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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

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40 年坚守，带出一

支“雷达铁军”……他就是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得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刘永坦。

刘永坦带领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究竟新在哪儿？他

告诉记者，这款雷达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

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远程预警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说雷达是“千里眼”，那么新体制雷达就是练就了

“火眼金睛”的“千里眼”，被称为“21世纪的雷达”。它不仅代

表着现代雷达的发展趋势，更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

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早在1991年，经过十年科研，刘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

系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

达站，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

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

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域环境差异巨

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

“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

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干

扰是最大的难题。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

他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于 2015 年再次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它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

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

技术的国家。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域可监控可预警范围不足

20%，有了新体制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

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国防才能更安全。

□ 据新华社

刘永坦：他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

刘永坦

曾赴海外刻苦求学，曾赴核爆中心现场试验，曾赴千米

地下深入研究……他用毕生精力成就一项事业，解决核武

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和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若干工程防

护关键技术难题，建立起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创立

了防护工程学科，引领着防护工程科技创新，为我国铸就固

若金汤的“地下钢铁长城”。他，就是战略科学家钱七虎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现代防护

工程理论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

军工程大学教授。

钱七虎一生获奖无数，其中一项格外特别：2010年，南

京市委市政府授予他“南京长江隧道工程建设一等功臣”。

2010年5月，南京长江隧道全线通车运营。当年，这项工程

获鲁班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10多个奖项。

科技强军，为国铸盾。钱七虎始终放眼国际前沿，急国家之

所需，制定我国首部城市人防工程防护标准，提出并实现全国各

地地铁建设兼顾人防要求；组织编制全国20多个重点设防城市

的地下空间规划；参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珠澳大桥等重

大工程的战略咨询，提出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

盾构机国产化等战略建议，多次赴现场解决关键性难题。

在钱七虎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学者在岩石力学领域的

研究动向和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2009 年，

钱七虎主动放弃被提名竞选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机

会，大力推荐中国年轻学者冯夏庭，最终使他成为第一个担

任学会主席的中国专家。

对于钱七虎及其他中国同行对岩石力学的贡献，国际

岩石力学学会前主席汉德森评价说，无论是理论岩石力学，

还是地面、地下岩石工程方面，中国都正在引领全世界。

□ 据新华社

钱七虎：铸就共和国“地下钢铁长城”

钱七虎

中科大3项成果获国家奖
星报讯（胡妍 记者 于彩丽） 1 月 8 日，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

中科大获悉，该校作为第一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这也是自

2000年国家奖励政策改革以来，该校首次以第一

单位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

记者了解到，中科大叶向东教授、黄文教授、

邵松教授研究团队完成的“动力系统的结构及其

复杂性研究”项目，获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获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齐飞教授、李玉阳教授、杨斌研究员和张李东

副教授研究团队完成的“发动机燃烧反应网络调

控理论及方法”项目，围绕发动机复杂燃烧反应网

络的测量、预测与调控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该

研究提出了同步辐射光电离-分子束质谱燃烧测

量方法，实现了对燃烧中间产物的完备解析；建立

了覆盖发动机宽广工况范围和多燃料适用性的发

动机燃料燃烧反应模型体系；揭示了发动机燃料

分子结构控制燃烧反应网络的动力学机制，建立

了发动机燃烧反应网络调控理论及方法，促进了

本学科发展，服务于国家能源动力领域战略需

求。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徐铜文教授研究团队与合作单位完成的“均

相离子膜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围绕均相离

子膜绿色化、低成本化生产和工业化应用开展了

系统深入的研究。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8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

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习近平等为获奖代表颁

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持

大会。

上午 10 时 30 分，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热

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首先向获得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

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

虎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请他

们到主席台就座。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

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

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

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科技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刚刚

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再创佳绩，新动

能持续快速成长。当前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促进高质量发

展，必须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大势，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不断增强

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李克强说，要优化科技发展战略布局，调整优化重大科

技项目。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长期稳定

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构建开

放、协同、高效的科研平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科

技投入政策和经费管理制度，扩大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

择、资金使用、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自主权，实行更加灵活多

样的薪酬激励制度，弘扬科学家精神，严守科研伦理规范，

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扎扎实实做事，不拘一格大胆使

用青年人，把科技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李克强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产学研一

体化创新机制。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促进企业创新，只要

企业充满创新活力，中国经济就有勃勃生机。要大力营造

公平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性成本，提

升双创水平，加快构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体

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着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要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对外开

放，在人员往来、学术交流等方面创造更多便利条件，更加

广泛汇聚各方面创新资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会上宣读

了《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78个项目和7名

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

奖38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7

项，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3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73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23项、二等奖148项；授予

5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另据央视报道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

进行了调整。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设立

之初的 500 万元/人调整为 800 万元/人，奖金分配结构调

整，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奖金额

度也同步提高5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
刘永坦、钱七虎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聚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