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士们在会场认真聆听。 王之康摄 院士们正在热议院士制度改革。 李晨摄

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中科院这些成果被总书记点赞
（上接第 1版）

科技创新服务国计民生

在中科院，还有一群人，他们从象牙塔中走
出来，创新科技，改变百姓生活。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出现。2019年
12月 31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初步确定
由金银潭医院送来的不明原因肺炎样品为一
种全新的冠状病毒，2020年 1 月 2日，科研人
员确定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 5 日第一时间
成功分离得到病毒毒株，支撑国内打响科技抗
疫战。

2018年 11月 6日，由中科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研发的我国首台国产自主医用大型放射
治疗装置———武威医用重离子治疗示范装置
开始实施临床试验治疗，使我国成为继美国、

日本、德国之后第四个掌握重离子治疗技术的
国家。

2018年 10月 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运营。为了实现港珠澳大桥 120年的设计标准，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自主研发了“SEBF/SLF高
性能涂层加牺牲阳极”联合防护技术，使港珠
澳大桥成功打破国内“百年惯例”的设计标准。

2020年 11月 9日，由中科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刘中民院士团队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第三代甲醇制烯烃技术通过成果鉴定。
该技术采用新一代催化剂，通过对反应器和工
艺过程的创新，不需要设单独的副产的碳四以
上组分裂解单元，便可实现单套工业装置甲醇
处理量每年 300万吨以上，流程模拟结果显示
工业装置吨烯烃（乙烯 +丙烯）甲醇消耗可降
到 2.62至 2.66吨。

2017年，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发的

预热燃烧技术，实现半焦、残炭的高效燃烧和
氮氧化物的低排放，打破了低阶煤分级分质转
化的关键技术瓶颈，为这一链条上的最后一
环———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的高效清洁燃烧
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2019年，中科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和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牵头
完成的“钢铁行业多工序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控
制技术”通过成果鉴定，实现了常规和非常规
污染物排放优于超低排放限值，使钢铁行业实
现整体超低排放。
“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的！我国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科院科技工作者将
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
拔的定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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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雅
丽、李晨、王之康）5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第
二十次院士大会举行
学部第七届学术年会
全体院士学术报告会。
中科院院士丁仲礼、李
儒新、包信和、高福、焦
念志、黄如、翟婉明 7
位院士分别作了学术
报告。报告会进行同步
直播，超 300万人通过
网络观看。中科院学部
学术和出版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梅宏主持报
告会。
丁仲礼重点介绍

了中科院学部碳中和
咨询项目的情况，该重
大咨询项目从固碳、能
源、政策 3 个方面分 9
个专题开展咨询研究，
通过科学预测未来能
源消费总量，统筹考虑
生产生活能源消费，分
析非碳和碳基能源结
构比例演进路线及非
碳低碳变革技术和现
有技术迭代供给等，研
判必需的碳排放数量，
并通过分析生态系统
固碳现状及潜力、固碳
技术等，汇总描绘我国
碳中和框架路线。项目
研究成果将提供给专
家学者和公众讨论，为
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李儒新以“高功率
激光与高能粒子加速
器的交叉融合”为题，
阐述了高功率激光和
高能粒子加速器两个
不同学科领域近年相
互促进交叉研究发展

的有关情况。他指出，我国在高功率激光与高能
粒子加速器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激光离
子加速领域做出了很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理
论和实验工作。新型同步辐射光源作为高性能的
宽波段光源用户装置，除了在高能物理和产生闪
裂中子源方面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外，在生命科

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化学、能源科学等研究领
域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包信和从能源化学和能源材料研究入手，深
入分析化石能源优化利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
展和 CO2高效转化利用等领域涉及到的能源科
学基础，并对促进实现碳中和的氢能技术、CO2

资源化利用技术等进行了展望。他认为，化石能
源的使用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实现碳中和目
标意味着必须彻底颠覆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以
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重构以非化石能源
为主体的世界能源新结构。

