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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是手性科学领域国际上
最活跃的科学家之一，却几十
年如一日，每个工作日 !时到
实验室工作；他是治学严谨的
研究员，却也会在学生的论文
上风趣批注“一些八股文的表
达要修改”；他一件大衣穿了
"#年、鞋子穿破了才想起换，
却坚持捐资助学、多次上交特
殊党费。林国强院士说，他一辈
子只专注做一件事———手性科
学的研究。

努力破译
手性分子密码
手性是自然界的基本属

性，与生命科学、人类健康、材
料科学、国民经济等息息相
关。“就像手套与左右手的相
互关系一样，只有右手能戴进
右手套。分子不能与其镜像重
合时，就是一个手性分子。”林
国强介绍。

上世纪 $#年代，西方的
“反应停事件”引起了轩然大
波。当时作为抗妊娠药物被大
力推广的沙利度胺，实际上是
手性分子。其中右手分子具有
抑制妊娠反应活性，而左手分
子却对胎儿有致畸性。此后，手
性药物的研究开始引起重视，
并迅速成为药物领域的研究热
点。当时还在中科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林国强
也投入了手性分子的研究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林国

强针对昆虫的化学语言———信
息素开展“破译”。在那个实验
条件不佳的年代，拦路虎可不
少。每个虫体中信息素含量极
微，仅亚微克级，还夹带了大量
其他物质，收集犹如大海捞针；
最困难的莫过于对手性结构的
未知。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林
国强来回奔波，终于确定了 %"

个昆虫信息素的结构，其中 &

个是手性分子，基于此研发的
棉红铃虫性诱剂被运用到 "&#

万亩土地，极大地抑制了虫患。
“手性还有一个典型，亚叶

酸钙是抗贫血药，也是抗肿瘤
辅助用药。但只有左亚叶酸钙
有药理活性。”林国强说，“而右
亚叶酸钙无活性，在体内只能
由肾脏缓慢消除。”
林国强还是个善于观察自

然的人。他发现有的果实鸟儿
不吃，进一步研究，原来一些植
物有生氰现象，昆虫或鸟类使
用后，会产生氢氰酸，抑制呼
吸。林国强还发现，氢氰酸实际上是能起到
止咳作用的主要物质。“枇杷叶中含有苦杏
仁甙，这种物质在人体中产生作用后，就会

有氢氰酸的产生。”林国强说，
“前不久美国疯抢的止咳糖浆，
可能与这个有关。”

林国强注重产学研结合，
通过技术转让和建立手性药物
重点实验室等形式促进成果转
化。抗肿瘤新药吉西他滨、抗组
胺药西替利嗪和苯磺酸左旋氨
氯地平等专利的转化，惠及无
数患者，总销售逾 '#亿，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为教科事业
倾尽全力

“对于有机所引进的人才，
无论刮风下雨，林先生都会亲
自到机场接机。”上海有机所副
所长唐勇院士回忆起来到上海
的第一天，仍记忆犹新，“已经
过了零点，但一下飞机，林先生
还等在那很热情地欢迎我。”
研究员洪然曾是林国强的

学生，他最佩服林国强的，是老
师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那时候
网络还不发达，想看国际前沿
信息只能去图书馆手抄，而这
可是‘抢手货’，得一大早去才
有机会看到。”洪然说，“有次我
早上 '时不到就去了图书馆，
本以为能如愿，孰料林老师早
已捷足先登。后来我们知道，林
老师每天 !时就到图书馆了。”
在洪然的记忆里，林老师有两
本本子从不离身，一本是通讯
录，另一本是同学们眼里的“百
宝箱”。“林老师看到有用的信
息都会摘抄下来，在给我们分
析问题时拿出来引经据典，潜
移默化下，我们也养成了良好
的科研习惯。”
综合多年科研成果和教学

心得编撰的《手性合成》是林
国强的得意之作。“林老师编
撰时坚持手写，当时时间紧，
林老师在开会间隙、火车上都
不浪费时间，扔掉的铅笔头都
在办公室堆成了小山。”洪然
回忆。这本手性科学领域的重
要教科书和工具书，已经再版
五次，成为学习者“破门挖土”
的有力“铲子”。
“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

我慷慨捐去。”这是陈嘉庚的名
言，也是林国强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自 "##&年起，林国
强在复旦大学设立助学金，后
又在上海大学设立国秀奖学
金，每年的资助一直持续至今，
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他
还多次上交特殊党费，而他身

上的外套，却穿了 "#年。林院士常说，国家
需要就是我的责任。

见习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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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做科学家，必须把自己的
研究与国家的战略需要联系起
来，布大局，做大事。”这是王曦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从开发 ()*解决我国急需
的航天电子器件的“有无”，到
完成 %" 英寸集成电路硅片项
目、填补我国大尺寸硅片产业
空白，王曦是微电子材料的“弄
潮儿”。

