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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灿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科技贡献：在光谱上鉴别了表面超氧和过氧等分子离子氧物种以

及在低温下观察到甲烷在催化剂表面形成的活化吸附态；在国际上最早将

紫外拉曼光谱应用于催化研究，筹建了国内第一台用于催化材料研究的紫

外共振拉曼光谱仪；在表面上和

纳米孔中合成手性催化材料；发

展了用于超深度脱硫的乳液催化

技术。发表论文２６０余篇，申请中

国发明专利
'"

余件
(&!

件已授

权
)

。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

年获得“
+,-./,0-12,03%40-0356167890/:

”。李灿现任催化基础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化

学会催化委员会主任、国际催化学会理事会副主席。

潘建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主要科技贡献：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制备了三光子、四光子、五光子纠

缠态，并由此首次完成了三光子和四光子
;<=

定理的实验验证。在连续变

量的
>.33

定理、两粒子
;<=

定理的证明以及多粒子纠缠分类等理论研究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输以及纠缠交换；在

发现线性光学纠缠态纯化理论方案的基础上，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高精度的

李灿院士在指导学生

成果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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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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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综合计划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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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 奖 个 人

李灿

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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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缠态纯化；首次实验实现五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这是迄今为止量子纠缠的世界记

录。首次实验实现了未来长程量子通讯的关键器件──量子中继器；实验实现了 &'

公里自由空间纠缠光

子分发，这是目前国际上自由空间纠缠光子分发的最远距离，也是目前国际上没有窃听漏洞量子密钥分

发的最大距离。

常文瑞

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科技贡献：主持完成了“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
()*+,--.

的晶体结构”

测定，研究结果于
!""/

年作为
0123456

论文并以封面形式发表在 Ｎａｔｕｒｅ杂

志上。主要内容是：（１）在 !$7!?分辨

率测定了重要光合膜蛋白
)*+,--

的

晶体结构，发现了膜蛋白结晶的第三

种类型；（２）建立了包括膜蛋白、色素

分子和脂分子在内的蛋白脂质体的完

整的
)*+,--

结构模型，提供了近３万个(!8 "'9.

独立的精确的原子

坐标；（３）首次基于精确的结构数据对高等植物的光能吸收、传递和

光保护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Ｎａｔｕｒｅ评审专家认为“这些研究成

果代表了一大突破”，是“光合作用研究的一大跨跃”。这是我国科学

家独立自主完成的第一个膜蛋白的晶体结构，填补了我国在膜蛋白

三维结构研究领域的空白。该成果被两院院士评为
!""/

年度中国

科技进展十大新闻之一。

获 奖 集 体

青藏铁路工程冻土路基筑路技术与示范工程建设研究集体

研究集体所在单位：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研究集体主要科技贡献：冻土是青藏铁路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通过现场调查、实体工程试验、室内模

拟试验和数值模拟，在工程措施理论和设计、路基稳定性、气候变化对多年冻土影响等方面，有效地解决了

青藏铁路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在国际上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冷却路基、降低多年冻土温度的设计新思

路；开展冷却路基思

路的工程技术措施

集成研究和示范工

程建设，为铁路建设

提供了科学依据和

设计参数；提出动态

反馈设计理念，逐步 北麓河试验站 热棒路基 通风管路基

123

研究成果以封面形式发表在Ｎａｔｕｒｅ上

常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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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使用的变温扫描隧道显微镜

薛其坤 王恩哥

２００５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获奖简介

!"#

推进成果应用。参编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区工程勘察和设计暂行规定，成为铁路主导设计原则和规范。研究

成果为青藏铁路工程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科技保障，对冻土地区工程建设与环境演化有极强指导意义和广

泛应用价值，产生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研究集体突出贡献者：

程国栋：创造性地提出了

冷却路基设计新思路；提出了

采用基于概率的工程可靠性

方法来评价冻土路基工程稳

定性的思路。

马 巍：提出了实现冷却

路基设计思路的工程措施、设

计参数等；提出了青藏铁路多

年冻土工程应采用动态设计

方法。

吴青柏：构建了青藏铁路

多年冻土区工程稳定性长期

监测系统平台；预测了气候转

暖对青藏铁路沿线多年冻土的变化趋势。

薄膜／纳米结构的控制生长和量子操纵研究集体

研究集体所在单位：物理研究所

研究集体主要科技贡献：在薄膜材料的异质外延生长研究中取

得突破性进展，在硅单晶上制备出原子级平整的金属薄膜，观察到

了量子阱态对电子态密度和电声子耦合强度的调制行为，发现了超

导转变温度、热膨胀系数、功函数等材料基本参量和性质的量子振荡

现象，对４０多年前提出的一个理论预期给出确定性的实验证明，对固体物理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基

础意义。发明了精确控制纳米结构生长的“幻数团簇
'

纳米模板”方法，在硅单晶上制备出了金属纳米团

簇的两维人造晶格。发现了纳米结构失稳的微观机

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原子层间任意和选择位置质

量传输模型，揭示了原子的边角扩散对称破缺决定

着纳米结构的形状，提出了表面活性剂诱导的薄膜

生长中反应限制聚集理论。

研究集体突出贡献者：

薛其坤：提出了控制纳米团簇生长和量子阱态

调制材料物性的中心学术思想，领导组织并指导研

究生完成了主要的实验研究工作。

王恩哥：提出了“原子扩散通道决定退化过程”