高福的报告阐述了新冠病毒是什么、从哪里
来、如何感染人类等关键问题。他表示，疾控事业
的发展要向科学要答案，科学助力传染病防控，
同时也助力慢性病防控、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
预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健康中国的建设发
展更要向科学要答案。疫情再次证明，预防是最
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焦念志指出海洋负排放是实现碳中和的重
要途径，报告根据国内外海洋碳汇最新研究进
展、结合我国海区的实际情况，讨论海洋负排放
的理论与方法、可实施的路径与方案，涉及陆海
统筹增汇、近海缺氧环境增汇、海水养殖区增汇、
海岸带蓝碳增汇、黏土和矿物增汇以及珊瑚礁生
态系统增汇等。焦念志认为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科
学家领衔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推出海
洋碳汇国际标准，为我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黄如从集成电路技术现状出发，从器件、
材料、工艺、电路架构等多个层次探讨了推动
集成电路技术发展的新路径以及未来发展趋
势。当前，集成电路技术已进入后摩尔时代，面
临尺寸缩小瓶颈、能耗瓶颈及算力瓶颈等诸多
挑战，技术发展进入重要的历史转折期，线宽
缩小不再是唯一技术路线，而是走向功耗和应
用驱动的多样化发展路线，技术革新呈现“N
分天下”的态势。

翟婉明在回顾中国铁路提速和高速铁路发
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中国高铁发展过程
面临的工程科技挑战，特别是在高铁设计和运营
阶段分别面临的主要科技挑战。翟婉明指出，未
来中国高铁应在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能运营、
智能养护维修、智能服务等方面推进技术和管理
创新，全面提升中国高铁智能化水平，从而率先
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化铁路强国。

7位院士的报告从科学前沿热点、国家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结合有关科学研究成
果，以翔实的数据和深入的分析，阐述了对科学
问题的认识和建议，指出了相关科学问题的发展
方向。

学术报告会现场。 王之康摄

陈嘉庚科学奖和光华工程科技奖举行颁奖仪式
本报讯（记者李晨阳、郑金武）5 月 29

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
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期间，2020 年度陈嘉
庚科学奖和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举行了
颁奖仪式。

据介绍，2020年度陈嘉庚科学奖获奖项目
共 5项，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获奖人共 6位。

其中，陈嘉庚科学奖数理科学奖颁给北京
大学高原宁，化学科学奖颁给四川大学冯小
明，生命科学奖颁给清华大学 /西湖大学施一
公，地球科学奖颁给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朱日祥，技术科学奖颁给清华大学雒
建斌。信息技术科学奖空缺。

2020 年度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获奖人包括
北京大学关启安（数理科学奖）、北京大学陈兴

（化学科学奖）、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剑（生命
科学奖）、南京大学唐朝生（地球科学奖）、北京
大学肖云峰（信息技术科学奖）、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孙明月（技术科学奖）。

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特别贡献奖授
予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全体院士，表彰他
们为抗疫做出重大贡献。核动力专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彭士禄获得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另有 39位专家因在各自领域取得突出成
绩而荣膺光华工程科技奖，分别为蒋庄德、冯
江华、朱坤、邹汝平、李天初、季新生、李劲东、
王海峰、王淀佐、刘有智、张福成、周少雄、黄其
励、刘建军、吕俊复、孙友宏、崔俊芝、曾滨、胡
亚安、殷跃平、郝吉明、单杨、全燮、夏咸柱、陈
代文、沈其荣、周明国、张伯礼、姜保国、王宁

利、肖伟、黄维和、方东平、谭旭光、吴燕生、吕
荣聪、颜庆云、陶肖明、汤子康。

据悉，陈嘉庚科学奖的前身是 1988年设立
的陈嘉庚奖。2003年 2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同意，中国科学院和中国银行共同出资
成立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设立陈嘉庚科学
奖。陈嘉庚科学奖和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分别设
立 6个奖项，依托中国科学院学部的 6个专业
学部组织评审。

