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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何静）近日，
“2019 年‘科创嘉’院所科研成果
路演专场—中科院上海分院科技
成果推荐会”成为第二届长三角科
技成果交易博览会期间一道亮丽
的风景。

该活动由中科院上海分院和嘉
定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旨在进一
步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推进科技成果的转移
转化。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
位的 4 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成
交总金额达 2100 多万元。

会上，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智能
微生物检测仪器”、中科院上海硅酸
盐所“高端发电建材与移动能源、新
一代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等
科技成果“登台亮相”。科研人员还
与企业家和投融资机构代表进行了
充分交流，就如何更大地发挥成果
的转化潜力进行了深入探讨。

专家表示，科创型企业的发展
需联动地方政府、社会企业、科技服
务及投融资机构，持续完善技术转
移服务平台，探索区域创新的机制
体制，加强科技成果与市场经济的
对接。

中科院上海分院分党组副书记
沈兆雷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科技成
果推荐会，让企业家、投资家能够更
深入地了解中科院的科技成果，推
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良性互
动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2019 年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以下简称化物所）建所 70 周年的日子。
70 年，弹指一挥间，化物所已经积淀了累累硕
果，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科学研究机构。一转
眼，我来到化物所工作也已整整 10 年。10 年
来，我为有幸来到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
文化的科研圣地工作而自豪，为自己能在毕
业之后继续徜徉在科学的海洋而荣幸。

2015 年的一天，时任化物所副所长杨学
明院士（我当时是他的所领导秘书）给我发了
一封邮件，说他承担了一项基金委和科学院
联合资助的战略研究项目，内容是关于大型
先进光源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问我愿不愿
意参与这项工作。收到邮件后，我激动不已，
我早就得知杨院士团队正在建设一台“高大
上”的光源类大科学装置，但一直没有机会近
距离接触这个领域。我立刻回复了邮件，表示
愿意协助他完成好这项工作。就是这样一封
邮件，让我从此与光源结下了不解之缘。

刚开始，我饶有兴致地查找各类网络资
料和中英文文献，一点点进入到这个以加速
器技术为基础的科学领域。慢慢的，我认识
和了解了什么是大科学装置、国内外的现状
及发展趋势等问题，开始对这个领域着迷

了。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最前沿的物理技
术原理，但从宏观上去调研和分析，也是一
件极其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

我开始和越来越多的人交流和讨论这
个问题，每次讨论，都会有新的收获。讨论之
后，我及时查阅文献资料，又会产生新的认
识。有好几次，杨学明院士从外地出差回来，
我驾车去机场接他，为的就是路上能有半小
时向他请教最近没有想明白的问题。要知
道，能跟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这样近距离
地交流，是多少人做梦都等不来的啊。

随着阅读文献的日益深入，我对于去国
内同类光源设施机构参观和学习的需求也
越来越强烈。没过多久，我等来了一次机会。
2016 年初，我跟随大连市发改委和所里的领
导，前往上海光源进行学习考察。这是我第
一次进入这样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科学装
置里参观学习。虽然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上
海光源的照片和视频，但当真的身临其境
时，依然带给我意想不到的震撼。这个庞然
大物是由无数个精密的科学仪器搭建而成，
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那次调研，再一次刷
新了我对大型先进光源的认识，同时也坚定
了一定要出色参与完成这一战略研究项目

的决心。
2017 年，我们自己的光源装置———大连

相干光源终于建成出光了。这一成果迅速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需要向院领
导和国家上报政务信息。在过去一年多对光
源学习和理解的基础上，我尝试着完成了一
篇题为《自由电子激光的国际发展现状与趋
势》的分析建议类文稿，得到了杨学明院士
的肯定，并作为“领导参阅材料”上报给了中
科院。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次信心的提升，
同时也让我更加热爱光源事业。