近年来，王曦院士先后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
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他还曾
“一次性评选过关”，成为“当年
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同事好
友对王曦此次评为上海市科技
功臣奖，都说实至名归。

有创新精神的
科学家

%+',年，王曦考入清华大
学，从那时起，他就在载能离子
束领域耕耘不辍。那时，一种名
叫绝缘体上硅（()*）的技术被
*-.公司商业化，广泛用于超
速计算机服务器中。这在国际
上被公认为“"%世纪的硅集成
电路技术”，在低压低功耗电
路、耐高温电路、微机械传感
器、光电集成等方面有着重要
应用，在国内却因遭遇技术封
锁鲜为人知。%++'年回国的王
曦承担起了研究 ()*技术的领
军重任。
“()* 有很多应用，在航天

器的元器件上尤为突出。在我
国没掌握 ()* 技术的时候，只
能采用加厚铅板这种‘治标不
治本’的方法来应对辐射。”王
曦说。然而，卫星每增加一点重
量，成本就会大幅提升。“那时
我们卫星少，寿命也短。”想要
一劳永逸解决这一难题，()*的
研发势在必行。

()*走出论文、走出实验室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王曦团队
的汗水。"##%年 !月，王曦创建
了我国唯一的 ()*材料研发和
生产基地———上海新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仅用 &个多月的
时间，就建成了国内第一条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 生产
线。次年 !月，第一批光润无
瑕、晶莹剔透的 ()*晶圆材料
问世。世界惊呼，中国“突然”出
现了一个现代化的 ()*工厂。

在创新路上，王曦的脚步
从未停下。作为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 #"专项技术副总师，王曦
大力推动了全国和上海一批集成电路重大项
目，其中 %"寸集成电路硅片项目填补了我国
大尺寸硅片的产业空白。

有战略眼光的
实干家

在推进国家集成电路重大项
目的过程中，王曦清楚地认识到，
我国目前在世界级集成电路研发
机构建设上与国外差距较大，产业
创新能力不强，难以产出有核心竞
争力的技术与产品。"#%"年，王曦
向市领导递交了 ./.计划，希望
通过借鉴国外实验室的创新模式，
推动中国集成电路研发机构对产
业的作用。次年，上海微技术工业
研究院在嘉定注册成立，以企业化
运作打造功能性平台。这一跨越产
研“鸿沟”的平台成为上海全球科
创中心“四梁八柱”之一。去年 +

月，国内首条全球领先的 '英寸
“超越摩尔”研发中试线正式运营。
由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构建的
这条中试线，旨在打通从研发到小
批量生产的超越摩尔产业生态链
布局，助攻创新研发。

当老牌的法国 (01/23 公司主
要向格芯等芯片制造公司提供 ()*

时，王曦已把目光投向汽车电子、传
感器等 ()* 硅片的新应用领域。
"#%4年，王曦再次提出，希望发展
%"英寸硅片。当时在外界看来，这
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王曦自
己也为 &亿元的融资“跑断了腿”。
时过境迁，现今全球硅片紧张，硅片
价格一涨再涨，当时冒险的决定已
经变成了正确的选择。未来，王曦希
望与世界一流技术接轨，早日进入
全球第一方阵。

富有情怀的
领导者

去年 +月 "$日，张江实验室
成立，开启了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的崭新篇章。王曦院士担任张江
实验室主任。在他心里，一直有一
个梦想，让科学家在一个平台上
心无旁骛做科研，不用为争取项目
而分心。

张江实验室给了王曦实现这
个梦想的机会，然而，落在王曦身
上的担子可不轻。在 &个多月的时
间里，张江实验室在大科学设施群
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创新合作网
络构建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现
在，王曦上紧了发条，他正进一步
完善张江实验室的组建方案，争取
首批获批列入国家实验室行列。近
日，张江实验室与法国国家实验室
签约，其发展步入“快车道”。

采访中，王曦多次提到，真正
的高科技项目要实现产业化，离不
开科学家的参与。“实验室的成功

和一项技术的应用之间不能画等号。希望未来
能够更多用市场化的规则来解决国家战略需
求。” 见习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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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国强院士在实验室工作 " 王曦院士!中!在指导学生

林国强

# 林国强 中国科

学院院士" 中共党

员"有机化学家#现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学

术委员会主任# 我

国手性科学领域开

拓者之一" 致力于

手性基础研究的科

学问题# 其科研成

果形成了手性分子

全合成的技术平

台" 被国内外手性

有机化学同行广泛

采用#

# 王曦 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

究所所长$著名材料学家"

我国高端集成电路衬底材

料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军人

物# 长期致力于载能离子

束与固体相互作用物理现

象研究"并将其应用于 ()*

的开发# 王曦院士大力推

动了全国和上海一大批极

大规模集成电路重大项

目" 其中 %"英寸集成电路

硅片项目填补了我国大尺

寸硅片产业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