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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揭晓 吴光辉、丁健获科技功臣奖

中青年成为科技创新中坚力量

| 科技功臣奖花落航空和医药

本年度科技功臣奖充分展现了战略科
学家对于国家重大需求和上海产业能级提
升的引领作用。两位获奖人作为国家重大科
技任务的担纲领衔者，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
线，具有深厚科学素养，前瞻性判断力、跨学
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
吴光辉院士是我国航空领域杰出的飞

机设计师，先后担任过 4 个型号军、民飞机
总设计师，从我国第一型自主研制的预警机
空警 2000，到我国首款喷气支线客机
ARJ21 和大型客机 C919，40 多年来一直
从事飞机设计与研发工作，为我国航空事业
的发展做出开拓性贡献。
丁健院士是我国药学领域杰出的领军

科学家。在任上海药物所所长的十年间，他
领导全所建成了符合国际规范的综合性创
新药物研发体系，在我国从仿制药到创新药
的跨越式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首
席科学家牵头发起中国科学院“个性化药
物”战略先导 A类科技专项，为我国个性
化药物精准治疗的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

| 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彰显了上海在科
技发展中秉承开放的态度，致力于为全球科
技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4位获奖人均为国际知名科学家，聚四

海之气、借八方之力，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艾尔莎·瑞秋曼尼斯教授是拉脱维亚裔

美籍女性科学家，是“可工业化半导体光刻
胶”先驱。自 2005年起，她一直积极参与和
促进中美两国化学会的交流，在北京大学、
中科院化学所、浙江大学举行系列学术交
流；自 2013 年起，与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
点实验室（东华大学）建立起牢固合作关
系，进行了持续至今的博士生联合培养、科
研合作与人才选育，并依托东华大学入选科
技部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

雷内·贝尔纳茨院士是全球肿瘤功能基
因组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与国内多所高校、
研究所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多次参
与组织协调国内肿瘤相关高端学术会议并
作特邀报告，积极响应中国抗癌协会发起的
成立世界整合肿瘤协会（WAIO）的倡议，
这一里程碑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在肿瘤领域
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德国莱比锡马普数学研究所创始所长

岳尔根·约斯特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长达
20余年，对中国数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积
极影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配位化学实验

室荣誉研究主任简 - 皮埃尔·马乔拉作为
东华大学顾问教授，促进了中法两国在纳米
医学领域的长期合作。

| 原创性、 引领性和颠覆性 “基
因”不断增强

自然科学奖成果数量不断提升，获奖项
目蕴含的原创性、引领性和颠覆性“基因”
不断增强，学科交叉和前沿领域的研究已成
主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促进、相
互结合越来越紧密，由此折射出上海“创新
策源地”的基石正在被不断夯实。
在 198 个获奖项目中，46 项成果荣获

自然科学奖，占比达 23%，远高于前 5年
15%均值。16项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中，6
项成果的论文发表在 CNS，5 项成果的论
文发表在 CNS 子刊，还有 5 项成果的论文
发表在本领域权威期刊上。
有些获奖项目不仅走在了领域前沿，更

开创了研究的新道路和新方向。例如，《粒
子系统与分子动力学的随机快速算法及应
用》项目提出了具有线性复杂度的随机分
批算法并建立了数学理论，相关成果被应用
于AI 辅助药物设计、量子多体问题、国产
大飞机及双锥对撞点火核聚变等领域。
有些获奖项目注重学科交叉，将带来颠

覆性的应用变革。例如，《固液微观界面动
力学性质的理论研究及其应用》项目将理
论物理与其他学科交叉，成功制备出一款海
水淡化膜，比美国陶氏海水淡化膜的水通量
高 15 倍，便携式单兵海水淡化器可为落海
者提供长达一周以上维持生命的淡水。

| 带来更多美妙“科技邂逅”

技术发明奖成果助力攻克了新能源、新
材料、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一
系列核心关键难题。科技进步奖为培育新
质生产力、提升产业能注入了全新动力，为
改善民生福祉带来了更多美妙的“科技邂

逅”。
17项技术发明一等奖项目中，获授权

发明专利 644 项，平均每个成果有 38 项原
创性发明得到专利保护。
《复杂屏蔽空间无人系统自主智能检

测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 85 件（美国专利 4 件），成果服务于
多个国家重大设施，避免了多起重大灾害。
《耐热高强钛基复合材料关键技术研

发与应用》项目创制的耐热高强钛基复合
材料，服役温度较国际著名高温钛合金 I-
MI834 合金提高 150℃，为空天和国防重
大装备研制并应用 4800 余套。
《胰腺肿瘤外科关键技术和干预策略

的创新与应用》项目的关键技术和干预策
略显著延长了胰腺癌术后中位生存期
（14.4 月→23.6 月），胰腺恶性肿瘤 3 年总
生存率达 56.8%，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 科技青年奋勇创新、脱颖而出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在各领域奋勇创新、
脱颖而出，中青年已经成为本市科技创新的
中坚力量。
10 名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获奖人中，

有 6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在
量子科技、红外物理、智能材料、人工智能、
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骄人业绩。
198项获奖项目中，共有 1856位完成

人，45 岁以下的有 1133 人，占比为 61%。
年纪最轻的第一完成人是 1990 年出生的
华东理工大学宋冰副教授，牵头荣获自然科
学二等奖。
张亚林和张少霆作为企业创始人，荣获

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都奋战在人工智能领
域科技创新第一线，分别在人工智能芯片研
发和人工智能赋能医疗方面，带领研究创新
团队，从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到应用落地均
取得重大成果，为提升国家人工智能领域的
国际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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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 日，全市科技大会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2023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揭晓，214 项（人）榜上有名，其中，吴光辉和丁健同时获得最受关注的“上海市科技
功臣奖”。 中青年成为科技创新中坚力量，获得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自动化系主任宋冰出生于 1990 年，是此次获奖项目中年龄最小的第一完成人。

修发贤、胡伟达、曲大辉、黄正、汤奇荣、林浩东、李辉、舒易来、张亚林、张少霆荣获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艾尔莎·瑞秋曼尼斯、雷内·贝尔纳茨、岳尔根·约斯
特、简-皮埃尔·马乔拉 4 位外籍专家获得上海市国际科技合作奖。

46 项成果获得上海市自然科学奖，其中，16 个项目一等奖、30 个项目二等奖。 29 项成果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奖，其中，17 个项目一等奖、12 个项目二等奖。 114 项成
果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其中，29 个项目一等奖、85 个项目二等奖。 9 项成果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奖，其中 3 个项目一等奖、6 个项目二等奖。

吴光辉 丁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