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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其坤院士捧最高奖
14个牵头项目获殊荣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重磅揭晓

6月 24日，南方科技大学校
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薛其坤，站上了 2023 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
台。61岁的他成为该奖项史上
最年轻的获奖者。

薛其坤 2005 年起任清华大
学物理系教授，同年被增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2020 年起任南
方科技大学副书记、校长，2022
年起任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
中心主任。

作为凝聚态物理领域享有
国际声誉的实验物理学家，薛其
坤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础
研究领域取得国际引领性重大
科学突破的杰出科学家之一。
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分子束外延、
扫描隧道显微镜和角分辨光电
子能谱的超高真空互联系统，成
就了在量子材料原子尺度可控
制备和表征方面国际通用的强
大实验技术。在此基础上，他率
领团队取得了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和界面高温超导的两项原创
性科学发现。拓扑绝缘体中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是
凝聚态物理领域的一次里程碑
性突破，异质结界面高温超导的
发现则开启了高温超导的全新
研究方向，均在国际上产生巨大
学术影响。

薛其坤两次受瑞典皇家科
学院邀请在诺贝尔论坛作特邀
报告，作为第一完成人荣获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作为
首位中国籍科学家荣获国际凝

聚态物理最高奖——奥利弗·巴
克利奖（2024）、国际低温物理最
高 奖 —— 菲 列 兹·伦 敦 奖
（2022）。目前，薛其坤及其领导
的研究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和高温超导的相关研究中仍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继续引领着
这两个方向的国际学术进展。

2020 年担任南方科技大学
校长以来，薛其坤通过制定“明
德求是、日新自强”的校训，确立
了南科大立德树人的核心理念，
提出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
的“三三五方略”，带领学校成功
入选“双一流”，并成立首个与国
际著名企业合作的卓越工程师
学院，不断推动南科大迈向世界
一流研究型大学。

66月月2424日日，，全国科技大会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两位院士捧得国两位院士捧得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是分别是8585岁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院士岁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院士、、6161岁的凝聚态物理领域科学岁的凝聚态物理领域科学
家薛其坤院士家薛其坤院士。。其中其中，，薛其坤院士来自深圳薛其坤院士来自深圳，，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

2023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重磅揭晓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重磅揭晓。。羊城晚报记者获悉羊城晚报记者获悉，，广东有广东有5353项牵头或参与合作完成项牵头或参与合作完成
的成果斩获奖项的成果斩获奖项，，其中牵头其中牵头1414项项、、参与参与3939项项。。这这1414个牵头项目分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个牵头项目分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二等奖 44
项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二等奖 11 项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等奖 11 项项、、二等奖二等奖 88 项项））。。其中其中，，““港珠澳大港珠澳大
桥跨海集群工程桥跨海集群工程””荣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荣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广
东

南科大61岁“掌门人”薛其坤：

逐梦量子世界，引领立德树人

最高奖！

中山大学领衔5项成果获奖

记者还了解到，华南农业大
学与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 4 个
项目榜上有名，包括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3项、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1项。

其中，华农兽医学院刘健华
教授参与的项目“可转移多粘菌
素耐药基因 mcr 的发现及其传
播机制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该项目针对畜禽源细
菌多黏菌素耐药率快速上升但
机制不明的现象开展研究，首次
发现并命名了可转移的多黏菌
素耐药基因mcr-1；发现了质粒
介导多黏菌素耐药基因 mcr 的
遗传多样性；揭示了 mcr 在“动
物—环境/食品—人群”全链条
的传播规律，证实了动物使用抗
菌药及其产生的耐药菌可影响
到人类病原菌的耐药水平。一
系列原创性成果为我国兽用抗
菌药物减量化行动计划的出台
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关键性科学
依据。

华农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李吉跃教授参与的项目“楸树
和闽楠等乡土珍贵树种育种体
系创新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该项目解析了楸
树和闽楠高质量基因组和种群

