他的学术著作问世。他在《发射
药应用理论》著作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装药技
术和新的设计计算方法，使原本复杂的问题
变得清晰简单，进而成为我国含能材料（火炸
药）学科带头人，创立了“发射装药学”。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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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1 月 8 日，时隔 11 年，2017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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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折桂。其中，“聚集诱导发光”研究被学界评价
为香港和内地科研交流融合的典范。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自 1999 年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秉持“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高标准原
则，曾 9 年空缺，距 2006 年产生两个一等奖已有 11
年。“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项目问世。奖项从较为集中的基础物理学
领域，扩展到化学、生物学，呈现‘多点开花’之势，创

新引领领域更加多元。”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

题的总机关。如同一条河流，基础研究是“上游”，决定
着“中游”的技术创新和“下游”的技术推广和产业化。
国家自然科学奖正是奖励那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
现的个人。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不断进步，局部已“领跑”
全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基
础研究在世界版图上的地位持续上升，赢得国际社会
广泛认同。我们抢占了一些“山头”，但在更多尖端领
域的“大山头”，尚需战略布局并持之以恒攻关。

（余晓洁胡喆）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迎来“双响”

1 月 8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右）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左）颁发奖励证书。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获奖代表。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侯云德

王泽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