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先进激光合成技术研发团队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先进激光合成技术
研发团队是一支致力于先进激光系统研究和应
用的青年团队，平均年龄仅 32.5岁，专业方向涉
及光学、材料、电子、自动化等多个领域。
“十三五”期间团队重点承担了某国家级

重大专项任务，在自主提出的先进激光合成原
创方案的基础上，突破系列核心关键技术，抓
总研制成功世界首套该类型先进激光系统。
2021 年成功组织实施联调测试试验，首次实
现该先进体制激光的特定形态传输控制，为
“十四五”系列重大系统研制奠定关键技术基
础。同年，该激光系统参加国家级科技成果展。

团队围绕先进系统形成了“概念→原理→器
件→单机→系统技术”的研发创新链，从核心材
料、工艺、器件、部件到系统全部实现自主可控，
为我国先进激光系统研制奠定坚实基础。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海斗一号”
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研制与海试团队

这支来自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人均
年龄不到 35 岁的年轻团队，承担起了我国“十
三五”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技术与装备的攻
关任务。

历经了近十年的沉淀积累和五年的集智攻

关，他们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具备作业能力的
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海斗一号”。

2021年，“海斗一号”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对“挑战者深渊”西部凹陷区的大范围全覆盖巡
航探测，标志着我国全海深无人潜水器正式跨入
万米科考应用的新阶段，该事件入选了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评选的 2021年度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海斗一号”还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16 年到 2021 年，从“海斗”号到“海斗一
号”，从战战兢兢万米探索到实现从容自如万米
应用的提升，我国具备了完全自主可控的全海深
无人潜水器技术与装备能力。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先进光学与结构材料研究集体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先进
光学与结构材料研究集体是一支年轻的研究团队，
35周岁以下的青年人数占比达到 85%。
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和材料禁运，研究团队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大口径碳化硅陶瓷制备技术
研究，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大口径碳化硅反射镜材料研制技术，在

“天问一号”“吉林一号”及多项国家重大工程任
务中实现应用，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大型光电
成像设备研制关键核心基础材料的“卡脖子”
难题。面对高速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对碳化硅 /铝复合材料的巨大市场需求，经过技
术再创新，成功突破碳化硅 /铝复合材料制备关
键技术，材料性能优于 GJB5443-2005及国内外
其他厂商，产业化后有望实现碳化硅 /铝热管理
封装材料的国产替代。团队积极响应国家“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积极推进具有市场化前
景的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太赫兹超导
空间探测技术研究青年团队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太赫兹超导空间探
测技术研究青年团队”成员平均年龄 35 岁，曾
于 2021 年获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团队科
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电子学
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并多次获“十大天文科
技进展”。

团队主要专注国际前沿太赫兹超导探测技
术和空间天文应用研究。他们研制了我国 13.7
米毫米波望远镜上的第一台超导接收机；在国际

上首次实现高能隙氮化铌超导隧道结的天文观
测；积极参与了目前地面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阵列
ALMA的接收机研制；为国际亚毫米波望远镜阵
列 SMA做出重要技术贡献；成功研制了目前世
界上最灵敏的超导热电子混频器；实现了我国首
例千像元太赫兹超导成像阵列芯片，灵敏度达国
际前沿水平。目前该团队正奋力研制中国空间站
巡天望远镜“高灵敏度太赫兹探测模块”，努力实
现我国太赫兹超导探测技术在空间应用方面
“零”的突破。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承建的“国家昆明
高等级生物安全灵长类动物实验中心”，是国
家布局在西南地区的重要的高等级生物安全
实验室之一。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实验室快速响应，
迅速开展新冠病毒应急科研攻关，成为了我国屈
指可数的能够在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灵长类动
物水平、啮齿类动物水平，多层次、多尺度开展新
冠病毒模型建立、疫苗和药物评价、致病机制研
究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科技支撑平台。

团队全过程参与新冠病毒株培养、新冠病毒
感染灵长类动物模型和啮齿类动物模型建立、疫
苗和药物有效性评价等攻关实验活动，为全国
43家单位、63个用户提供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科技支撑服务。评价有效新冠病毒疫苗 13项；发
现一系列化合物具有抗新冠病毒活性；实现 1项
新冠疫苗产品成果转化。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材料表面与界面研究团队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固体润滑国家
重点实验室材料表面与界面研究团队主要面向
软物质界面与材料、减阻降噪 /海洋防污、生物
润滑材料、高性能液体润滑剂和苛刻环境固体润
滑材料 5大研究方向。