遗传结构，分生态区建成核心
种质库13个；揭示了高生长、耐
腐性等育种目标性状分子机
制，建立功能标记辅助种质创
新技术；创建良种选育和繁育
技术体系，育成不同生态区专
适良种 33 个；创新了种苗培育
技术与栽培模式，提出栽培模 7
个、审定良种 33 个、获新品种
11 项、发明专利 13 件、制订标
准 11项。系列成果有力推动林
木遗传育种学科发展。

华农资源环境学院卢瑛教
授参与的项目“中国土系志与
高精度土壤信息网格构建及应
用”同样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该项目首次建立了我国
土族和土系划分标准，鉴别了
覆盖全境的典型土系 4351 个，
出版了 1760 万字的《中国土系
志》，创建了中国土壤光谱库，
参与创建全球土壤光谱库，提
出了地理环境—光谱特征自适
应匹配的土壤光谱预测新方
法，发明了土壤三维空间变异
刻画与环境协变量优选新算
法，首次构建了我国 90m 分辨
率高精度国家土壤信息网格，
极大地推动了土壤资源调查领
域的技术进步。

华农4个参与项目榜上有名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
则国家强。

6 月 24 日，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
院士大会在京召开，2023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党中央
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要向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及全
体获奖人员学习。

翻阅沉甸甸的获奖名单，
我们清晰看到一位位鲜活、闪
亮的榜样人物名字。其中有不
少来自广东。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殊
荣由两位院士捧得，凝聚态物
理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实验物
理学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
其坤院士居其一。61 岁的薛其
坤更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最年
轻的获得者。

会上揭晓的 2023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中，广东牵头的 14
个项目榜上有名。这一串串奖
项上，也都镌刻着一个个科创
者的名字。

细数广东省的获奖项目名
单，不难发现，14 个牵头项目
中，来自广东高校的有 8 项，占
据“半壁江山”。由此可见，广
东的高校力量，依然是广东创
新的主力军。

中山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此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的成果项目多达 5 个。华南理
工大学则以“高效发光玻璃复
合 光 纤 激 光 器 关 键 技 术 及 应
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也是此次广东唯一牵头获得国
家技术奖发明奖的单位。

作为广东高校的代表，中
山 大 学 和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坚 持

“四个面向”，自觉扛起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并
将科学研究方向与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
结合，近年来均取得了一大批
卓越科技成果。

高校，尤其是顶尖研究型
大学，既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
基地，同时也是推动前沿科学
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获奖情况中，我们还可
以发现，广东创新人才培养成
效显著，高层次人才引进成绩
斐然。

这 得 益 于 人 才 强 省 建 设
“五大工程”（战略人才锻造工
程、人才培养强基工程、人才引
进提质工程、人才体制改革工
程以及人才生态优化工程）的
扎 实 推 进 。 广 东 厚 植 人 才 沃
土，积极推动引才机制，做好人
才服务工作，让高端人才引得
来、留得住。

另外，广东在研发经费、人
员投入方面，也非常舍得下“重
本”——

数据显示，2023 年全省研
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达 3.39%，全省研发人员突破
135 万人，连续七年全国第一，
相比 2013 年研发人员数量翻了
一倍……位居全国首位的主要
科技指标，有力支撑广东区域
创新综合能力连续七年排名全
国第一。

从获奖名单来看，我们还
注意到，广东很多科研成果服
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立足于解
决 广 东 发 展 的 实 际 问 题 。 例
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山大
学肿瘤防治中心曾木圣团队、
马骏院士团队致力于鼻咽癌这
一“广东癌”防治，在诊断与治
疗方面实现多项重大突破。

又 如 ，针 对 芯 片 等“ 卡 脖
子”技术，广东工业大学牵头的

“面向高性能芯片的高密度互
连封装制造关键技术及装备”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值
得注意的是，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作为参
与合作单位共取得 8 项奖励，可
谓收获颇丰。

再如，广东省提名的“港珠
澳大桥跨海集群工程”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港珠
澳大桥最大的作用就是促进硬
联通，在此基础上，粤港澳大湾
区 的 产 业 布 局 得 到 进 一 步 优
化 。 一 桥 飞 架 三 地 ，数 年 间 ，

“一小时工作圈”逐步形成，粤
港澳理念对接、规则对接和标
准对接的步伐越来越快，大湾
区的融合发展有目共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
来 、讨不来的”；“抓创新不问

