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预警是利用地震波传播需要一定

时间的原理，用科技和地震波“赛跑”，为人

们争取应急避险的机会。我从事地震预警

技术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地震局工程力

学研究所前辈科学家的指导帮助下，我带

领团队持续钻研地震预警关键技术。

地震预警信息具有敏感度高、处理高

实时、运行全自动和发布秒触达等特点，必

须做到“稳、准、快”，在基础理论、技术和工

程实现上都存在挑战。比如，地下岩石刚

破裂时就要判断它将破裂多长、什么时候

停止、后续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依靠传统

理论，这些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

得益于国家对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创新

的重视，我们团队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等多个项目的支持。2018 年，国家地震烈

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启动实施，我有幸担任

项目总工程师。我们集智攻关，突破了 60
余项关键技术，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地震预警成套系统。去年 7 月，工程通过

竣工验收，转入全面运行。看到预警信息

落地应用，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满足人民

群众对地震安全的渴求，是地震科研人的

使命。未来，团队将对地震预警系统进行

技术迭代，争取实现从“预警报时”到“精准

控险”的跨越。

   （本报记者喻思南采访整理）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强——

努力提升地震预警水平

量子科技有望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成为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近

年来，我国在量子科技领域进步很快，但仍

面临技术挑战。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以原

子重力仪为例，必须克服外界环境干扰，如

振动、磁场变化等对原子量子态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

研究院是我国量子领域起步较早的科研单

位之一。我所在的中科酷原科技（武汉）有

限公司是该院孵化成立的企业，我们选择

原子量子计算和原子量子精密测量作为主

攻方向，去年发布了国内首台 100 比特的原

子量子计算机——“汉原 1 号”，填补了我国

在该领域的空白。

在第十一届全球绝对重力仪国际比对

活动上，我们研制的高精度紧凑型量子绝

对重力仪表现出色，为我国的绝对重力测

量基准争取了话语权。这台重力仪凝聚了

团队心血，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所有的付

出都化作喜悦的热泪。

量子科技还有许多未知前沿有待探索。

未来，我们将加大研发投入、做好成果转化，

进一步提升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的性能

和实用性，拓展场景，助力我国在全球量子科

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本报记者喻思南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汤彪——

做好量子科技成果转化

我 国 每 年 农 作 物 病 虫 害 发 生 20 亿 亩

次，潜在产量损失 3500 亿斤。我和团队主

要工作是研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为粮食

安全保驾护航。

如何研发绿色防控技术？国际上公认

调控昆虫嗅觉行为是重要途径。然而，昆

虫嗅觉系统非常复杂，它们如何利用嗅觉

受体和嗅觉识别神经，识别成千上万种气

味分子？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搞清楚“嗅觉

受体—神经—昆虫特定行为”的对应关系，

以鉴定的关键嗅觉分子为靶标，筛选获得

绿色、高效的行为调控剂。

抱着“啃下硬骨头”的决心，我与国内同

行合作组建团队，经过数百个日夜的反复试

验和探索，终于迈出关键一步。去年 6 月，我

们在国际上首次解析了昆虫嗅觉受体异源四

聚体的精细结构，揭示了配体分子诱导的气

味受体离子通道门控机制，为高通量筛选新

型害虫行为调控剂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靶标。

创新就要持之以恒地探索，过程中失败

和挫折在所难免，但科学最终会回馈有心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是依

靠科技创新，我们要持续开展原创性研究，推

动新型害虫行为调控剂和 RNA（核糖核酸）

农药产品的创制和推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喻思南采访整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王桂荣——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博士后出站后，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一头扎进无人驾驶的