2018 年，怀揣着对光源事业的一腔热
忱，我荣幸地加入了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队伍，成为杨学明院士团队的一
员。刚到研究室，我就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
务：大连相干光源入选了全国科技活动周北
京主会场的展出项目，研究室安排我作为讲
解员去参展。

这真的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说它
光荣，是因为这是一个向社会大众进一步宣
传和介绍我们的大科学装置的绝好机会，可
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光源，让这类新型的科学
装置在科技界的普及性更高。说它艰巨，是
因为这是个可能吸引到潜在合作用户的机

会，而我是仅有的讲解员。出发前，我又做了
很多功课，还编制打印了很多先进光源方面
的资料，以便随时翻看。

整个展出期间，人来人往，不少教师、科
技工作者、中小学生都在我们的光源模型前
驻足观看，并认真聆听我们精心准备的视频
介绍材料。有一位中学物理老师听了我的介
绍后说，他打算在课堂上加一节先进光源的
课程。有两位中学生饶有兴致地跟我讨论起
带电粒子的“测不准原理”。还有一位老先
生，惊叹于国家科技的飞速发展，对我竖起
了大拇指，鼓励我们年轻人继续加油干。所
有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以及肩
上责任的重大。最终，我们的展位获得了“最
受公众喜爱项目”称号，这一荣誉是对我们
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全国科技活动周结束后，我希望能再到
梦寐以求的北京光源参观学习，于是请求杨
学明院士帮我牵线。经过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柴之芳院士的安排，王嘉鸥老师热情地接待
了我。通过这次参观，我更是亲身体会到了
我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的强大魅力，以及在这背后党、国家
和人民对科技工作的坚定支持。如果说之前

参观的上海光源是我国新生代先进大科学
装置的代表，那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则可
以说是我国在大科学装置领域起步时期的
见证和缩影。

此后，我又投入到了更多光源的科普工作
当中，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认
识光源、了解光源，甚至“迷恋”上光源。

现如今，除了已经建成的大连相干光源以
外，我们的团队又一次投入到了更新一代高重
复频率极紫外和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大连先进光源）的申请工作当中。
目前，该项目已经顺利通过了中科院的

评审，有望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占有一席
之地。这将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事业，面临的
挑战会更加严峻，面临的任务也会更加艰
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期待着这一伟大的
事业。因为，我们热爱这样的事业、热爱这样
的生活，我们也已整装待发，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

作者简介：
孙洋，河北保定人，高级工程师。现任大

连化物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办公室主任。

我和光源结缘的故事
■孙洋

科研篇

中科院南海所等

微观构造分析揭示
南海海盆新扩张历史

本报讯（记者徐海、朱汉斌 通讯员李淑）近日，中国科学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珍等联合攻关南海海盆研究取
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地球物理学研究：固体地
球》上。

南海是全球最大的边缘海盆地之一，构造类型多样，其
演化历史在全球边缘海系统中具有代表性。研究人员对 349
航次岩芯内近 300 条节理、岩脉和擦痕面等微观构造进行了
分析和古地磁校正，获得了南海海盆的高分辨率构造变化历
史，揭示了南海海盆在南东向扩张之后还经历了短暂的近南
北向扩张，才彻底停下来。

为了验证微观构造分析的准确性，研究人员对区域内
重、磁、震、OBS、海底地形和震源机制解等数据进行了综
合分析，在与微观构造一致的基础上，确认了中央海盆残
留扩张脊应的位置，并指出中央海盆和西南次海盆一样，
残留扩张脊的上地壳具有低速特征。进而研究者提出，伴
随扩张方向从南东向转为近南北向，位于中央海盆和西南
次海盆残留扩张脊之间的中南—礼乐断裂就转成了近南
北向。

该成果不仅解决了南海海盆扩张历史研究中长期争议
的扩张脊在哪里和转换断层走向等基础科学问题，而且开辟
了一条联合运用微观构造和宏观地球物理方法，高分辨率解
决构造争议问题的道路。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进展

