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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索利斯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
获诺贝尔和平奖

三名科学家分享
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4日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授予戴维·索利斯、邓肯·霍尔丹和迈克尔·科斯特利茨这三
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物质的拓扑相变和拓扑相方面的理
论发现。

这三名科学家均在英国出生，目前分别在美国的华盛顿
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拓扑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的是几何图形或空间在

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性质。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
介绍，三名获奖者将拓扑概念应用于物理研究，这是他们取得成
就的关键。

上世纪70年代，索利斯和科斯特利茨用拓扑理论推翻了当时
超导性和超流体不能在薄层中存在的理论，并证明了超导性可在
低温状态存在，解释了其在温度升高时消失的机制与相变。相变
指的就是物质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的过程，而物质分固相、液
相、气相这三种。

到了80年代，索利斯又对之前的一项实验做出解释，即超薄
导电层的导电率可以实现整数级精确度量，证明了这些整数本身
的自然属性都是拓扑状态。几乎同一时期，霍尔丹发现可以利用拓扑
概念来解释一些材料中存在的小磁铁链的特性。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报中说，今年的获奖研究成果开启了一
个未知世界的领域，获奖者利用高等数学方法研究物质的不寻常阶段
或状态，如超导体、超流体和薄磁膜。得益于他们开创性的研究，科学

家们现在可以探索物质的新相变，未来有望应用于材料科学
和电子学领域。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
朗，索利斯将获得其中一半，霍尔丹与科斯特
利茨将共享另一半。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菲弗7日宣
布，把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哥伦比
亚总统桑托斯，以表彰其为结束该国
历时50多年的内战所作出的努力。

他得了奖
菲弗在宣读诺贝尔委员

会的决定时说，尽管历经
艰难困苦，哥伦比亚人民
从来没有放弃寻求正义
和平的希望。该奖项同
时也可被视作对哥伦比
亚人民以及参与和平
进程各方的致敬。

菲弗指出，桑托斯
发起的谈判使哥政府
与“哥伦比亚革命武
装力量”（简称“哥

武”）签署了全面和
平协议。尽管该和
平协议在最近的全
民公决中未获通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和
平进程的终结，大部
分投票者只是反对
一份特定的和平协
议，而不是拒绝对和
平的渴望。

据统计，诺贝尔
和平奖一向对政治领
导人青睐有加。20世
纪初调停日俄战争的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
福、完成“华沙之跪”的
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
致力于核不扩散的日本
首相佐藤荣作和推动巴以
和解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
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
（时任）以色列外长佩雷斯、
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
尔巴乔夫、南非总统纳尔逊·曼
德拉、韩国总统金大中等人皆受
过诺奖的认可。在胡安之前获此
殊荣的国家元首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干了啥
1951 年8月10 日，桑托斯出生于哥

伦比亚首都圣菲波哥大一个显赫大家族。
1981 年后，桑托斯先后出任哥伦比亚《时代
报》副社长、外贸部长、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长、国
防部长等职。2005年8月，桑托斯另组哥伦比亚
民族团结社会党，并于 2010 年当选为哥伦比亚总
统，2014年获得连任。

今年9月26日，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15个拉
美国家元首的见证下，哥伦比亚政府军和该国叛军组织哥伦
比亚革命军签署和平协议，该国52年武装冲突正式终结。哥伦
比亚内战导致26万人丧生、690万人流离失所、4.5万人失踪。

根据协议，武装冲突双方在停火后将进行为期6个月的动员解散过程，
游击队员将在集合地点集合，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缴交武器。哥伦比亚革命
军在动员解散前，将召开最后1次领袖和部队会议，转型为“合法的政治运动”。

三名科学家分享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

世界上存在小到只有千分之一头发丝粗细的机
器吗？答案就是助力三位科学家摘得 2016 年诺贝尔

化学奖的分子机器。
瑞典皇家科学院5日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化学

奖授予让-皮埃尔·索瓦日、弗雷泽·斯托达特、伯纳
德·费林加这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分子机器
设计与合成领域的贡献。

让-皮埃尔·索瓦日出生在法国，目前在法国斯
特拉斯堡大学工作；弗雷泽·斯托达特出生在英国，
目前在美国西北大学工作；伯纳德·费林加出生在荷
兰，目前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工作。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于当地时间5
日11时45分（北京时间17时45分）在皇家科学院会议
厅公布了获奖者名单及获奖成就。

分子机器是指在分子层面的微观尺度上设计开发
出来的机器，在向其提供能量时可移动执行特定任务。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这三位获奖者发明了

“世界上最小的机器”，将化学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维度。
费林加在现场电话连线时说，得奖消息令自己“很震

惊”，同时感到荣幸。他表示，荣誉属于全体科研合作者，
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成就了如此骄人的成果。费加林对其
获奖成就解释说：“一旦在分子层面控制了运动，就为控制
其他各种形式的运动提供了可能。这一研究成果为未来新
材料的研发开启了广阔前景。”

评选委员会表示，就像 19 世纪 30 年代，当电动马达被发明出
来时，科学家未曾想过它会在电气火车、洗衣机、电风扇上等被广泛
运用。而分子机器正如当年的电动马达一样，未来很有可能用于开发
新材料、新型传感器和能量存储系统等，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无限可能。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3.33万美元），将由这三
位获奖者平分。

“分子机器”
的应用方向有哪些？

分子机器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新材料、传感
器、储能系统等领域大显身手。另外，机器人

医疗是“分子机器”应用的方向之一。试想
一下，在未来，这些“分子机器”将被注射
到血管中，去找寻人体中的癌细胞。

延 伸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左）

迈克尔·科斯特利茨

邓肯·霍尔丹

日本科学家获2016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3日在斯德哥尔摩宣

布，将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日
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细胞自噬机制
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细胞自噬是近年来热门研究领域。“自噬 ”
字面意思是“将自己吃掉”，实则是一种细胞自
身成分降解和循环的基本过程。通俗地说，细胞
可以通过降解自身的非必需成分来提供营养和能
量，也可以降解一些毒性成分以阻止细胞损伤和
凋亡。“自噬”概念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当时研究人员就发现了细胞这种降解

自身成分的现象，但有关机制一直不为人知。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大隅良典通过利用常见的酵母进

行一系列实验后，发现了对细胞自噬机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因。基于这一研究成
果，他随后又阐明了自噬机制的原理，并证明人类细胞也拥有相同的自噬机制。
评选委员会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指出，大隅良典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

解细胞如何实现自身的循环利用。在适应饥饿或应对感染等许多生理进程中，细胞自噬机制
都有重要意义，大隅良典的发现为理解这些意义开辟了道路。此外，细胞自噬基因的突变会
引发疾病，因此干扰自噬过程可以用于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等的治疗。

大隅良典生于1945年，是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分子细胞生物学家。他将获得今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奖金800万瑞典克朗。 综合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