技术研发中。10 多年来，我始终在做一件

事——让无人驾驶汽车更智能。

我们研究的是在未知环境下，让无人

驾驶车辆自主感知环境并作出安全决策。

具 体 来 说 ，就 是 通 过 给 车 辆 加 载 激 光 雷

达、视觉传感器等设备，让车辆有了发达

的“感官”，具备感知和理解周围环境的能

力 ；再 通 过 机 器 学 习 ，赋 予 它 聪 明 的“ 大

脑”，使汽车具备能自主作出安全驾驶的

决策能力。经过多年深入研究，我们团队

已提出多项创新性科研成果，有效解决了

环境复杂性与随机性等问题，让无人驾驶

汽车更智能。

这些成绩要归功于团队多年来的辛勤

付出和努力。为了研究汽车在夜间的行驶能

力，我们在半夜开展试验；验证汽车在野外的

行驶能力，我们走沙漠、进山区，应对各种复

杂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当前，我国正大力发展无人驾驶技术，给

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接下来，我

们要进一步加强无人驾驶关键技术攻关，破

解相关技术瓶颈，同时更加关注成果转化，让

成果更快走向市场。

   （本报记者吴月辉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智灵——

让无人驾驶汽车更智能

2021 年 9 月 24 日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

日子。这一天凌晨，国际科技期刊《科学》发

表了我们团队科研成果——国际上首次在

实验室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全

合成。这项“从 0 到 1”的研究，被国际学术界

认为可能是影响世界的重要成果。

在从未“开荒”的领域实现原始创新突

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一定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心态。

为了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填补科技空

白，我和团队成员心无旁骛地开展研究。6
年多的时间，我们在实验室经历了许多个

不眠之夜、几百次的失败，留下 33 本实验

记录。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我也曾动摇

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而且把失败的原

因也摸清了，这些成为日后我们突破的关

键因素。

实验室合成只是概念上的验证成功，实现

工业化生产才能让这项技术真正发挥作用。

这些年，我和团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目前离

成功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我们仍需要将“冷板

凳”继续坐下去。虽然向科学进军的道路布满

荆棘，但我们始终静心笃志、甘之如饴。

   （本报记者吴月辉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韬——

深耕人工合成淀粉“无人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聚焦航天技

术发展，矢志创新攻坚，圆满完成了以中国

空间站建造、月面采样返回为代表的一系列

航天重大工程任务，突破了大吨位航天器对

接、月球轨道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等关键技

术，不断推进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

以空间站在轨组装为例，我们首创了平

面转位对接方法，解决了我国百吨级空间站

组合体的建设难题。

当前，我们正着力推进载人月球探测任

务。探索载人月球车已全面进入初样研制

阶段，样机已经完成了模拟月面实验场和野

外实验场的实验，正在进行详细设计和后续

的工程试验。

围绕未来发展，我认为要从三方面着

手 ，一 要 紧 抓 关 键 、集 中 突 破 。 瞄 准 2030
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目标，完成好关键技术

攻 关 ，加 快 研 制 进 程 。 二 要 加 强 基 础 研

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联合国内高

校 院 所 和 企 业 等 社 会 力 量 ，开 展 基 础 类 、

独创式研究，塑造中国特色航天技术发展

路 线 。 三 要 强 化 新 技 术 应 用 。 加 紧 开 展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航天领域的布局，加

强新型材料、空间机器人等最新成果的创

新应用，推进航天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本报记者刘诗瑶采访整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科技委常委张崇峰——

聚焦航天关键技术创新攻坚

科技创新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接力赛。

在这场赛跑中，我们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敢

于突破；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几年前，我们团队在国内率先启动了超

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研发。面对技术封

锁，我们从基本原理、基础工艺出发，开始了

艰难的攻关。记得在研制全国产微通道扩

散焊装备时，团队连续奋战 100 多个日夜，

攻克了数十项技术难题。当全球单芯体长

度最大的换热样机通过性能测试时，我们深

刻体会到：想掌握关键技术，必须依靠自主

创新。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实现了国内首套超

临 界 二 氧 化 碳 兆 瓦 级 装 置 满 功 率 稳 定 发

电。我和团队成员们日夜坚守在控制室，反

复推演运行过程，核算运行工况。有一次调

试，我们连续工作了 36 个小时，终于解决了

近临界点压缩机进口温压协调控制、高效变

负荷等难题。当系统稳定运行那一刻，所有

的疲惫都化作了喜悦。

科技创新需要敢于突破的勇气，更需要

一种专注、忍耐、永不言弃的精神。在建设

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我们将继续以敢为人先

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奋力奔跑，为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谷业凯采访整理）  

