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1 2021年11月4日（星期四）●責任編輯：凌晨曦

顧誦芬王大中獲中國最高科技獎
獎勵大會北京隆重舉行習近平出席頒發獎章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

會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首先向獲得202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

獎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顧誦芬院士和清華大學王大中院士

頒發獎章、證書，同他們熱情握手表示祝賀，並請他們到主席台就

座。隨後，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兩位最高獎獲得者一道，為

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的代

表頒發證書。

翟志剛太空洗髮很神 網友求同款浴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翟志剛、王亞平、葉
光富已在中國空間站天和核心艙生活工作逾
半個月。2日，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官方發布
了神舟十三號航天員們的「太空明信片」，
展示了三人乘組在空間站清早起床的生活日
常。神奇的太空洗髮帽、搶鏡的太空玩偶，
有趣的太空刮鬍子，航天員們元氣滿滿地迎
來新一天的工作。
10月16日，神舟十三號飛行乘組從酒泉衛

星發射中心啟程，當日飛赴中國空間站，成

為天和核心艙迎來的第二批航天員。航天員
前期工作十分忙碌，他們順利進入天舟三號
貨運飛船「取包裹」，並將貨物轉運至核心
艙「拆快遞」。在神十三航天員進駐空間站
的第十八天，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發布了一則
《開啟元氣滿滿的一天》視頻，記錄他們清
晨早起的日常。

搓搓揉揉迅速完成
視頻通過天和核心艙內雲台攝像機a拍攝。

清晨，最早起床的是指令長翟志剛，只見他

先從衞生間出來，又來到「臥室」。只見他
迅速換上了穿脫方便一體化工作裝，開啟洗
漱時間。翟志剛先對着核心艙內的鏡子刮鬍
鬚，又拿出一個白色的太空浴帽套在頭上，
揉揉又搓搓，迅速完成洗頭的步驟。原來，
這是航天員在太空中專用洗頭髮的浴帽，只
要將浴帽套在頭上，將免洗洗髮液擠出來揉
搓，再擦乾淨，就可以迅速完成洗頭的步
驟。如此方便的太空浴帽，也讓網友們「不
淡定」，大呼「求同款」、「上鏈接」。
在翟志剛即將完成洗漱的同時，只見一側

掛着可愛玩偶的「臥室門」動起來，王亞平
也鑽出頭來。

王亞平馬尾辮像「風婆婆」
王亞平的髮型是網友們最關注的空間站日

常之一，她紮起馬尾辮，微重力狀態下就像
「風婆婆」，紮起丸子頭又讓網友們大呼可
愛。此次，王亞平則選擇紮好馬尾辮，再進
行洗漱。隨後起床的是航天員葉光富，他在
起床後則選擇先為手機充電。三個人的晨起
生活，忙碌又溫馨。

●翟志剛拿出一個太空浴帽，
套在頭上，揉揉又搓搓，再擦
乾淨，就完成洗頭。視頻截圖

●王亞平紮起馬尾辮，微重力
狀態下就像「風婆婆」。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顧誦芬是享有盛
譽的新中國飛機設計大師、飛機空氣動力設計奠
基人。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授予這位九旬老人，
既是對他70年矢志報國的褒獎，也是號召更多人
學習他身上所展現的科學家精神。
1951年，21歲的顧誦芬從上海交通大學航空工

程系畢業後分配到新成立的航空工業局。新中國
第一個飛機設計機構—瀋陽飛機設計室於1956年
成立，顧誦芬作為首批核心成員，開啟了新中國
自行設計飛機的征程。

氣動設計從無到有
氣動力是飛機設計的靈魂。中國開始飛機設計

之初，氣動力設計方法和手段完全空白。顧誦芬
潛心學習研究國外資料，最終提出了亞音速飛機
氣動參數設計準則和氣動力特性工程計算方法，
出色完成了殲教1飛機的氣動布局設計。他所創
立的飛機氣動力設計方法體系至今仍被中國飛機
設計採用，為後續殲擊機設計作出了歷史性的貢
獻。
1964年，中國開始研製殲8飛機，顧誦芬先作