代表性成果包括：在疏液减阻、亲液润滑以
及界面吸附组装和摩擦化学反应与润滑抗磨关
系规律方面开展了系统的创新基础研究工作；提
出了湿滑、湿黏与黏滑调控新理念，阐明了润湿
与润滑的关系规律，揭示了界面水化润滑的机理
和疏水界面滑移与减阻机制，以及界面吸附组装
和摩擦物理化学反应与润滑抗磨的关系规律；创
新性基础研究指导关键技术研发，研发了一系列
自润滑界面材料，实现了实际工程应用转化；研
发的航空紧固件防护材料已经成功应用于重要
工程；突破了高铁、风电等“卡脖子”润滑油脂及
自约束航天润滑剂等关键材料的研制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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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达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文达主要从事光合作用机理研究，近年来
通过多学科技术交叉研究揭示了硅藻捕获绿光
并适应复杂光环境变化的机理，主要成果以“破
解硅藻光合膜蛋白超分子结构和功能之谜”为题
入选 2019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2019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和“2019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也入选中科院“率先行动”第一阶
段重大标志性成果和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
就展。

为了科研目标，王文达常常在低温实验室工
作长达 10多个小时，甚至连续 48小时在同步辐
射光源采集数据，历经 6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
独自破解了第一个硅藻光合膜蛋白 Native-SAD
相位解析的世界级难题。

王奇慧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奇慧及团队长期研究重要囊膜病毒入侵机
制并开发治疗手段，取得系列原创成果：先后解析
了新冠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等入侵机
制；通过对动物源新冠病毒样病毒的研究，揭示病
毒进化特点，为新冠病毒的溯源提供线索；建立了
关键技术平台，研发了阻断寨卡病毒、裂谷热病毒
等入侵的高效人源中和抗体；作为核心骨干研发了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冠肺炎抗体药物，获得
美国等 16国紧急使用授权。相关研究得到国内外
同行高度评价，引用总次数超 4000次。作为一名年
轻党员，她带头投身抗击新冠疫情的科研一线，日
夜奋战，在 1周内获得新冠病毒高效人源中和抗
体，参加中国—WHO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入
选全国科技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王 敏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王敏长期从事鸟类起源和早期演化这一国
际前沿研究，并取得了系列原创性成果：综合多
种研究方法系统讨论演化模式，提出了若干新的
科学假说，包括尾综骨和尾羽在鸟类早期演化中
独立演化，原始鸟类的肩带、腰带和手部骨骼的
愈合反映了发育的多效性，解剖学分区演化速率
差异性等。2019年以《自然》封面文章形式发表
揭示恐龙—鸟类演化适应飞行尝试的研究成果。

2021年在《现代生物学》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了
有关鸟类尾羽演化的研究，揭示了性选择和自然
选择的动态相互作用对鸟类早期演化的影响。

王敏曾获得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和第
三届“科学探索奖”，还被选为国际古鸟类学会的
执行委员，是目前亚洲唯一的入选者。

邓德会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邓德会长期致力于能源小分子催化转化方面
的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针对能源小分子转化过程
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原创提出“铠甲催
化”概念，开发出高活性、长寿命、低成本“铠甲催化
剂”，研制出电解水氢氧仪并实现产业应用；2）首次
利用石墨烯限域单铁中心实现甲烷室温直接催化
转化；3）首次利用富含硫空位的二维硫化钼实现低
温、高效、长寿命催化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

邓德会曾获得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第四完成人）、日本化学会“杰出报告奖”
（2018）、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2017）、国际催
化大会青年科学家奖（2016）、中国纳米化学新锐
奖（2016）等荣誉。

田 通
中科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综合处副处长

田通 2013年入职院机关离退休局以来，以
实际行动“让院党组放心、让老同志满意”。2018
年 9月，田通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报名，挂任贵州
水城区院坝村第一书记。两年任期届满后，主动
申请延期，至 2022年 1月返岗。驻村以来，坚持
党建引领，充分发挥中科院科技优势，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并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所驻
村作为水城减贫摘帽考核村，以“零问题”通过验
收，并历史性首次被评为“贵州省文明村”，全村
1200余名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田通积极推
动中科院科学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技术推广。作
为团队成员获“2020年度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
奖”，并先后受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及贵州省、所属
市区相关表彰。

孙 静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静 2019年来到西部工作，致力于水污染

机理与修复技术研究，立志为西部地区水污染防
治作贡献。她以原生高砷和高氟地下水的形成和
迁移规律为核心，采用实验和数值模拟手段，取
得了系列创新成果，完善了地下水砷 /氟地球化
学循环理论，形成一定的学术影响并受到广泛关
注，曾获“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
奖”。她主持和参与中、美、澳等国的多项国家级
科研项目，在行业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0余
篇，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

孙静曾任“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女科学家论
坛”执行主席、“国际青年女科学家论坛”访谈嘉
宾等，积极推动女性投身于环境保护事业。

李宗省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

李宗省主要从事高寒山区生态水文与国家公
园研究工作。他常年在海拔超过 4000米的冰天雪
地进行野外考察和系统研究，构建了祁连山同位素
生态水文观测采样网络，量化了水体多相态加速转
换的规律、过程及其生态水文效应。他和团队科学
确定了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提出了国家公园建设
的关键原则，完成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编制了首份《祁连山生态变化评估报告》《祁连
山生态治理成效评估报告》等，支撑祁连山成为生
态环境科学修复治理的“博物馆”与“教科书”。

