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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要闻

本报记者 刘盾

“一个人能走多远？他的学术大厦能建成两
层楼、五十层楼还是数百层的楼？这很大程度取
决于他基础知识所筑就的地基。”作为首个获得
奥利弗·巴克利奖、菲列兹·伦敦奖的中国籍科学
家，薛其坤两次在诺贝尔论坛作特邀报告。

奥利弗·巴克利奖是国际凝聚态物理最高
奖，菲列兹·伦敦奖是国际低温物理最高奖，为何
薛其坤能获得这两项大奖？正是由于薛其坤带
队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
界面高温超导等国际引领性重大科学突破。

6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站上领奖台，获颁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的富强给科学家攀登科学高峰、冲击
世界科学问题，提供了强大支撑和良好条件。”
薛其坤亲身感受到，国家的改革开放等好政策，
为他和一大批科学家创造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凭科研“金刚钻”勇闯“无人区”

如何让一个运动员，同时拥有短跑运动员
的速度、篮球运动员的高度和体操运动员的灵
巧？在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过程中，
薛其坤团队就遇到了类似难题，因为他们要制
备出磁性的、拓扑的、体绝缘的高质量材料。

这种材料将成为勇攀凝聚态物理科研高峰
的“登山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一
系列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开启了拓扑量子物
态这一新研究领域，为发展低能耗电子器件指
明了新方向。然而 20 多年来，人们一直没能在真实材料中，
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面对众多挑战，薛其坤在 2002 年，带队将分子束外延、
扫描隧道显微镜和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等多种互补的精密实验
手段，创新地互联成一个超高真空系统。该系统在量子材料
原子尺度可控制备和表征方面，提供了国际通用的强大实验
技术，现已被国际上近百家研究组采用。

“物理学科发展至今，已很难在理论层面取得重大突
破。”薛其坤认为，在科研竞争中，要想跑赢很多更聪明、更
勤奋的同行，抢先揽下实验层面的“瓷器活”，需要潜心打好
科学研究仪器这把“金刚钻”。

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冯硝曾是薛其坤的博士生，在参与
高温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课题攻关时，她将脉冲激光沉积技术与
分子束外延设备结合，扩展了可探索的材料体系。

凭借超分子束外延—扫描隧道显微镜—角分辨光电子能
谱超高真空联合系统这把“金刚钻”，薛其坤团队可在原子尺度
上精确控制薄膜生长，还能观测薄膜的生长形貌、缺陷和电子
结构等。他们做出了高质量拓扑绝缘体薄膜。从 2009 年起，
薛其坤团队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斯坦福大学
的专家，强强联合，对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进行艰难的实验攻关。

团队 20 多位研究生努力 4 年多，制备出 1000 多个样品。
历经无数次失败、改进、创新，2012年底，薛其坤团队在世界上
首次于实验中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这是当时已知的量子霍尔效应家族成员中，最后一个被实
验发现的，也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发现的。这一研究成果有可能
为未来信息技术革命开辟新赛道。如将量子反常霍尔态和超
导态结合，所获得的量子态，可解决量子计算研究中的关键问
题，有可能使科幻电影中的超高算力计算机成为现实。

努力用一个突破点打开物理世界的“新天地”

薛其坤在年轻时喜欢踢足球。在他看来，踢足球和做物理
学研究一样，都需要有全局思维，找到战略突破点。

“要解决物理学的重大科学问题，就需要了解物理学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在洞察整体形势以及自身研究优势后，才能把
好方向、精准出击。”薛其坤将界面高温超导、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等，作为团队持续多年的主攻方向。
自 1986 年发现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以

来，人们还没发现常压下超导转变温度在液
氮温区附近的新超导体系。按以往的理论和
实验，当超导材料变得很薄时，其超导转变
温度一般会显著降低。寻找高温超导新材
料，探求高温超导机理，是整个物理学界最
关注的问题之一，科学价值极大。

2008 年，薛其坤带队利用异质结界面，
设计高温超导体系。经过持续攻关，2012
年，薛其坤团队在钛酸锶衬底上外延生长的
单层硒化铁薄膜中，发现了界面增强的高温
超导电性。这是 1986 年人类发现铜氧化物以
来，在常压下超导转变温度最高的超导体，
也为解决高温超导机理开辟了全新途径，引
起国内外大量追踪研究。

为何能带队屡获重大科研突破？“作为团
队带头人，要在战略上做好规划，选准基础
研究的方向、重点。”薛其坤将海量阅读、独
立思考、广泛交流，作为科研人员提升判断
能力的诀窍。

“我们一线科研人员基本每天都要看最新
的科学文献等，我就要求学生认真翻阅文献，看
完之后不但要理解作者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结果，还要反复思考，给自己多提几个问题，例
如这篇文献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在薛其坤
看来，看一篇文献可能只需两小时，但可能要花
两三天才能问出一个好问题。这有利于引导学
生独立思考，有效提高科研判断能力。

