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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根据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部审核，
6 月 24 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报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授予李德仁

院士、薛其坤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授予“拓扑电
子材料计算预测”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授予“三维流形的有限复叠”等
48 项科技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授予“集成电路化学机械抛光关键

技术与装备”等 8 项科技成果国家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绿色生物基材
料包膜控释肥创制与应用”等54项科
技成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授予

“复兴号高速列车”等3项科技成果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授予“‘深
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开发工程关键

技术与应用”等 16项科技成果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授予“耐寒抗风
高产橡胶树品种培育及其应用”等120
项科技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授予约翰·爱德华·霍普克罗夫特
教授等10名外国专家中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

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

从百姓出行到智慧城市，从资源
调查到环境监测，从灾害评估到防灾
减灾……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石。

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
位及测图核心技术，解决遥感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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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教
授李德仁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提升
我国测绘遥感对地观测水平。

6月 24日，李德仁作为 2023年
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

坚持自主创新
攻克卫星遥感核心技术

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
是宛若大国“明眸”的国之重器。

坚持自主创新，李德仁及团队开
发出的遥感技术及工具，都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这样的一份成绩单，
凝结着他们的心血——

在我国遥感卫星核心元器件
受限、软件受控的条件下，他带领
团队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
位及测图核心技术，使国产卫星影
像自主定位精度达到国际同类领
先水平；

他主持研制了我国自主可控的
3S集成测绘遥感系列装备和地理信
息基础平台，引领传统测绘到信息化
测绘遥感的根本性变革；

他创立了误差可区分性理论和
粗差探测方法，解决测量数据系统误
差、粗差和偶然误差的可区分性这一
测量学界的百年难题……

作为国际著名测绘遥感学家、我
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
开创者之一，李德仁研制的我国遥感
卫星地面处理系统，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

追上世界先进水平
“我的目标是国家急需”

“一个人要用自己的本领为国家
多做事。把自己的兴趣、所长和国家
需求结合在一起，正是我所追求的。”
回忆自己的选择，李德仁这样说。

1939年，李德仁出生于江苏，自
小成绩优异。1957 年中学毕业后，
他被武汉测量制图学院航测系录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规模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地图资料，发
展测绘技术迫在眉睫。

“我的目标是国家急需，治学方
向应符合强军、富国、利民的需求。”
怀揣这样的理想，1982年，李德仁赴
联邦德国交流学习。

导师给了他一个航空测量领域
极具挑战的难题，找到一个理论，能同
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

李德仁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每
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到两年就找到
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并用德语完成了
博士论文，第一时间回到祖国。

回国后，李德仁带领团队经过科
学调研，决心自主突破与研发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系统。

2010 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重大专项（简称高分专项）全
面启动实施，比西方国家晚近30年的
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

“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
到了民用0.5米，追上世界先进水平。

给本科新生授课
使遥感技术造福国人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
为“最奢侈的基础课”，由李德仁等6
位院士联袂讲授。

李德仁坚持按时给大一学生讲
授“测绘学概论”。这门有28年历史
的基础课程，每次都座无虚席。

“未来世界科技的竞争，关键是
人才竞争。”李德仁认为。迄今他已
累计培养百余位博士，其中1人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武汉大学遥感对地观测学
科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心等学科排名
中连续多年名列全球第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李德仁告
诉记者：“最终的目标是使遥感技术
造福国人，乃至为世界作出中国的贡
献。”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巡天问地
建设“遥感强国”

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首次发现异质结界面高温超导
电性……他用一个个重量级科学发
现，助力我国量子科学研究跻身世界
第一梯队。

6月 2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清
华大学教授薛其坤站上了2023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一路奋进，他始终把服务国家作
为最高追求。“要为国家的强大做点
贡献！”年过花甲，他朴素的话语依然
掷地有声。

抢抓机遇
在后续研究和应用中占得先机

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在实验
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多
国科学家竞逐的目标。然而，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观测难度极大，自
1988 年被理论预言之后的 20 多年
里，国际物理学界没有任何实质性
实验进展。

“谁率先取得突破，谁就将在后
续的研究和应用中占得先机！”在清
华大学，薛其坤带领团队分秒必争，
历经4年时间，先后制备测量1000多
个样品，破解一系列科学难题。终于
在2012年底，他们在实验中观测到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

世界首次！这项成果在国际学
术期刊《科学》发表后，诺贝尔奖获得
者杨振宁说：“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
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
学论文！”

薛其坤和团队抓住的另一个重
大科学机遇是高温超导。超导是一
个典型的宏观量子现象，因巨大的应
用潜力而备受关注。寻找更多高温
超导材料是科学界孜孜以求的目标。

经过多年努力，2012年，薛其坤
和团队首次发现了界面增强的高温
超导电性，这是1986年铜氧化物高温
超导体被发现以来，常压下超导转变
温度最高的超导体，同时也为探究高
温超导机理开辟了全新途径。

科学报国
力争取得更多突破

“我们赶上了科学研究的黄金时
代。国家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科研
条件，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力争取得更
多‘从0到1’的突破。”薛其坤说。

1992年起，他先后赴日本、美国

学习和工作。在国外的8年里，为尽
可能多地学习先进的实验技术报效
国家，他几乎每天早上7点就来到实
验室，夜里11点才离开。这种习惯在
他回国后一直保持至今。

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异质
结界面高温超导电性后，荣誉、奖项
接踵而至。薛其坤淡淡一笑：“成果
的取得，得益于我国科技实力的持续
壮大和基础研究的长期深厚积累。
荣誉属于团队中的每一位研究者，更
属于国家。”

如今，薛其坤仍奋战在科研第一
线，带领团队为解决高温超导机理、
高温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拓扑量子
物态的应用、拓扑量子计算的实现等
前沿科学问题持续攻关。

奖掖后学
“要敢于挑战重大科学难题”

“一谈科研眼睛就放光”。在同
事眼中，薛其坤“非常聪明”“物理直
觉非常好”。但他时常勉励年轻人，
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成就，就要靠
1%的天赋加99%的努力。

薛其坤在带领团队开展科研攻
关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人才培养。

科学实验遇到瓶颈，他热情洋溢
地给团队鼓劲打气，和团队一起寻找
解决途径；各类学术交流中，他总能
敏锐捕捉到有价值的研究方向，鼓励
年轻人大胆探索，“要敢于挑战重大
科学难题”。

如今，薛其坤的团队成员和学生
中，已有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30
余人次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在量子基础研究领域，无论研
究水平，还是人才质量，中国都达到
了国际一流水平。”展望未来，薛其坤
充满信心：“中国必将在全球新一轮
信息技术革命中贡献重要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科学报国
探秘量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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