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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提升国力

催生世界一流科研成果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曾介绍，100 多年来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大概 1950 年以前，只有 1 项是来自于

大科学装置的。到 1970 年以后，就有超过 40% 是来自于大科

学装置，比如天文望远镜，或者科学卫星、加速器等等。到了

1990 年以后，这个比例高达 48%，就是说在科技强国的竞争中，

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突破当中，所占的比例

会越来越高。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五号”，每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都与我国的大科学工程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大

批大科学装置的陆续建成和运行，满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科研

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技研发的进步，并产生了相当一批

在国际上领先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大

科学装置建设上更是持续发力，一份份科研捷报鼓舞人心。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借助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获得了多项重大成果，居于国际领先水平，成

为世界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同时还“一机两用”，成为我

国众多学科的同步辐射大型公共实验平台。

　　外形犹如一个美丽的螺旋贝壳，坐落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

区的上海光源，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大科学工程，同时也是

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第三代中能同步辐射光源之一。作为耗

资 12 亿元、建设历时 52 个月的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能够提

供的高能 X 射线亮度，达到普通 X 光机的上亿倍，为中国生命

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石油化工等几乎所有现代科学领

域对微观世界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工具。　　

　　2015 年 7 月，作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首个综合性大科学装

置，总投资 7.56 亿元的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设施通过

验收。过去，许多科学家耗费数年才解析一个蛋白质分子结构，

如今在中心位于上海光源的蛋白质研究专用线站上，为蛋白质

分子拍一张照只需 0.1 秒，看清一个蛋白质结构，不再以年为

计时单位，最短只需 2 分 30 秒。这里有国内磁场强度领先的装

置，可以为蛋白质复杂三维结构进行核磁“拍照”。先进的集

成化电镜分析系统，则可以对蛋白质进行接近原子分辨率的观

测，相当于看清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几十万分之一。

　　2016 年 9 月 25 日，有着“超级天眼”之称的 500 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FAST）在贵州平塘的喀斯特洼坑中落成启用。

这座造价 6.67 亿元人民币的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仰望

苍穹，谛听来自宇宙最深处的声音。今年 2 月，国家天文台发

布消息，FAST 望远镜已首先发现距离地球分别为 1.6 万光年和

　　南仁东 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

在吉林通化市无线电厂做技术员 10年，改革开放后考

入中国科学院，师从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院士，先后获

硕士和博士学位。1982 年进入北京天文台工作，曾任

北京天文台副台长，2008年起担任国家天文台FAST工

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

　　自 1994年起，抛弃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

毅然回国的南仁东一直负责FAST的选址、预研究、立

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天眼”这是一个涉及领

域极其宽泛的大科学工程，天文学、力学、机械、结构、

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岩土……从纸面设计到建造运行，

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1994年到 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

百个窝凼进行选址，还在大会小会、中国外国，逢人就

推销“天眼”项目。审核“天眼”方案时，不懂岩土工

程的南仁东，用了1个月时间埋头学习，对每一张图纸

都仔细审核、反复计算。即使到了 70岁，他还在往工

地上跑。每个细节，南仁东都要百分百肯定的结果，如

果没有解决，就一直盯着，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

关。2014 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年近七

旬的南仁东坚持自己第一个上，亲自进行“小飞人”载

人试验。

　　2007 年 FAST 正式批准立项，2011 年开工建设，

2016 年 9月 25 日竣工启用。在围绕中国“天眼”建

设的 22年间，南仁东把自己的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

FAST，以超乎常人的精神和毅力，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

种种困难，为铸造大国重器“中国天眼”做出了举世瞩

目的贡献。

　　2017年 9月 15日晚，“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兼

总工程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因病在美

国波士顿逝世，享年72岁。

南仁东：为中国打开“天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