‘出身’，能给国家作出贡献的，
就是最重要的”。

科学事业，薪火相传，才能
拾级而上、登高望远。

广东历来重视人才，无比
珍 视 第 一 资 源 。 今 年 2 月 18
日，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设人
才专题分组讨论会，提到要紧
抓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
地建设重大机遇，始终视人才
为珍宝，坚持全球视野、需求导
向，进一步高标准精准引进人
才；坚持固本强基、提质培优，
进一步高质量自主培养人才；
坚持授权赋能、提升服务，进一
步优化人才发展生态。第一经
济大省诚挚邀请海内外人才走
进广东、选择广东、创业广东、
扎根广东，在推动产业科技创
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热潮中，挥洒奋斗激情、迸发创
新活力、书写精彩华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让我们响应号召，
向各位获奖者学习，争做重大
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
强国的奉献者，在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火热实践中汇
聚磅礴力量。

羊城晚报记者 黎秋玲 李钢

获奖代表访谈

中肿两获奖项目
剑指“广东癌”防治

获奖名单中，由中山大学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5项科研
成果赫然其上，包括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 2 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3项。

由中大数学学院胡建勋等
完成的“数值几何不变量在双
有理变换下的变化”项目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
组聚焦辛拓扑与数学物理研究
热点，建立了辛流形的双有理
等价的二分法分类理论，成果
发表在国际顶尖数学杂志 In-
vent.Math. 上，受到国内外学
者重视，为推动人们对由模空
间定义的数值几何不变量的认
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仇荣亮等完成的“重金属污染
土壤绿色修复与安全利用技术
及工程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组
聚焦重金属污染农田和工矿场
地的土壤绿色修复及安全利用

这一世界性难题，历经20余年
联合攻关，研发了“植物阻隔—
植物提取—植物稳定”“地貌重
塑—土壤重构—生态重建”等
技术，创建了完整覆盖污染农
田和工矿场地的可复制、可推
广的安全利用模式，成果在国
内 23 个省（区、市）应用推广，
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为
全球土壤污染修复及环境管理
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大孙逸仙纪念医院林
天歆等完成的“膀胱癌精准
微创智能诊疗技术创新与推
广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组

首创膀胱癌人工智能数字化
诊断新技术，研发了国产手
术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系统，
打 破 了 技 术 壁 垒 和 外 国 垄
断，目前已在全国 600 多家医
院应用，全方位提升了我国
膀胱癌诊疗水平以及患者生
存率和生活质量。

另外，中大肿瘤防治中心
曾木圣等完成的“EB病毒致癌
分子机制与靶向干预”项目捧
回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
大肿瘤防治中心马骏等完成的

“鼻咽癌精准防治策略的创立
及推广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获此殊荣，非常高兴，很激
动！”曾木圣 24 日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时透露，若顺利的话，
三四年后鼻咽癌相关疫苗将进
入临床研究。

已在鼻咽癌防治领域深耕
30 多年的曾木圣，是中山大学肿
瘤防治中心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肿瘤病毒感染、致
癌机制与免疫调控、肿瘤疫苗研
发以及肿瘤分子成像和靶向治
疗研究。他告诉记者，此次的获
奖项目，希望能为鼻咽癌预防性

疫苗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目前的研究阶段，在动物

模型上做了一些重要工作。动
物实验显示，鼻咽癌预防疫苗产
生的综合性抗体，对病毒感染的
预防作用，效果还可以。”曾木圣
说。

他感慨道：“鼻咽癌预防性
疫苗研究是长期的、艰辛的工
作。一旦成功，将是为数不多能
预防癌症的又一个疫苗。”据他
介绍，项目围绕我国华南EB病毒
相关鼻咽癌高发但缺乏高效筛

查手段和上市疫苗的难点展开
攻关，突破基础科学瓶颈。成果
破解 EB 病毒上皮感染受体 50 年
未解之谜，奠定EB病毒疫苗设计
分子基础；研制EB病毒候选创新
疫苗，有望实现EB病毒相关疾病
的防治。