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黄彦平——

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敢于突破

我国盐碱地多，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

利用意义重大。2006 年，我回国加入中国

农业大学，就一心扑到盐碱地治理上。我

们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针对盐碱地治

理的关键问题——土壤结构差、板结导致

的洗盐效率低等，研发出能改善盐碱土壤

结构的新型生物基改良剂，使用后土壤孔

隙增大，脱盐速度提高了 5 到 13 倍、用水量

降到原来的 1/3。在此基础上，我们创建了

以“重塑土壤结构”为抓手的盐碱地综合治

理新理念和技术体系，有效解决了盐碱地

治理“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实现了“当年改

良、当年增产、多年持续高产”。

这 10 多年里，我们跑遍了全国的典型

盐碱地区，在多个省份开展技术推广应用，

累计治理重度盐碱荒地 10 万多亩，改良盐

碱化中低产田 190 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 2
亿公斤以上。

搞 农 业 科 技 ，要 把 论 文 写 在 大 地 上 。

尽管田里的工作很辛苦，但看着盐碱地一

点点改善、庄稼长势越来越好、农民脸上的

笑容越来越多，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

值得。今后，团队将继续聚焦盐碱地综合

改造利用，力争开发出更多管用好用的新

技术，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赵永新采访整理）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树文——

把盐碱地变成米粮川

过去 15 年，我一直专注基础研究。一

次实验中观察到的全新物理现象，让我触

碰到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引力子物理在

凝聚态物质中的实现。

当时，很多科学家向这个领域发起挑

战，但始终没有突破。我带领团队花了 3 年

时间终于搭建出世界上第一台能够观测

“引力子激发”的实验设备。过程中，实验

条件非常苛刻：极低温、强磁场，还不能有

外界光线的干扰。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在

“黑屋子”里展开，通常是从早上 8 点开始，

直至凌晨一两点。

去年 3 月，我们的原始创新研究成果

——在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中首次观察到引

力子激发，发表在国际科技期刊《自然》上，

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这只是一个起点。此后，基于前期突

破性发现，我们提出了全新的科学问题：引

力子激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引

领着我们继续探索，通过进一步实验研究

来“知其所以然”。

什么才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理

解，对基础研究来说，第一步是不盲从热点，

敢于直面最前沿问题；第二步是敢于提出新

的问题并自主解决问题，努力拓展认知边

界。科研工作者要敢于走出“舒适区”、挑战

“无人区”，瞄准最前沿、引领新方向。

   （本报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灵杰——

瞄准基础研究最前沿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我

国农业需要加快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当

前，我国以作物秸秆和畜禽粪污为主的农

业废弃物年产生量已近 40 亿吨，对其进行

资源化高效利用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且应

用前景广阔。

近年来，我们团队重点围绕功能微生

物对酸/氨氮的耐受机制进行系统性研究，

开发出微生物种间电子传递定向调控、功

能微生物抗逆、工程菌株构建等系列解抑

增效的技术方法。其中，我们研发的新型

厌氧发酵技术能够在 6000 毫克/升的超高

氨氮浓度条件下稳定运行，并在工程中得

到验证。目前，部分研究成果正在依托陕

西“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加快推动有效

转化。

生物质能源除了技术本身，还与多个领

域、行业关系密切，要按照“分层分级利用、能

源互补优化、产物协同循环”的思路，构建多

技术耦合模式，如厌氧发酵+微藻培养/热电

联产等；与此同时，也要持续强化政策协同和

商业模式创新。我们将与相关各方紧密协

作，同步推进技术开发、成果应用和科学普

及，为推动我国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

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报记者赵永新采访整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姚义清——

让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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