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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首以待，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得主揭晓，“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
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9日获得
殊荣。
这个自然科学领域最受瞩目的奖17

年来曾9度空缺，可谓“慎之又慎，宁缺毋
滥”。简单来说，获得项目必须是重大科学
发现，得到同行认可。
得奖的大亚湾实验到底是什么？在攀
登科学高峰的途中，中国又抵达了哪个位
置？

“活捉”神秘中微子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从时间开始的
那一刻起，中微子就无处不在，构成了世
界的本源，但人类认识它却仅有80余年，
还留有许多未解之谜。
在科学家眼中，中微子的神秘面纱每
掀开一层，都能让人们向宇宙终极法则更
接近一步。相关研究在最近28年间已4次
斩获诺贝尔奖。
可是，中微子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
作用，在它的眼里，地球几乎是透明的。因
此，虽然每秒钟有亿万个中微子穿过我们
的身体，但我们很难发现它的踪影。
中微子有多难捕获？美国科学家雷蒙
德·戴维斯因为观测中微子的开创性工作
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诺奖委员
会这么形容他的工作：“相当于在整个撒
哈拉沙漠中寻找某一粒特定的沙子。”
更让科学家“郁闷”的是，中微子还会
玩“失踪”。如果把中微子比作苹果：理论
预期太阳释放100个绿色苹果，可地球上
只看到了35个，为什么？科学家后来知道，
因为有65个绿苹果变成了黄色或者红色

的，这就是“中微子振荡”。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一些最基本
的物理规律，一代又一代科学家费尽心血
构建起了一个“标准模型”来阐述这些规
律。可中微子振荡与这个标准模型并不兼
容。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近乎完美的
模型是否要推倒重建？一切取决于科学家
能否掌握中微子振荡的秘密，或者说是
“苹果”变色的概率。
一个名为θ13的参数这时候成了焦

点，大亚湾实验就是要找出θ13的大小。

赢得全球科学家的赛跑

找出θ13的大小，如果打比方说，就
是不仅要“捉住”神秘的中微子，还要让它
开口说话，“交代”宇宙的一个终极秘密。
一场重量级的竞赛在全球展开。除了
大亚湾实验，几乎同时启动的还有法国的
Double Chooz、韩国的RENO反应堆实
验，此外，利用加速器中微子的两个实

验——— 日本的T2K和美国的MINOS也在
高速进行。各国的顶尖高能物理学家纷纷
投身这五个实验，谁先测到θ13，谁就能
赢得这场全球科学家的赛跑。
“关键在实验的精度。”中国科学院院
士、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负责人王贻芳
说，实验环境因此要更深、更暗、更干净，
数据分析则要争分夺秒。
从大亚湾核电站的山底一路向下，穿
过3千米的隧道，位于实验厅里的中微子
探测器正静静“坐”在深蓝色的超纯水中，
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来自核反应堆的中
微子。

2012年3月8日，大亚湾实验拔得头
筹：发现了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并精确
测量到其振荡概率。这一成果入选《科学》
杂志评选的“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并
被美国同行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
物理学成果”。
“韩国科学家的结果只比我们晚了25
天。”王贻芳回忆。
截至目前，大亚湾实验已经收获了累

累硕果，首次报道测量θ13的文章被引用
上千次，成为高能物理研究的经典文献之
一。

要站到世界最前沿

自然科学奖以关注基础研究、强调原
始创新著称，一等奖更是象征着我国基础
研究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如果把大亚湾实验比喻为载人航天，
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载人登月和深空探
索。航天领域有这样步步发展的战略规
划，在中微子领域，我国科学家又有何规
划呢？
王贻芳说，大亚湾实验的成功使我国
的中微子物理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继
续探索中微子未解之谜，将是我国相关研
究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全面领先的机遇。
比如，反物质去了哪里？科学家在研

究宇宙的过程中，始终未能找到答案，有
人甚至称其为宇宙最大谜团之一。在目前
的科学研究中，中微子最有可能解释反物
质消失之谜。继测出θ13之后，如果再测
量出一个名为“CP破坏”的数值，科学家或
许就此能打开一扇封闭了亿万年的大门。
王贻芳说，中国在中微子领域的研究
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几年。如果说大亚湾实
验测到的θ13是起步的话，那么正在建设
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很有希望确定中微子
的质量顺序从而实现跨越。未来建造所有
高能物理学家的梦想——— 高能粒子加速
器并测量CP破坏，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一旦走完这条不寻常的路，中国必将在
中微子研究领域站在世界的最前沿。”
人类数千年仰望星空，窥得行星运动
的奥秘，谁能想到最终成为我们修盖高楼
大厦、制造飞机汽车、发射飞船卫星的根
本？
“今天的科学，将是明天的技术。”王
贻芳说，这是一幅漫长的路线图，是对过
去成功经验的信心，是对现在新的科学目
标的承诺，更是对未来广阔前景的展望。

