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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如 何 发 现 和 支 持 卓

越创新青年人才？在今年

的 青 年 科 学 家 502 论 坛

上，3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了这

个话题。

今年是科学探索奖设

立 5 周年。9 月 23 日至 24
日，第五届科学探索奖颁

奖典礼以及第三届青年科

学 家 502 论 坛 在 深 圳 举

办。论坛以“聚焦原创，

突破边界”为主题，超过

50 位两院院士， 20 位大

学校长、副校长， 50 多

位“新基石”研究员，近

200 位科学探索奖获奖人

出席了论坛。

“502”，意味着 50 位

青年科学家，在未来的

50 年，可能对科学技术

突破产生重大影响。 50
人 、 50 年 的 交 叉 “ 相

乘”，成为青年科学家 502

论坛的名称寓意。科学探

索奖由杨振宁、饶毅、施

一公、潘建伟、谢晓亮等

14 位知名科学家与腾讯

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共同

发起，每年评选出不超过

50位青年科学家。

“‘青年科学家 502 论

坛’有助于鼓励青年科学

家瞄准原创性基础研究，

不断突破认知局限，激发

出 更 大 的 原 始 创 新 动

能。”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在致辞中说，“未来，南

科大将进一步创新人才评

价机制，为青年科学家松

绑解忧，鼓励青年科学家

积极投身到基础研究中

来，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突破。”

如何才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基

于这一主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

誉主席韩启德，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提出了一个问

题：怎么让年轻人聚集在量子科学领域越做

越好，队伍如何越来越大？

潘建伟的回答是，兴趣的驱动很重要。

“我们组建队伍时，强调兴趣驱动，非

常尊重他们的兴趣，老师要帮他们找到适合

做的事。”潘建伟说，“此外我建议，青年需

要注意完备知识结构，了解其他方向。”

“照顾他们的兴趣，给他们创造条件，

帮助他们在更多的领域发展。”韩启德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主任窦贤康则提到，基金委明年将有很

多改革，会加大力度“支持年龄不超过 55
岁的科学家”，也会让国内的中青年科学

家，更多参与到重大项目的决策中来。

“在评审基础上也要大力调整，改变原

创性项目的评审机制。”他说，“基金委需要

找到更加有效的、能够支持探索型项目的组

织方式”。

作为科学探索奖发起人，潘建伟说起了

该奖的评选机制。他还记得有一次评审的时

候，两位同一领域的科学家都非常优秀，难

以抉择，只看文章的引用数目，其中一位更

好一点。但是评委们仍然不敢肯定，找了五

位小同行科学家进行评审。

最终的评审结果是，另一位研究者的工

作“更加深刻、更加困难”。

“在为青年科学家提供支持的过程中，

我们要做的工作必须更加精细化，让最后的

决策更加准确。”潘建伟说。

用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探索奖发起人

邬贺铨的话说，科学探索奖对这些青年科学

家的支持，“成为一个社会力量评奖的重要

范例”。

248位青年科学家来自 26个城市，90所
科研机构，平均年龄 41岁。截至今年 6月，

他们中共有 7位的研究成果入选年度“中国

十大科学进展”，两位当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多人在国际核心科学期刊上发布重大

成果。

2021 年 10 月，多位青年科学家的成果

入选“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作为中国

在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和民生科技等领域

取得的重大成果集中亮相。其中包括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的“九章”量子计算

机原型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的东亚人演化奥秘，中

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

究员周欣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仪，北

京大学教授郭雪峰的新一代单分子芯片，复

旦大学教授鲁伯埙的亨廷顿病治疗药物研

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的

衰老机制解密。

正如韩启德在 502论坛上的发言中总结

的那样，发现人才，激励人才，培育人才，

这三方面做得好了，才能为科学技术的发

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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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 渺

“利用中子散射技术，可以研究化妆品怎么透过

人的皮肤，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进而改善肤质。”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和生的一席话吸引了不少女性的注意。

前不久，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之际，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服务中心与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高能物理所联合举办“见微

知著 中国高能物理深根繁枝 50 载”系列活动第二

期院士专家圆桌论坛，与会的院士、专家将高能物理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联系在一起，努力传递