通过让学生做月度工作报告、课题进展报
告等，薛其坤经常引导学生从分析数据等日常
实验中跳出来，从更高远的角度，去深入思考
所攻关的科学问题。

将培养的人才作为最重要的
科研成果

薛其坤曾把自己比为一条从沂蒙山区驶
出的小船，“父母给了小船生命。小船有毛病
了，导师帮他修修；方向不对了，导师给指导指
导。我的学生赋予了小船更青春的生命⋯⋯”

三位导师对薛其坤影响很大。读研时，中
国导师陆华教授教会他遵循基本规则；留学
时，日本导师樱井利夫教会他精益求精，美国
导师David Aspnes引导他提升科学判断力。

当成为师者，薛其坤非常看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与人沟通
的能力。在教导学生时，他多次强调，“要勤奋、认真、团结”。

“薛老师常说，单打独斗难以完成重大科学问题，需要不
同技术、领域的人合作，这样研究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他就特别擅长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冯硝也努力将薛其坤的教
导，传递给自己的研究生们。

薛其坤培养了 120 多名博士生、博士后，并带着他们一
起追求极致。他带领的团队成员或培养的学生中，已有一人
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30余人次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薛其
坤常把这视作他个人最成功的一点。

而科教融汇帮薛其坤及其学生练就了较强的科研能力。
薛其坤认为，研究型大学也应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并发挥好
自身“五育”并举的强项，培育更多创新人才。

薛其坤领导建设了低维量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
清华大学理科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担任南科大校长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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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将科学研究和课堂
教学融为一体。”薛其坤表示，南科大全力构建科研能力突出
的教师团队，强化科教融汇，力求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培育更多拔尖创新人才。

发掘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项系统工程，高等教育难以
独立完成。“如果很多中小学校还将分数作为培养、评判人才
的唯一标准，应试教育的学科培训、学科竞赛等仍大行其
道，就会扼杀很多好苗子。”薛其坤强调，没有高质轻负的基
础教育，就难以营造好拔尖创新人才纷纷破土而出的生态。

薛其坤通过开讲座、担任荣誉班主任等方式，参与“高
中—高校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并呼吁更多学校开展类似探
索，“中小学校、幼儿园要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热爱科学的种
子，守护好孩子们灵动的天性、好奇的眼睛、创新的热情和
求知的初心”。

薛其坤最喜欢杜甫的 《望岳》，他时常用这首诗勉励自己
和学生，“如果用‘荡胸生曾云’的胸怀与境界去做科学研
究，用‘决眦入归鸟’的专注和洞察力抓住事物本质，付出
艰苦的努力和奋斗，总有一天你会登上更高的科学高峰，‘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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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墨
特约通讯员 肖珊 尚紫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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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
著名的测绘与遥感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李
德仁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63年，李德仁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
（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航空摄影测量系，
1985年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回
到母校任教至今。珞珈山下的岁月，镌刻
着他在强国征途上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
英勇身姿，映照着他在教书育人中孜孜不
倦、言传身教的清晰剪影。

“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心中激
荡着一个信念：立刻回国，将一辈子献给
祖国。”李德仁谢绝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到
祖国，开启了漫长的科研报国之路。

40 年来，经过不停歇的思索、创新
与奋斗，李德仁引领了我国从传统测绘
到信息化测绘遥感的根本性变革，使中
国走上遥感强国的创新之路。同时，他
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担当育人使命，
坚持自主创新。

打造中国人自己的“东方
慧眼”

胸怀祖国，不懈创新，是理解李德
仁科研人生的关键词。

早在德国留学时，李德仁就首创误差可区分性理
论和系统误差与粗差探测方法，解决了测量学上的百
年难题。回国后，他投身祖国的遥感事业，开启了一
次次突破——

2010 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以
下简称“高分专项”）全面启动实施，业内将其称为“中国
人自己的全球观测系统”，李德仁担任专家组副组长。

弹指14年间，“高分专项”结出硕果：比西方国家
晚了近 30 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

“好”的跨越式发展。
当前，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空天信息时

代。李德仁将目光锁定通导遥一体化天基信息实时服务
系统，即“东方慧眼”项目。

李德仁为记者解释，“现有的通信、导航、遥感卫
星系统各成体系。我们要推动天上的通信、导航、遥感
卫星‘一体化’组网，把人工智能送上天，让天上有一
双对地观测的‘慧眼’和一个聪明的‘大脑’。每一个
用户发送请求后，卫星把所需信息加工好，几分钟内送
到用户手机上，满足人们的需要。”