据新华社

神秘粒子如何“振荡”世界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花落大亚湾实验，该奖17年间曾9度空缺

打开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荣
誉名册，一个个女科学家的身影跃入眼
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屠呦呦
为女性，15个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的第
一完成人为女性，多个获奖团队中的一
半成员为女性……

1+15+50%=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队
伍中的“花木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史上最强大的女性力量。这些活跃在
不同科技领域的女科学家们，美丽着、奋
斗着、创造着。

9日上午，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
究员屠呦呦，站在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的领奖台上。屠呦呦成为第一个捧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女科学家。
记者查阅获奖名单看到，以女科学

家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的项目共15个，既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微电子专家刘明领衔的“氧化物阻变存
储器机理与性能调控”，也有来往于实验
室和大海波涛之间的上海大学教授谢少
荣牵头的“复杂岛礁水域无人自主测量

关键技术及装备”；既有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信研究院原院长曹淑敏牵头的“第四
代移动通信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也有
与动物疫病防控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华中
农业大学教授金梅林领衔的“我国重大
猪病防控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
获奖项目团队中，女性成员占到一

半的，同样不在少数：构建了全球规模最
大4G网络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关键
技术与应用”项目，前10名完成人中女
性占半壁江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
“动物源食品中主要兽药残留物高效检
测关键技术”“基于羟基自由基高级氧化
快速杀灭海洋有害生物的新技术及应
用”“基团功能强化的新型反应性染料创
制与应用”“复杂岛礁水域无人自主测量
关键技术及装备”“钢铁生产与物流调度
关键技术及应用”，这些项目的完成人中
同样有一半为女性。获得自然科学奖的
“乳腺癌发生发展的表观遗传机制”，其
完成人中女性更是超过一半。
刘明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并不

陌生。此前，这位权威的微电子专家曾经
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这次获得的则是国家自然科学
奖。
“科学工作者有自己的乐趣。走上科
学之路，一开始比较容易，只要认真勤奋
就能有所收获，但是接下来会有很长一
段时间的瓶颈期，很多人熬不过去。”刘
明说，“我的经验是要坚持熬过去，熬过
去了后，能真正体会到科学的乐趣。科研
让心灵自由，享受科研，乐在其中。”
对于上海大学谢少荣教授来说，她

的乐趣既在实验室内，也在江海之中。从
2009年开始，她和她的团队一直在无人
艇方面寻求突破。2013年2月，由其研制
的我国首艘带有无人艇的海巡船前往南
海探测；2014年初，由其研制的极地漫
游球形机器人在南极完成首次试验。此
次获奖项目，6个完成人中有3个是女
性。“我是‘70后’，另两位是‘80后’。我
们随无人艇出海，南海、东海、黄海，晕
船、呕吐常常遇到，在4级海况下作业，
浪高达到2 . 5米，摇晃达到20度，晕过、
吐过之后还是‘女汉子’。甘苦不足道，因
为从科研事业中获得的快乐和满足感，
远比付出的多。”谢少荣说。

然而，对这些科技征途上的“花木
兰”来说，“科学家”“母亲”“妻子”等角色
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照顾家庭、生
儿育女等难题，使其在科研领域取得成
功要付出比男性多得多的艰辛。
在其他一些获奖项目中，团队中的

女性同样展现了“半边天”的别样风采。
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地位日益
提高，在科技领域涌现出的卓越女性日
益增多。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女性在科技领

域的潜在贡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高层
科技群体中女性占比依然较低，取得与
男性同样业绩依然要付出更多努力。统
计显示，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
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三
大奖项目中，完成人共1814人，其中女
性269人。
人们期待，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女

性人才成长，更多支持女性人才成长的
政策出台，社会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女性
人才成长，更多的女科学家将会在未来
脱颖而出，更多科技界的“花木兰”将出
现在科学征途中。 据新华社

我国科技界的“她力量”越来越强大
众多女科学家身影进入2016年国家科技奖荣誉名册，多个团队半数为女性

110吨重的中微子探测器正在吊装入10米深的水池中。 据《经济日报》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