程国栋 马巍 吴青柏

研究集体主要完成者：

李述训 李 新 赖远明 刘永智 盛 煜 张建明

牛富俊 俞祈浩 李 宁 吴紫汪 童长江 李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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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４０００Ａ机器

孙凝晖 孟丹 张佩珩

研究集体主要完成者：

徐志伟 马 捷 熊 劲 冯圣中 詹剑锋 安学军

杨晓君 刘淘英 霍志刚 赵晓芳 陈明宇 焦丽梅

苗艳超 王 磊 吴冬冬 刘 涛 涂碧波

的物理模型和“原子边角扩散是控制量子点形状主要因素”的科学观点，领导组织了理论部分研究工作。

研究集体主要完成者：

贾金锋 赵忠贤 马旭村 刘邦贵 张青哲 厉建龙 李绍春 张艳锋 郭 阳

鲍新宇 吴 静 李茂枝 朱文光 张立新 潘明虎 刘 洪 刘 熙 王俊忠

曙光４０００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研究集体

研究集体所在单位：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集体主要科技贡献：曙光
'"""

系列高性能

计算机
()*+,

是由具有
&"

万亿次浮点运算能力面向

网格的曙光
'"""-

、具有百万亿字节海量数据处理能

力面向网络信息安全的曙光
'""".

、具有
/ """

亿次

通用运算能力和 ４万亿次专用处理能力面向生物信

息处理的曙光
'""")

、具有异构特性面向
0-1

实时

成像处理的曙光
'"""2

组成。曙光
'"""

系列研制成功，缩小了我国与国外在
)*+

技术上的差距，为中国

在
)*+

技术和产业超过欧洲位居世界第三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在中国发展
)*+

及其产业化方面探索了

一条可行的技术道路；使中国商品化
)*+

的制造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并正在产生巨大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为促进石油等行业国民经济发展和满足网络安全等国家战略需求做出了突出贡献。

研究集体突出贡献者：

孙凝晖：曙光
'""".

、曙

光
'"""-

的项目负责人和总

设计师，提出系统总体目标、

主要技术路线和设计思想，

全面负责曙光４０００系列。

孟 丹：曙光
'"""2

项目

负责人，并负责曙光
'""".

和曙光
'"""-

项目的软件系

统总体设计，参与曙光
'""".

总体协调，负责曙光
'"""-

工程组织实施。

张佩珩：曙光
'""")

和

曙光
'"""-

项目的硬件系统

负责人，提出硬件总体设计

方案并组织具体实施。

合成油品研究集体

研究集体所在单位：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研究集体主要科技贡献：开发了具有中国自主产权的间接液化
3

煤基合成油
,

成套技术。在技术开发中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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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平台

充分发挥了基础研究积累的优势，形成综合技术开发的

能力，在以费托合成为基础的煤炭间接液化科学和技术

领域形成了系统的成果和成套工艺技术牶牗１牘'(()*+,-.

重质馏分合成工艺；牗２牘'((/0+,-.中间馏分油合成工艺。

建立了一流的研究与开发体系，锻炼了一支团结协作、善

于攻克复杂技术难关、同时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研究集

体
1&""

余位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
2

。项目中的多项技术于

!""3

年通过中科院、山西省组织的技术鉴定，并给予高

度评价。
!""4

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

“
5#6

”课题验收。目前正在与企业合作推进该项目的产业

化实施。共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76

项
1

其中授权专利
67

项
2

，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

项，省部级科技奖
6

项。

研究集体突出贡献者：

李永旺：技术负责人，组织完成了浆态床合成油技术的总体工艺方案，组织建设了合成油工业中试平

台和催化剂示范生产装置，建起了我国第一代由煤到成品油的全流程煤制油工业模拟软件，组织和指挥

完成了合成油
7

次中试试验，完成了
&#

万吨合成油示范厂的工艺软件包工作。

孙予罕：项目负责人，决策确立了由固定床合成油技术路线向先进的浆态床合成油技术路线的重大

开发方向的转变，提出、设计和决策了合成油技术的整体工艺和催化剂研制放大的实施方案，组织起一支

坚强而富有凝聚力的合成油技术攻关团队。

曹立仁：总工程师，组织完成了浆态床合成油技术的工程技术和设计方案，解决了工业浆态床反应器

的设计和工程放大问题，优化了整体浆态床合成油工艺技术问题，具体组织实施了浆态床合成油中试平

台的试验运行，成功地实现了两次
& """

小时以上的连续稳定运行。

研究集体主要完成者：

相宏伟 徐元源

任 杰 白 亮

刘东勋 朱玉雷

郝 栩 史建中

焦海军 董根全

杨 勇 吴宝山

赵璐琦 邓蜀平

李 伟 李 英

胡津仙 李永旺 孙予罕 曹立仁

!"#

２００５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获奖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