“‘东方慧眼’将于 2027 年到 2030 年建成全球服务
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遥感信息服
务。”李德仁对它的未来满怀憧憬，“帮助人们对地球上的
每个地方都看得快、看得清、看得准、看得全、看得懂。”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每当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这位
耄耋科学家总是心潮澎湃。

“让年轻人到学科前沿去攻关”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学科跻身国际领先行列，“遥感科
学与技术”学科连续多年名列全球第一。

科研创新和学科建设都离不开团队，李德仁的人才
梯队建设有两个“秘诀”——

广纳贤才组建跨学科大平台。团队树立了引领学术
前沿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发展理念，不断拓展学科方

向，依托承担的重大研究项目吸引大批
相关学科的优秀人才，逐渐形成了多学
科技术方法互补、相互支撑、团结协作、
协同攻关的学科团队。“我的职责是做
战略科学家，看方向、出谋略、定计划，
带领团队做出大成果。”李德仁如是形
容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位。

将年轻人放到重大项目攻坚第一
线。“科研一线挑战大，出成果的机会
多，导师要有意把年轻人推上去。什么
样的年轻人适合放到科研一线？这需
要导师知才善用。”李德仁分享经验：那
些敢想敢为、基本功扎实的年轻人，导
师要鼓励他们去一线试水；那些盲目自
信、心浮气躁的年轻人，导师要带他们
先练好坚实的基本功和踏实的学风。

早在 2010 年，28 岁的青年学者就
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在项目申报、项目
评审、学术成果发表时，年轻人的名字
会被尽量前置；有学术能力的青年教师
暂未取得带研究生的资格时，老一辈学
者会将他们纳入团队，请他们担任研究
生的第二导师⋯⋯一系列支持和鼓励
人才大展拳脚的政策，让这支团队极具
创新活力。

“李老师就像一块磁铁，将我们紧
紧团结在一起。”采访李德仁团队时，记
者频频听到这样的评价。

“教书育人是我一辈子的
使命”

李德仁把遍布世界、各有建树的
学生看成是自己最大的成果。目前已
有百余位博士生从他门下毕业，几乎
个个成绩斐然：一人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一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 们 的 梦 想 几 乎 都 是 从 “ 测 绘 学 概
论”这门课开始的，一批批一代代武
大测绘学生跟随老师走上测绘科学事
业发展之路。

1997 年 9 月，武汉大学推出面向大
一新生的专业基础课“测绘学概论”。
27 年来，这门课由李德仁等 7 位院士和
多位专家学者联袂授课，年年讲、年年

新，选课和旁听生已扩大到校外。
“每年 8 月一到，我的生物钟就提醒自己，该为这

门课做准备了。”李德仁每年更新教案，紧跟学科发展
前沿，将新理论、新技术，以及他们参与的国家重大科
研项目新进展等，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使学生了解到当
前热点和最新进展。

回忆起本科生们为自己带来的幸福，李德仁脸上漾
开笑意，打开了珍藏的记忆匣子——

2021 年，这一年他最开心的事儿，不是主持完成
的“天空地遥感数据高精度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而是教师节当天在本
科生讲台上度过。那天，他照例提前几分钟走进教室，
没想到，台下 200 多名大一新生一起唱起 《感恩的
心》，并献上一束鲜花。这一幕让他有些不好意思：“老
师给学生上课，是天经地义的。”

学生们喜欢上李德仁的课，因为他有一手绝活，能
将枯燥的理论讲得生动易懂。比如，在导入“摄影测
量”时，他抛出问题，引导学生想象和思考：把摄像机
放到飞机上进行测量，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放到卫星
上呢？随着提问渐次深入，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课堂
上很是热闹。而在一次次课前暖场、课间笑谈中，院士
的亲身经历如涓涓细流，润泽学生心田，引领他们一走
进武大就树立远大理想，立下报国之志。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成为让人民满意的教授，是
我一辈子的使命。”40年来，李德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始终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倡导“读书、思
维、创新、实践”的教育理念，在武汉大学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办学层次和办学体系最完整的
测绘遥感学科群。

202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
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师生代表回信，勉励广大师生为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
才强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书记的回信，对我们高校师生提出了新要求。”李德
仁表示，要秉承报国初心，矢志不渝奋斗，砥身砺行，
追逐梦想，永不停歇！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

—
—

在
不
懈
创
新
中
报
国
育
才

他是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
感学家，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
测绘遥感对地观测水平。他攻
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位及
测图核心技术，解决了遥感卫
星影像高精度处理的系列难
题，带领团队研发全自动高精
度航空与地面测量系统，为我
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
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是凝聚态物理领域的著
名科学家，取得了多项引领性
的重要科学突破。他率领团队
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学术
影响；在异质结体系中发现界
面增强的高温超导电性，开启
了国际高温超导领域的全新研
究方向。

薛其坤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南方科技大学供图李德仁院士在武汉大学的办公室里。新华社发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致致敬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