光华工程科技奖被誉为“中国工程界最高
奖项”，由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
首任院长朱光亚和台湾实业家尹衍樑、杜俊
元、陈由豪 4 位捐赠人捐资设立，经国家科技
奖励办公室批准，由中国工程院发起、光华工
程科技奖励基金会管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
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学
技术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
命运、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站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殷切期
望，深切感受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呼唤。在
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国
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国科技工作
者倡议开展“自立自强创新争先”行动。

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从党的百年奋斗
中感悟信仰的力量，筑牢信念信心,牢记初
心使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把人生理想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伟业中。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胸怀“两个大
局”，心系“国之大者”，矢志爱国奋斗,当好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构筑国家
永续发展、持久安全的科技长城，共同书写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精彩篇章。

创新创造、勇攀高峰。坚持“四个面
向”，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以
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
拔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抢占关键核
心技术制高点。

扎根大地、自觉奉献。践行科学家精神，
严谨治学，全心投入，做清新学风、清正作风

的营造者。甘当人梯、奖掖后学，协力托举人
才成长。主动投身科技志愿服务，弘扬科学
精神，普及科技新知，倡导科学方法，助力乡
村振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面向世界、开放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科
技治理，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
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增进对国际科技界的
开放、信任、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智慧力量。

自主创新事业大有可为，科技工作者
大有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开展“自立自强 创新争先”行动

5月 30日是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倡议———

周远院士（左）和闫楚良院士在交谈。 王之康摄

高福院士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李晨摄

钟南山院士（左）和卢锡城院士在交谈。 郑金武摄

中科院首次在院士大会期间
举办道德学风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李晨、王之康）5月 29
日晚，中国科学院学部举行了“弘扬科学家精神
和加强学风建设”报告会，400多位中科院院士
参加会议。报告会由中科院副院长高鸿钧主持。

会上，中科院院士李依依、蒲慕明、孙昌璞、
周琪分别作了题为“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谈科
研诚信”“发扬‘两弹一星’精神，铸就新时代‘国
之重器’”“在科技变局与变革中推动科技伦理体
系建设”的精彩报告。

李依依在报告中讲到，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老
一辈科学家在国外冲破阻力，回归新中国，他们
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投身科学，为国家科技创
新做出了重大贡献。报告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学
习老一辈科学家热爱祖国和追求科学真理的精
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蒲慕明在报告中谈到，科研诚信是科研伦
理的一部分，涉及科研过程、交流和报道的行
为准则。科学界对不符合科研诚信的行为有明
确的定义，包括伪造、篡改、剽窃等。他指出，目
前科学界更需要关注灰色地带的诚信问题，并
着重讨论了与科研诚信中的论文署名、科研项
目和奖项评审、科学交流和竞争等方面的不端
行为相关的问题。

孙昌璞在报告中简要回顾了成就我国“两
弹”事业的光荣历史，用发生在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九院）的具体事
例阐释了“两弹一星”
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
践意义。他指出，正是
“两弹一星”事业孕育
出来的科学家精神，
使得今天“两弹”人有
了坚定的时代使命
感、严谨的科学精神、
坚持学术民主和笃行
务实的行为作风。

周琪的报告重点
阐述了在科技变局与
变革中推动科技体系
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报告立足我国实

际，从补齐短板、填补空白、防范风险 3个维度，探
讨了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角度，探究了我国在
全球科技伦理治理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2019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
勇攀高峰，树立科技界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
价值理念，加快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
强大精神动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
人才的良好氛围。

两年来，为持续落实好两办《意见》，中国科
学院学部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基
础上，结合本次院士大会召开，经中国科学院学
部主席团研究审议，决定举办此次道德学风报告
会。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首次在院士大会期间举
办道德学风方面的主题报告会，也是学部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
风建设精神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本场报告会，
能够让以院士群体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进一步
把握和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从建设科技强国
和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切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努力做道德学风的表率，为我国科技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

报告会现场。 王之康摄

现场直击

会议闲暇之余，院士们仍情
绪高涨，对引起共鸣的话题聊得
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