為副總設計師負責殲8飛機氣動設計，後全面主
持該機研製工作。1969年7月5日，殲8飛機成
功實現首飛，也正式宣告終結了中國不能研製高
空高速戰鬥機的歷史。

親乘飛機探「病癥」
1978年，為找到殲8飛機的抖振問題，顧誦芬

（後座）乘殲教-6飛機上天，直接跟在試驗飛機
後面觀察振動情況。
1986年，顧誦芬到北京的航空工業科技委工

作，把工作重點放到了為航空裝備的體系建設、
重點型號未來發展、國防事業的宏觀布局建言獻
策上。
因身患癌症，經過兩次手術後，顧誦芬的身體

非常虛弱，他仍然堅持上班，堅持讀書。他說：
「我這一生，談不上什麼豐功偉績，只能說沒有
虛度光陰，為國家做了些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王大中是國際
著名的核能科學家、教育家，致力於發展具有
固有安全特性的先進核能系統。他所領導清華
大學核能研究團隊以提高核能的安全性為主要
學術理念，走出了中國以固有安全為主要特徵
的先進核能技術從跟跑、並跑到領跑世界的成
功之路。
1956年，為了發展國家原子能事業，清華大學

成立工程物理系，當時正在機械系讀大二的王大
中被選中轉入工程物理系。他由此成為中國第一
批反應堆專業的學生，其科學求索之路與國家的
核能事業緊密交織在一起，一幹就是60年。

明確高溫氣冷堆路線
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電站發生堆芯融化事

故，世界核能事業陷入低谷。王大中意識到，
安全性是核能發展的生命線，他立志要發展固
有安全的核反應堆。他跟蹤國際高溫堆發展前
沿，做出重大選擇：一是模塊式球床高溫氣冷
堆堆型；二是從小規模實驗堆到全尺寸工業示
範電站的發展路線；三是在重要技術上堅持自
主創新的原則。這三個重大選擇對中國乃至世
界高溫氣冷堆技術發展方向起到了重要影響，
明確了中國高溫氣冷堆從當時起未來30年的技
術發展路線。
在高溫氣冷堆領域，改革開放之初，德、

美、日的技術遠遠領先，當時中國基礎薄、投
入少，又缺少人才和經驗。面對巨大的實力差
距，王大中沒有絲毫退意，選擇了自主創新的
先進核能技術研發之路。篤信勇氣成為他推進
一切前進的強力。

知者不惑 篤信篤行
從矢志建堆報國的青年學子，到「實現反應

堆固有安全的帶頭人」，知者不惑，篤信篤
行。王大中說：「我相信只要我們每個人都堅
定信心，勇敢向前，我們的國家就會有無限光
明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
報道）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
大會11月3日在北京舉行。值得一
提的是，香港科研界在本屆科技獎
勵中表現亮眼，共有6項涉港項目獲
獎，其中香港中文大學于君教授主
導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相關
肝癌自然史、發病機制、診斷和防
治研究》，香港科技大學吳宏偉教
授主導的《狀態相關非飽和土本構
關係及應用》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
二等獎。
其中由于君教授主導的項目，全

部由香港中文大學完成，參與者包
括黃煒燊、陳力元、張翔以及港中
大前校長沈祖堯。于君此前曾在該
領域發表多篇相關論文，被認為是
給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誘發的肝癌
治療提供了新的方向。而由港科大
吳宏偉教授主導的項目，參與者包
括香港大學李焯芬教授、中國科學
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戴福初教
授以及趙仲輝教授。
除香港科研團隊主導完成的項目

外，四個香港學者參與的項目亦在
本年度獲獎，展現出兩地科技交流
不斷加深的趨勢。香港大學王焰參
與、由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
究所徐義剛研究員主導的《峨眉山
大火成岩省與地幔柱研究》獲得國
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獲得國家科
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的《高密度高
可靠電子封裝關鍵技術及成套工
藝》項目，由工業和信息化部提

名，華中科技大學、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共同完成。
此外，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的

《糖尿病免疫診斷與治療關鍵技術創新及應
用》項目，由湖南省提名，由中南大學湘雅
二醫院、香港大學等共同參與。獲得國家科
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的《中醫藥循證研究
「四證」方法學體系創建及應用》項目，由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名，由北京中醫藥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等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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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網報道，2020年
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11月3日在北京
舉行，鍾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創新團隊榮獲
國家科技進步獎創新團隊。
團隊由鍾南山院士、何建行教授、冉丕

鑫教授領銜，現有成員50人，其中96%為
副高以上職稱，88%具有博士學歷。

建立40載 撐起疾病防控一片天
從1979年建立以來，42年間，團隊注

重臨床與基礎研究緊密結合。
在研究成果方面，團隊在國際上領先提

出「隱匿性哮喘」「肺癌全鏈條式精準個
體化治療方案」「無管(Tubeless)手術」
「慢阻肺早期干預與綜合防控」等新理
念，構建了國際領先的突發呼吸道傳染病
防控模式、肺癌術後風險物預測模型及慢
阻肺早期干預與綜合防控的社區模式。
醫療科研要能落地、以臨床需求為導