一个信息：高能物理并不“高冷”。

“高能物理，有时候也称作粒子物理，研究的是

物质最深层次的结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高能物理领域

有个基本方法是利用加速器来研究物质深层次结

构，目前全球大约有 3.5万台加速器，其中一半在医

院，比如用于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医疗检查、癌症治

疗，还有大量的加速器用于消毒、改性、育种、安全检

查、加速器驱动的核嬗变以及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同

时，也有大量的大科学装置，比如同步辐射装置，比

如北京怀柔正在建设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通过

这些新的手段，将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能力有一

个巨大提升。据他介绍，加速器有很多应用，比如辐

照加速器，可以用于食品保鲜，医疗器械消毒、电缆

加工、材料改性，等等。

“如果将辐照加工过的食品，像有机食品一样贴

上标签，就会发现超市里很多食品都是辐照加工过

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魏龙在介绍辐照应用时说。

据他介绍，辐照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工业化应用，也

称为辐射加工，主要是利用高能伽马射线或工业的、小

型的加速器产生高能电子束，这些电子束和物质互相

作用时会产生电离效应，通过电离的物理、化学和生物

效应，就能起到灭活、杀菌、材料改性等效果。

“比如我们长途运输水果，它可能在路途中就会

坏掉，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辐照方式让它延缓成

熟，达到保鲜目的。”魏龙说。

辐照的第二个广泛用途是灭菌。魏龙表示，在处

理一次性注射医疗用品时，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即通过

环氧乙烷进行熏蒸的化学方式处理，需要耗费一周的

时间；但如果通过辐照方式，一天就可以解决。

辐照在生活中的第三个广泛用途是冷链病毒消

杀。魏龙举例说，在一些冷藏食品运输中需要消杀病

毒，按照传统的紫外线杀菌方式，只能处理冷藏食品的

表面，但辐照射线，可以直接作用到被加工的物体内

部，从里到外消杀病毒。

“比如大家吃的方便面调料、鸭脖都是经过辐照消

毒的。”陈和生补充。他表示，高级电缆经过辐照加速器

作用后，化学分子结构发生变化，具有阻燃性，这些都

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

除了食品保鲜、灭菌消杀，高能物理还可以应用到

生命健康领域。陈和生表示，生命科学领域是同步辐射

装置和散裂中子源最主要的用户领域之一。

陈和生说，过去 30年中，大概有一半与化学、生理

或医学有关的诺贝尔奖都颁给了发现新的蛋白质结构

的学者，而发现蛋白质结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同步辐

射。同步辐射是研究人员了解生命过程、找到研究靶向

的重要一环。

他举了一个例子：10多年前，陈竺院士注意到，中

国传统医学中说剧毒砒霜可以治疗某种类型的白血

病。他和课题组就这一问题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上进

行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砒霜进到白血病的细胞中

后，能够改变细胞结构，通过研究，陈竺院士找到了砒

霜治疗这种白血病细胞的机理。这一发现得到了国际

同行的高度评价。

“这对于人民的生命健康非常重要。”陈和生表示，

现在有大批的制药公司，会将生产的药品送到同步辐射

装置上检测分子结构，并根据检测结果改进制药过程。

陈和生指出，中子散射在生命科学的应用也发挥

重要作用。比如，有的公司利用中子散射技术研究化妆

品怎么透过人的皮肤进入细胞，进而改善肤质。

陈和生还表示，中子散射技术对细胞的损害很小，

所以用该技术使研究药物在细胞里的实际输运和作用

过程成为可能。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王贻芳在论坛结束时表

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研究人员的本职工作依然

是高能物理基础研究，没有高能物理，这些应用都将变

成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既然高能物理有这么多应用，我们更应该支持高

能物理基础研究本身。”王贻芳说。

高能物理不“高冷”：食品保鲜、灭菌消杀、癌症治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 帅

从“全球海拔最高”的四川稻城亚丁民用机

场驱车一路向南，绕过重峦叠嶂，穿过稻城县城，

便能在一片开阔的草场上，看到由 313 个“大锅

盖”围成的巨大圆圈。

若从电子地图上看，它像一串银白色的项链，

静静地挂在山峦之间，它又仿佛与山川融为一体，

颇有神秘气息。当来访者亲临现场，则会被这宏大

的景象震撼——在方圆 1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13
部直径 6米的抛物面天线，一同朝向圆环中心的百

米定标塔。

这便是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以下简称
“圆环阵”）。它坐落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亚丁空间天气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子午

工程二期） 标志性设备之一，是科学家观测太阳活

动的又一大国重器。

9月 27日，圆环阵顺利通过工艺测试，它将持

续对太阳活动进行科学观测，在空间天气、射电天

文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这里的“观日者”

们，将会不间断地监测太阳活动的信号，进而帮助

我们“读懂”太阳。

313朵“向日葵”