据介绍，鼻咽癌又被称为
“广东癌”，每年全球约有新发患
者 13 万人，接近 50%的发病人数
在中国，其中又有近半患者在广
东。因此，鼻咽癌疫苗研发意义
重大。

羊城晚报记者注意到，广东
牵头的 14 个获奖项目中，有两
项科研成果“剑”指鼻咽癌这个

“广东癌”，均由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简称“中肿”）牵头，分别

是曾木圣团队的“EB病毒致癌分
子机制与靶向干预”项目，获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以及马骏
院士领衔的“鼻咽癌精准防治策
略的创立及推广应用”项目，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这两项成果有何亮点？于广

东乃至全球鼻咽癌患者而言，将有
哪些获益？羊城晚报记者分别专
访了项目负责人曾木圣和马骏。

“这次国家科技进步奖对我
和团队来说，是极大的激励与鼓
舞。”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
肿瘤防治中心常务副院长马骏
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针对
鼻咽癌的诊断与治疗，项目实现
多项重大突破，帮助患者解决了
不少实际问题，比如早发现肿
瘤、提高疗效和降低毒副反应
等。

“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用
性强。”马骏表示，获奖项目针对
鼻咽癌患者的临床问题给出答
案，并且得到了国内、国际社会
的认可。

他介绍，项目建立了鼻咽癌
筛查新方案，被纳入国家卫生健

康委癌症早诊早治规范；明确了
化疗联合放疗的合适时机及方
案，创立了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
增效新模式，五年生存率从 78%
提高到 88%；制定了缩小放射治
疗范围和豁免同期化疗的减毒
治疗新策略，治疗后遗症发生率
从 46%降低至 17%。众多研究成
果被国际指南采纳，成为国际标
准，在全球推广应用；提高了中
国鼻咽癌诊疗的同质化水平，也
提高了中国鼻咽癌诊疗的国际
声望。

其中，鼻咽癌增效减毒研究
成果，有利于提高患者疗效，并
且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在北京
协和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等国

内 134 家和哈佛大学麻省总医
院、法国 Gustave-Roussy 癌症中
心等国外（北美、欧洲、东南亚
等）19 家知名医院推广应用，受
益患者达4.5万人/年。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培养
了许多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接力
勇攀高峰。”马骏还谈道，经过项
目的锤炼，将来这些优秀的人才
可以更好地为鼻咽癌的临床和
基础科研作贡献。“凡是过往，皆
成序章。我也觉得身上的责任
更重了。”马骏说，通过这个项目
的评价申报，团队也厘清了工作
目标，在鼻咽癌领域依旧有很多
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接下
来的工作重点。

国家大奖闪耀广东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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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其坤 南科大供图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数值几何不变量在双有理变换下的变化”
（中山大学胡建勋等完成）
二等奖 “EB病毒致癌分子机制与靶向干预”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木圣等完成）
二等奖“陆表固碳生物与非生物过程及环境响应机制”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闫俊华等完成）
二等奖 “炎-癌转化和癌前病变的分子基础和干预策略”
（南方医科大学黎孟枫等完成）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高效发光玻璃复合光纤激光器关键技术及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杨中民等完成）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港珠澳大桥跨海集群工程”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等完成）
二等奖 “新一代电动汽车关键部件及整车平台自主研发与大

规模产业化”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完成）
二等奖 “基于分子链软硬段精准调控的可降解共聚酯制备关

键技术及农膜应用”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完成）
二等奖 “面向高性能芯片的高密度互连封装制造关键技术及

装备”
（广东工业大学、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完成）
二等奖 “重金属污染土壤绿色修复与安全利用技术及工程应用”
（中山大学仇荣亮等完成）
二等奖 “超大规模多领域融合联邦靶场（鹏城网络靶场）关键

技术及系统”
（鹏城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等完成）
二等奖 “环境污染健康风险监测、管控与应急关键技术及应用”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完成）
二等奖 “鼻咽癌精准防治策略的创立及推广应用”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马骏等完成）
二等奖 “膀胱癌精准微创智能诊疗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林天歆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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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木圣 鼻咽癌疫苗有望三四年后进入临床研究

马骏 为鼻咽癌患者诸多临床问题给出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