李宗省扎根西部，已培养博硕研究生 20余
名。他还组织多次公益活动，向西部贫困学校捐
赠价值 20余万元的学习用品和助学金。

吴正兴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吴正兴长期从事水下仿生机器人系统研发
工作，多年驻扎在一线试验现场，参与湖试累
计 14 个月、海试 19 次，覆盖了整个项目的全
部外场试验，所研发的仿生滑翔机器海豚系
统，攻克了仿生系统优化设计、多模态运动控
制、大范围路径规划及自主导航等一系列技术
难题；指导学生研发的高速高机动仿生机器鱼
系统样机，实现了 7.1 BL/s（倍身长 / 秒）的稳
态游动速度，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仿鱼式自主
竖直跃水运动。

吴正兴 8 次获得 IEEE ROBIO 等国际会
议最佳论文奖，并获中科院北京分院科技成果
转化奖二等奖。部分成果获得 2019 年中国自
动化学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和 2021 年中国自

动化学会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0 年，他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并入选了北京市科技新星。

陈捷凯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

陈捷凯专注于细胞命运决定中的表观遗传调
控研究，在体细胞重编程、干细胞、生物计算、动物
模型等理论基础及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
原创成果，近 5年在权威杂志发表论文 42篇。他作
为“973”青年项目首席科学家，揭示体细胞重编程
中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研究成果入选国家“十三
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作为负责人承担“干细胞与转
化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陈捷凯积极承担科技抗疫攻关任务，解析
危重症病人肺泡驻留黏液的产生机制，带领团队 35
天制备ACE2人源化小鼠供给新冠动物模型。他重
视科技成果转化，授权专利 8项，指导团队参加第
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并获银奖。

周宗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

量子存储是实现远程量子通信的核心器件，
周宗权基于稀土离子研制高性能的固态量子存
储器。他的代表性成果包括：提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原创量子存储方案“无噪声光子回波”；实
现一种新型量子中继架构，即基于吸收型量子存
储的多模式量子中继；把相干光的存储时间提升
至 1小时，大幅刷新此前的世界纪录（1分钟）且
满足了可移动量子存储的基本需求。

周宗权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包括
《自然》封面文章在内的多篇研究论文，研究成果
“稀土离子实现多模式量子中继及 1 小时光存
储”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 2021年度中国十大科
技进展新闻，研究成果“基于稀土离子的固态量
子存储”入选教育部评选的 2021年度中国高等
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桂敬汉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桂敬汉一直致力于具有重要生物活性天然
产物的高效合成研究，他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通
过发展新型化学转化以及仿生、发散式、汇聚式
等合成策略实现了多个复杂甾体和萜类天然产

物的简洁高效合成（共 20 个，17 个为首次合
成），为天然产物复杂氧化态和核心骨架的精准
构建提供了简便的方法，为天然产物的结构—生
物活性关系研究及药用价值发掘奠定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

桂敬汉目前发表 SCI论文 20余篇，包括以
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顶级期刊发表的 13篇论
文。他的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为复杂天然
产物的高效合成提供了新思路，助力医药工业高
质量发展，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晏 宏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晏宏一直致力于亚—太—澳热带—亚热带
地区过去气候变化研究。他带领研究团队利用砗
磲、湖泊 /泥炭沉积、蜗牛等载体，在古天气研究
新方向的开拓、砗磲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热带
水文气候变化动力学等领域取得多项进展，为理
解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热点和难点提供了
资料。他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砗磲高分辨
率地球化学及古气候学研究，并开拓了古天气研
究新方向。

晏宏发表论著 90余篇，研究工作被引用 2100
余次。获“中科院院长特别奖”“陕西省青年科技奖”
“刘东生杰出青年奖”等荣誉。他还担任中科院青促
会副理事长（2019—2021）、中国青年地学论坛理事
长等职务，积极推动国内地球科学青年学术交流。

魏 达
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魏达扎根青藏高原 15年，聚焦高寒碳汇研
究。多年来，他走遍青藏高原 25个野外台站，曾
在海拔 4700米的野外台站连续 8年开展人工监
测。为了认识青藏高原碳汇，他和同伴在可可西
里和羌塘无人区等地超前布局碳汇监测网络。在
承担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期间，他
们还开展了跨冈底斯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
山—祁连山的野外采样。从海拔 3000多米的祁连
山，到海拔 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一路上多是无人
区。他们风餐露宿，啃硬饼子就咸菜，苦中作乐采集
了大量样品，累计获取 3600余条监测数据。这些工
作为认识青藏高原碳汇变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
据，也有效服务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魏达曾
获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青藏高原
研究会授予的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等。

为集中展示中科院当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心系
“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为实现“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贡献青春力量，中科院开展了第一
届“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活动。经基层单位推报和评审委员会评审，并经院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决定授予王文达等 名同志“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授予理化技术研究所先进激光合成技术
研发团队等 个集体“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

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

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本报记者陈欢欢、李晨阳整理，蒋志海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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