圆环阵有一个生动的别称——“千眼天珠”。

分布在圆环上的 313 部抛物面天线，仿佛 313 朵

“向日葵”，它们一边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一边捕

捉着太阳的信号。如果太阳发出了什么“特别信

号”，它们就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将相关信息

上传到监测团队手里。

这 313 朵“向日葵”，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植入

土地，并跟随建设计划逐步生长。2022年 11月 13
日，圆环阵设备主体工程完工，正式进入联调联试

阶段。今年 7 月，圆环阵的“向日葵”基本成熟

了，它们已经具备连续监测太阳活动的能力，科学

观测水平也得到了验证。

或许，很多人会好奇：观测太阳活动需要这么

“费力气”吗？非要建成“千眼天珠”这样大型的

设施才行吗？如果人们用一个高倍天文望远镜去

观察日月星辰，当然也能“一饱眼福”。但对于

空间科学的高精尖研究来说，光靠过去的小型

设备与微型实验，已无法满足需要了。可以说，

“千眼天珠”是随着天文研究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

“利器”。

监测太阳活动的重要性是不容小觑的。在多数

情况下，太阳的光与热都在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着

基本的能量，但太阳活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

旦太阳活动过于剧烈，如突然产生的太阳风暴，就

会干扰人类的通讯活动。更为剧烈的太阳活动，如

强烈的太阳爆发，可以产生如同 100亿颗百万吨级

核弹爆炸时的能量，对空间的卫星和地面的输电网

络等高技术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还可能危害航天

员和飞机乘客的生命与健康。因此，如果人类能够

及时捕捉太阳活动的信息，就可以做好预警工作，

尽量减少太阳活动的危险性。

圆环阵就在帮助人类解决这一问题。正如中国

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圆环阵项目负责

人阎敬业所说，“每天盯着太阳看，看它什么时候

‘打喷嚏’”。

圆环阵的技术水平，目前处于世界前列。值得

一提的是，圆环阵是我国科研人员自主研制的，采

用了独特的圆环阵列构型和原创的单通道多环绝对

相位定标技术。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我国的

太阳观测与天文研究事业紧密绑在一起。

来之不易的“观日神器”

做好太阳监测的准备工作并不容易，“千眼天

珠”能够诞生于稻城的高原之上，存在多方面的因

素。阎敬业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纬度比较

低的地方，观测太阳的性能更好。而且，观测地点

需要在山区选择一大块相对平整的土地，遮挡外界

的电磁干扰，类似在群山之中的盆地。圆环阵所处

的位置，就符合这些优势条件。

“千眼天珠”建成圆环形状的原因，也经过了

科学上的缜密考虑。阎敬业说：“圆环结构进行空

间采样时损失的信息量较少，而且圆环结构可以实

现噪声更小的目标。”

圆环阵还能用于空间天气预报，可以让预报更

加精准。甚至，在建设圆环阵的时候，设计者还考

虑到，将来可以通过圆环阵带动稻城县的文旅事业

发展。

不论是圆环阵的神秘外形，还是它的奇妙功

能，都能让不少游客产生浓烈兴趣。在一些视频网

站上，就有年轻网友对圆环阵颇为好奇，“这是什

么神秘基地？”“好家伙，又是一大国重器”……

来到现场，或许神秘感会有所减弱，但敬佩之

心，会愈发强烈。对圆环阵了解越多，就会越佩服

它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尤其是在圆环阵建

成之后，要保持高强度的监测活动，也离不开工作

人员的日常维护。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副研究员、圆环

阵项目副主任设计师武林，深度参与了圆环阵的建

设和科研活动，说起它的性能时，也是颇为自豪。

据他介绍，虽然圆环阵地处高原，气候恶劣，但一

般的雨雪天气并不会影响其质量与监测效果。不

过，如果风力过大，可能会影响监测效果。

“我们一直努力在进行技术攻关，让设备的性

能更强。”武林说，对于圆环阵的日常维修是必要

的，抛物面天线有 313 部，如果哪个设备出现故

障，都会得到及时的检修。

目前圆环阵不仅已有高质量监测太阳活动的能

力，也初步验证了脉冲星成像等射电天文观测能

力。而且，圆环阵有效地解决了 626条链路的幅度

和相位一致性问题，实现了实时高分辨率射电高光

谱成像功能，在太阳物理和空间天气研究中，它能

够提供高质量的自主监测数据。

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大量科研人员长期的

坚守、努力与奉献。在氧气匮乏的高原之上，勇敢

的人才能看到更壮丽的山河风光。

圆环阵的勇士们，正在这条寻“美”之路上刚

毅前行。

播下科学的“青稞种子”