向，這是團隊開展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與落

腳點。2003年，鍾南山院士一句「將最危
重的病人送到我這裏來」為當時非典疫情
迷霧籠罩下的中國注射了一劑強心針。團
隊明確了非典病毒的致病機制，實現全球
最高的救治率(83%)；2020年初，84歲的
鍾院士星夜馳援武漢，最早確定並提出新
冠肺炎能夠人傳人，擠在餐車趕往武漢的
照片感動全國。
近二十年來，在重大傳染性疾病防治的

核心工作中，都能看到團隊成員的身影。
推動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機制的建設與
發展，促成國家多項政策法規制訂，鍾南
山呼吸疾病防控創新團隊撐起了呼吸系統
疾病，尤其是中國重大傳染性疾病防控的
一片天。
「優秀的臨床醫師、科研工作者和管理

者」，歸根到底是「能看病的醫生」。在
團隊看來，臨床治療、預防、學術研究具
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醫學科學家」是他
們的真實寫照。

鍾南山團隊獲國家科技進步獎

殲8之父顧誦芬
70年航空報國路

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工程院院士
殲8、殲8Ⅱ飛機總設計師、中國著名飛機設計大
師、中國飛機空氣動力設計奠基人
出生年月：1930年2月
主要成就：主持建立了中國飛機設計體系，主持
研製的型號開創了中國自行設計研製殲擊機的歷
史，牽引並推動中國航空工業體系建設，並培養
了一批院士、專家等領軍人才。

核能專家王大中
自主創新領跑世界

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原校長
國際著名的核能科學家、教育家
出生年月：1935年2月
主要成就：主持研究、設計、建造、運行成功
世界上第一座5兆瓦殼式一體化低溫核供熱
堆；主持研發建成了世界第一座具有固有安全
特徵的10兆瓦模塊式球床高溫氣冷實驗堆。領
導研究團隊走出了中國以固有安全為主要特徵
的先進核能技術從跟跑、並跑到領跑世界的成
功之路。 ●香港中文大學于君教授主導的項目獲得國

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資料圖片

●●20002000年年1212月月11日日，，王大中王大中（（中中））在清華在清華
大學大學1010兆瓦高溫氣冷堆臨界現場兆瓦高溫氣冷堆臨界現場。。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國務院3日上午在北京隆重
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習近

平、李克強、王滬寧、韓正等黨和國家領
導人出席大會並為獲獎代表頒獎。李克強
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在大會上講話。韓正
主持大會。

李克強：讓創新者有機會一展身手
李克強在講話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

全體獲獎人員表示熱烈祝賀，向全國廣大科
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參與和支持中國
科技事業的外國專家表示衷心感謝。
李克強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科技

事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廣大科技工作者
拚搏奉獻、勇攀高峰，書寫了輝煌篇章，
尤其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守護人民群眾
生命健康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李克強指出，要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

求，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進重大科
技項目，推廣「揭榜掛帥」等機制，讓願
創新、敢創新、能創新者都有機會一展身
手。持之以恒加強基礎研究，尊重科學規
律，推動自由探索和問題導向有機結合，
保持「十年磨一劍」的定力和耐心，強化
長期穩定支持，引導企業和社會資本加大
投入，深化基礎教育改革，加強高校基礎
學科建設。營造激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
好科研生態，支持科研人員腳踏實地、久

久為功，創造更多「從0到1」的原創成
果。

韓正：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在主持大會時說，科技立則民族立，科
技強則國家強。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以獲
獎者為榜樣，繼續發揚科學報國的光榮傳
統，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堅持「四個面
向」，主動肩負起歷史重任，加快實現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

鶴在會上宣讀了《國務院關於2020年度國
家科學技術獎勵的決定》。王大中代表全
體獲獎人員發言。
獎勵大會開始前，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

導人會見了國家科學技術獎獲獎代表，並
同大家合影留念。
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共評選出264

個項目、10名科技專家和1個國際組織。
其中，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人；國家自
然科學獎46項，其中一等獎2項、二等獎
44項；國家技術發明獎61項，其中一等
獎3項、二等獎58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
獎157項，其中特等獎2項、一等獎18
項、二等獎137項；授予8名外籍專家和1
個國際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
合作獎。

●●19781978年年，，顧誦芬顧誦芬（（後座後座））乘殲教乘殲教--66機上天機上天，，
直接跟在試驗飛機後面觀察振動情況直接跟在試驗飛機後面觀察振動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0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3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