上海科技大学

为可再生生物质
催化转化提供新方向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智课题组针对一系列天然多元醇的羧酸酯在分子结构上
的共性，开发了可广泛适用于油脂、糖醇酯、氨基醇酯等化合
物的催化取代反应，为可再生生物质的催化转化提供了新方
向。此外，该方法还可简单高效地将聚酯塑料 PET 降解为二
羧酸单体，为 PET 的化学回收利用提供了新途径。相关研究
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随着化石能源的日渐枯竭和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可再
生能源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人类存续的必由之路。其中，
可产自天然动植物油、废弃烹调油等油脂的生物柴油，因其
高性能、低成本、可再生、可与普通柴油直接混用等优势，近
年来受到广泛关注。

为了从源头上避免粗甘油的产生，李智课题组在国际上
首先提出对油脂进行直接官能化再进行酯交换的方案，将粗
甘油在产生之前即通过催化反应转化为其他结构，以期提高
生物柴油副产物的价值。

研究人员采用基于钪、铪等金属三氟甲磺酸盐的强路易
斯酸催化剂活化酯基 C-O 键，利用油脂分子中 3 个酯基官
能团之间的邻基参与效应，实现了以磺酰胺类化合物为亲核
试剂对甘油三酯中一级烷基 C-O 键进行的选择性亲核取
代反应，获得生物柴油前体脂肪酸以及具有更高后续转化价
值的氨基醇类化合物，并通过克级规模的实验证明了该反应
的实用性。

同时，研究人员还将此项研究与废塑料回收处理的难题
结合起来，以市售 PET 制矿泉水瓶碎片为原料，通过糖精及
少量催化剂的作用对 PET 中重复的乙二醇酯单元进行取
代，再经水解、酸化，可将该聚酯完全降解为其单体对苯二甲
酸和副产物磺酰胺乙醇。该方法有望形成新的突破，开辟聚
酯等废塑料的化学降解及单体回收新研究方向。

相关论文信息：

9 月 26 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国际惯性
聚变科学与应用”（IFSA）会议上，相关机构颁
发了 2019 年度爱德华·泰勒奖。我国理论物理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贺贤土获此殊荣。同时获奖
的还有法国科学家 Patrick Mora 等人。

站在领奖台上，贺贤土谦逊地表示，这
个奖属于集体，“我只是代表我们国家来
领奖”。

每两年颁布一次的爱德华·泰勒奖是世界
聚变能源领域最高奖项，由美国核物理学会设
立、以“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名字命名。

半世耕耘激光聚变

贺贤土此次获奖，是凭借他和团队多年
来在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ICF）和高能量
密度物理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贺贤土就为我国的 ICF 研究发
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为中国形成一个独立
自主的 ICF 研究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 年，时年 51 岁的贺贤土刚刚结束
为期一年半的出国访问。回国后，他先后被
任命为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科
技委副主任和副所长，主管 ICF 的物理理论
研究。

此时的贺贤土，已经在科学的天地里
耕耘半生，更在核武器理论研究中立下累
累功勋。但承担这项任务时，他还是感到

了肩头的重量。
所谓“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是实现受

控核聚变的一种途径。这一领域的研究，体现
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当时世界
上，美国、欧盟、法国（单独）、俄罗斯、日本等，
都在竞相拓展对 ICF 的认识和研究。

与此同时，我国的 ICF 研究基础却十分
薄弱，既缺乏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也没有
足够经费。贺贤土找到王淦昌，请他上书中
央，把 ICF 研究纳入国家“863”高技术计划。

1988 年 11 月，王淦昌、王大珩、于敏 3
位院士联名致信中央领导。不久后，时任国
务院总理李鹏约见了王淦昌、王大珩、于敏、
邓锡铭、贺贤土 5 位科学家，听取了专门汇
报，并同意将 ICF 研究纳入“863”计划。在总
理指示下，ICF 总体规划和立项论证专家组
成立，贺贤土任组长，并执笔起草了我国 ICF
总体发展战略报告。

