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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自然科学头奖12年8度空缺
谢家麟吴良镛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历届20位获奖者中，75%获奖时年过八旬

本报济南 2月 1 4日讯
(记者 邢振宇 实习生
韩静静) 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我省共有39个科
技项目获奖，比去年多了3

项。其中“蓝黄”战略成为新
亮点，许多获奖项目涉及

“两区”建设。
“我省今年国家技术发

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获奖数量均比去年有所增
加，今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6项，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33项。”省科技厅
成果处副处长王宝立向记者
表示，我省实施“蓝黄”战略
以来，科技创新取得很大成
绩，传统领域呈现新亮点。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和中石
化胜利油田分公司获奖的边
际稠油高效开发技术与应
用，就是传统产业进行的新
技术创新。据粗略统计，在39

项获奖项目中，涉及“蓝黄”
两区的大约占到一半。

今年民生领域创新方
面有新突破，不少获奖项目
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如山东大学和山东龙力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持
完成的玉米芯废渣制备纤
维素乙醇技术与应用，齐鲁
制药等单位主持完成的重
组人白介素-11的研制及产
业化关键技术。

我省获39项

国家科技奖励
多项涉“蓝黄”

谢家麟，我国粒子加速
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之一、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家麟1920年生于黑
龙江哈尔滨，1943年毕业于
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
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
1955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
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
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
所工作。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14日在北京举行，最
高科学技术奖迎来了第十二届获
奖者——— 谢家麟和吴良镛院士，
他们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的第19
位和第20位得主，各获得500万元
奖励。

2000年以来，除了2004年空
缺及2002年和2006年各有一位院
士获奖外，其余年份都有两位院
士获此殊荣。

记者整理这20位获奖者的资
料发现，他们获奖时的平均年龄
是82岁。其中超过80岁的15人，占
总获奖人数的75%。70—80岁之间
的4人，低于70岁的仅1人。

年龄最大的是此次获奖的92
岁的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专家谢家
麟，最小的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的创始人王选，时年64岁。

20人中大多数有海外求学
经历。他们获奖的时间与他们

从事研究所取得成就的时间差
都在 1 0年以上。其中有半数时
间差集中在20—30年，有8位院
士在30年以上。

20人中江苏籍最多，包括刚
刚获奖的吴良镛院士在内的4人。
其次是辽宁，共有3人。

除个人奖项外，含金量最高
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则是从
2000年至今12年来第8次空缺。

中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项目
《中国植物志》完成人之一、中科
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采曾表
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自然科
学领域的研究难度很大，能成为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经历
反复的实验、失败；二是虽然我国
近年投入不断加大，但科学人员
的学术水平还不高。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中国之
声《新闻纵横》等

谢家麟 面对“通牒”傲然回国

带“草台班子”

轰动世界

从1947年去美国留学，到获
得加州理工学院硕士、斯坦福大
学博士学位，谢家麟只用了4年
时间。

1952年，在斯坦福大学工作
的谢家麟接受了一项任务，研制
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用它
产生的高能量电子束流，杀死肿
瘤细胞，治疗癌症。

谢家麟面临着一系列棘手
的问题。他拿着100万美元的经
费，和一个招聘来的退伍兵，领
着一家化妆品公司的两个工程
师和几个技术员，经过两年废寝
忘食的工作，硬是抢在别人的前
面，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
高、技术要求精尖的第一台医用
电子加速器并用于临床，引起轰
动。

一举成名之际，美国移民局

给他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
民和限期离境之间选择，他毫不
犹豫地决定回国。

回国后，谢家麟决定建造中
国自己的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
器。当时许多设备国内没有，国
际上又对我国禁运。经过8年艰
苦探索，1964年，我国第一台可
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终于研制
成功。这大大推动了我国电子直
线加速器的建造和应用，在辐射
消毒灭菌保鲜、肿瘤治疗等方面
得到广泛应用。

年过九旬

仍指导博士

1972年，包括谢家麟在内的
18位科学家提出建造高能加速
器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
批准。

经历多年曲折，谢家麟领导
组织了数十次研讨，最终确定正
负电子对撞机方案。他还领导确

定了对撞机高能物理和同步辐
射“一机两用”的方案，同时填补
两项国内空白。1988年10月，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对撞。

近20年来，他又研制成功
多种尖端技术的“混血儿”自
由电子激光；使用创新的“前
馈控制”方法提高了直线加速
器的性能；在80岁高龄后他还
研制成功一种实用新型电子
直线加速器，既提高了性能又
降低了造价。