在稻城，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据当地藏族

同胞口耳相传，在远古时代，有一位勇敢的王子，

为了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便带领几十个勇士去蛇

王那里讨要青稞种子。然而，这一路上充满了艰难

险阻，翻过九十九座山，蹚过九十九条河，其他人要

么离开了队伍，要么在半途牺牲了，最后只有王子成

功拿到了青稞种子，当地百姓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

如今的稻城也迎来了几十位勇士。他们克服重重

困难，长期坚守在圆环阵的建设基地。在寻找“青稞

种子”的征途中，每个人都是真正的勇士。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工作，首先就得面对高原反应的问题。在采

访中，不少科研人员都表示，高反是普遍存在的，而且

并不会因为在当地工作时间很久，就能完全避开高

反，只能尽力去适应环境。

在来到圆环阵之前，很多科研人员并没有高原生

活体验。由于科研任务繁重，他们也没法像“驴友”

那样，乘坐火车、汽车来到川西高原，再慢慢适应

稻城的环境。他们一般都会乘坐飞机来到稻城机

场，再坐车到圆环阵。其间，头昏脑涨、心跳加速

都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人会因为高反而无法入

睡。在稻城的办公室里，大家也必须开着供氧设

备，保证室内氧气充足，否则很容易在大声说话时感

到强烈不适。

不少年轻人面对困难时，并没有退缩之意。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六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马群，

目前在圆环阵主要做设备研发工作。据她介绍，在

圆环阵的工作要求非常高，由于当地昼夜温差大，

需要做很多温控工作，尤其是在技术上，需要克服

很多难题。

在圆环阵里实现技术进步，获得实验成功，靠的

不是运气。反复实验，多次失败，都是很常见的事

情。“在实验里，需要不断摸索，不断优化参数。我

们会先在实验室模拟现场，再去现场检测，最终得到

较好的实验结果。”马群说，现场的环境变化，尤其

是风速、热量等因素，在设计和实验阶段，就会考虑

在内。

来到圆环阵的科研人员，有的来自北京，也有的

来自合肥。他们一般要在这里至少待一个月，进而获

得更接近自然环境的实验结果。在此期间，他们面对

的困难，不仅有科学研究上的，也有不少身体和生活

上的。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助理工程师吕旭

宁，是一位参与圆环阵科研项目的年轻女性。她今年

7月研究生毕业，虽然工作不久，但这已经是她第 3
次来稻城的圆环阵了。之前两次来，她都有强烈的高

原反应，这次来稻城，才勉强有些适应。她有时需要

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工作，有时就得来稻城。

“我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数据分析，虽然在北京

也能做实验，但在圆环阵的现场，可以更好地与团队

成员沟通，获得更好的科研成果。”吕旭宁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她目前还处于“边学边做”的状

态，感觉这里的科研氛围很好，自己有时遇到技术上

的难题，请教团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师后，都能解决问

题，这样会很有收获。

已有几十位年轻人陆续来到圆环阵，坚守在科学

实验的“第一线”。对他们来说，在科研事业与生活

习惯产生冲突时，难免要有一些自我的牺牲。比如，

很多人关心的吃饭问题，就无法像在大城市里那么

“随意”。科研团队的午餐，一般就是“吃盒饭”，而

晚餐时间则不固定，有时很晚才吃饭，需要完成当天

任务才能“下山”——到稻城县城里吃晚餐。

不过，并没有人因此而半途而废，能够来到圆环

阵的年轻人，并不只是为了完成一些工作任务，他们

的心中还有更崇高的梦想。

在科研团队里，不论是“老带新”，还是新人之

间的相互交流，都让年轻的科学家们获得了难得的体

验。他们不仅会有科学上的开拓进取，也拥有了独特

的生命体验。圆环阵正在成为我国太阳监测与天文研

究领域的重要利器，放眼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

汇聚在“千眼天珠”之地，为国家的空间科学事业添

砖加瓦。

9 月底的稻城已经微寒，行走于高原群山之中，

更是常有冷风拂面。然而，在圆环阵里，年轻科研人

员的生命热量却在不断播散、升腾。高悬于天的太

阳，也见证着这一刻：青春的芬芳，正在 313朵“向

日葵”之间，翩然飘洒，四处弥漫。

探秘高原“观日者”
“千眼天珠”正式建成

三位院士共话“人才之道”。 主办方供图

远眺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 帅/摄

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远景）。 吴俊伟/摄（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供图） 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近景）。 吴俊伟/摄（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