1993 年 3 月，“863”计划直属的 ICF 主
题专家组正式建立，贺贤土先后任秘书长和
第二任首席科学家，并从 1996 年起全面负
责中国的 ICF 主题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 ICF 研究打破了
西方的技术封锁，突破了大量关键科学与技
术难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在原本
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
ICF 研究体系，并获得了间接驱动和直接驱
动出热核中子的重要进展。

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首席科学家后，这

位年逾八旬的科学家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
入工作，近年来，他还提出了不同于国际上
现有 ICF 点火途径的新型混合驱动点火模
型，备受国际同行关注。

一生报国难掩光辉

贺贤土于 1937 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
县一个普通家庭。25 岁那年，他从浙江大
学物理系毕业，本应留校担任助教，却在
11 月时突然接到通知，被改分配到北京

“一个重要的国家单位”。
出于保密缘故，调令上的措辞非常含

糊，即将报到的单位似乎也与贺贤土所学专
业并不对口。但面对国家的召唤，贺贤土没
有犹豫，按期到北京报到。经过几个月漫长
而严格的审查，他进入了核武器研究所，从
此开启了不凡的人生。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贺贤土接
到了一个重要课题：研究和计算原子弹的过早
点火概率。原子弹在达到高超临界状态时，可
能会在预定点火时刻之前出现过早点火。

过早点火的概率是原子弹研究设计中
的一个重要问题，曾有多位专家在不同的
物理模型下计算这个问题。初出茅庐的贺
贤土勇于另辟蹊径，经过近一年时间，给出
了方程数值计算的物理方案。他和一位从
事计算数学的同事汤礼道合作，编写了计
算机程序，精确算出了过早点火概率，这项

成果不但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过程
中得到应用，也在此后的核武器设计与试
验中一直被应用。

此后，贺贤土参与了氢弹研制相关工
作，他带领小组负责物理研究、设计出第一
次地下核试验的核装装置，并分解研究氢弹
一些重要物理过程进行近区测试实验，热试
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一时期他最辉煌的成
就，是突破了中子弹原理并掌握了中子弹的
研制技术。

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贺贤土不断根据
国家需求调整研究方向，深入钻研、不懈努力，
在每一个研究方向上都获得了突出成就。

贺贤土发表科学论文数百篇，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二等奖各 1 项，部委级奖 8 项。
1992 年获光华科技基金奖一等奖，2000 年
获何梁何利奖，2001 年获国家“863”计划
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奖。

贺贤土一生功绩卓著，但由于保密等原
因，他很少接受宣传报道，许多贡献鲜为人
知。但人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位为祖国、为人
类挥洒心血、倾尽智慧的科学家。

2018 年 9 月 25 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将一颗编号 079286 的小
行星命名为“贺贤土星”。一年后的 9 月 26
日，他又站在了爱德华·泰勒奖的领奖台上。
无论天上地下，“贺贤土”这个名字，都是这
般熠熠生辉。

我国理论物理学家贺贤土荣获爱德华·泰勒奖：

天上地下 熠熠生辉
姻本报记者 李晨阳

指尖轻触，叶叔华、王恩多、吴志强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信息一应俱全，从肖像、视
频、文字到书稿手迹都在 25 米长的信息数字化平台上一一展示。近日，上海科技馆全新升级的“院士
长廊”正式向市民开放，它以全国 1500 余名院士信息为数据库基础，结合互联网移动终端功能，打造
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院士数字化展示平台，展示院士风采，弘扬科学精神。

据悉，“院士长廊”采用了时间轴场景、学部场景和风采场景 3种不同的大型动态场景。图为王恩多
院士饶有兴趣地点看院士信息。 本报记者黄辛 通讯员孙乐琦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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