2008年，谢先生88岁之际，
出版了自传《没有终点的旅程》。
他将多年的科研经验总结为三
句话：“做研究工作的最大动力
是强烈的兴趣，书本知识加上实
际经验是创新基础，科研的敌人
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

2011年，谢家麟指导的最
后一个博士生毕业。现在，92岁
的他和老伴住在北京海淀黄庄
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生活平
静安宁。 据新华社

吴良镛 提出扩建大明湖

1950年年底，吴良镛冲破
阻挠，毅然从美国绕道回国，从
此再没离开清华。

在导师梁思成的影响下，吴
良镛成长为新中国建筑界及建筑
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创立
了人居环境科学及其理论框架。
在京津冀、长三角、滇西北等地取
得一系列前瞻性、示范性的规划
建设成果；推动了从“大拆大建”
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为达

成“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社
会共识，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前，北京的菊儿胡
同破败不堪，近80人居住的院
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
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

1988年，吴良镛受邀来操
刀“动手术”，最终确立“有机
更新”的原则：不能大拆大建，
要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
其不适宜者。

菊儿胡同改造迅即成为学
术界的热点，得到国内外建筑
学界的充分肯定，使他达到了
规划生涯的巅峰。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通
过吴良镛负责起草的《北京宪
章》，这标志着吴良镛的学说已
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
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
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据新华社

2002年至2003年间，吴先生
受省委省政府邀请来济南考察，
对济南市城市规划工作、城市发
展方向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
见和建议。

吴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中
谈道：“独特的自然山水格局，构
成这历史城市山、城、湖为一体，
别具一格的风貌。本来这济南惟
一的也是世界惟一的特色，却不
幸破坏了，又沦为‘千城一面’。
大明湖现在湖边高楼阻挡，只能

看到残山剩水。我两去济南，看
到旧城建设得如此密集，颇感无
计可施，无从下手。”

鉴于旧城一时难以“改造”，
吴老建议济南往大明湖北发展
新区，黄河边有“华山”和黄河北
的“鹊山”，正好作为大门，这样
南部千佛山、北面华鹊二山及黄
河，中有小清河，东西洛水以及
大明湖等，映带前后左右，对自
然环境的再创造，可以建设成丰
富文化品位的新区。

吴老提出了济南“东拓、西
进、南控、北跨、中疏”十字方针，
形成“一带(东部产业带)一城(主
城区)一区(西部片区)”城市格
局。

如今，按照吴先生当初的设
想，大明湖扩建工程已经于2009
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前顺利完工，
并向市民免费开放；新一轮城市
规划中，吴良镛提出的北湖片区
规划也成了亮点。

本报记者 喻雯 整理

本报济南 2月 1 4日讯
(记者 杨传忠 通讯员
郭顺生 张金财) 在国家
科技奖励大会上，山东电力
集团超高压公司一线工人
高森团队自主研发的“架空
线路清障检测机器人”，荣
获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今
年全国一线工人科技创新
中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

2000年至今，全国仅有
12名一线产业工人(团队)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由中华
全国总工会推荐，作为今年
全国工人创新的唯一杰出
代表，高森登上国家科技最
高领奖台。

今年42岁的高森是山
东电力超高压公司淄博管
理处的线路专工，已在电力
系统工作了23年。虽然学历
不高，但在同事眼里高森总
喜欢“异想天开”。

“我们巡线路中最头疼
的就是异物入侵，断线的风
筝、大棚塑料布一旦挂在高
压线上就将造成短路跳
闸。”高森说。

“我当时想，能否用机器
人替代人力？公司很支持，
2005年成立课题攻关小组。”
高森说，当时在很多人眼里，
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攻
关小组是在“瞎折腾”。

如何克服电力高压击
穿、强电磁场干扰等困难，成
了最大的困难。“我们不断将
机器人更新完善，现在在不
停电的情况下，实现了线路
巡视、清障等功能。”高森说。

截至2011年末，高森团
队研制的清障机器人多次
大显身手，共节约各类生产
费用9560多万元，减少电能
损失1 . 7亿度。

工人获奖“独苗”

来自咱山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
所所长，人居环境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的建筑
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
家。

吴良镛1922年5月生于
江苏省南京市。1944年毕业
于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
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
筑系。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
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1950年回国投身新中国建
设。

变大拆大建为“有机更新”

【吴良镛】

世界上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近
一个世纪的科技人生，谢家麟以2项世界原创、3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为
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科技前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全国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主持参与完成了《济南市城
市空间战略及新区发展研究》和《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研究》两项成果。他提出
扩大大明湖公园的绿化，将“园中湖”变成“城中湖”、首次北湖片区规划，对济
南市的城市规划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谢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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