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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上曾是状元，80字家
训传承百年

“这里就是院士旧居，古有三科
两状元，今有一门三院士。”6月 24
日下午 4点多，无锡市民张先生一
行 6人前来参观院士旧居，导游黄
素芳介绍这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古
宅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今天上
午，李德仁院士摘得2023年度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

院士兄弟的六世祖李承霖，是
清朝道光二十年的状元。进入院士
旧居，厅堂上悬挂着80字的李氏家
训：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
车胤孙康、弦歌雅乐、翰墨传香、尊
师益友……

“家训由李德仁曾祖父李贞发
手书于1890年，告诫子女，要爱家
爱国，勤学苦读，修身养德，奉献社
会。”黄素芳说，李家子女就是在这
种良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这80字的家训，可以说影响了
李德仁的一生。

2018年 3月26日，李德仁在武
汉大学作题为《老师教我做人做学
问》的报告时，专门讲到了李氏家
训。“家训中有一句‘孝德永彰’比较
重要，意思是在家庭里面要孝敬父
母，对外面要讲究道德。”李德仁说，
正是家训教育让他在幼年时期便懂
得了爱国、勤奋、好学、孝悌、勤俭、
经世致用等优良品质的重要性，因
此他们家一共走出了三个中国科学
院和工程院院士。

大学时据理批驳国外权
威的错误观点

1951年，11岁的李德仁从溱潼

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泰州中学。
中学时期的李德仁，各门学科

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兴趣广泛的
他，课余时间用平板测量仪测量出
泰州中学背后“小泰山”的高度，这
为他日后从事测绘工作埋下伏笔。

1957年，李德仁被武汉测量制
图学院（后更名为武汉测绘学院）录
取。在这里，李德仁遇到了恩师王之
卓先生，他是我国航空摄影测量和遥
感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李德仁与王之卓的相识还有一
段故事。

当时，大学学的是苏联的教材，
李德仁和几个本科学生给教材挑
错。看到文章后，王之卓把李德仁
叫到他家，“王先生仔细看了我的文
章后，支持我们学生的观点，说是苏
联人的教材错了。”

爱惜人才的王之卓，让李德仁
跟着他做毕业设计，并给了英文的
参考文献。结果，李德仁做毕业设
计时，又指出加拿大跟英国教授的
公式里有毛病。毕业设计做完，王
之卓把李德仁的毕业设计压缩成一
篇文章，送到测绘学报去发表，这也
是李德仁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李德仁读硕士时，王之卓告诉
他：“我们中国人不能老是跟在外国
人后面，我们要勇于提出新的研究
方向，让外国人跟着我们走。”

李德仁坦言，现在提这个观点
大家都比较理解，但是在上个世纪
70年代提出这个观点，如果没有高
的眼界是难以理解的。

留学时解决了测量学
的百年难题

1982年，李德仁进入德国波恩
大学进修，短短半年时间，他就在国

际学术期刊上连发两篇高质量论
文，针对西方学者发现和消除粗差
的倾向性方法，推导出比丹麦法更
具优势的新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
称为“李德仁方法”。

第二年，李德仁进入德国斯图
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摄影
测量领域世界著名领军学者弗里
兹·阿克曼。为了将更多知识早日
带回祖国，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
上，常常最后一个锁门，又在清晨第
一个打开实验室的大门。

1985年，李德仁以全校有史以
来的最高分，获得斯图加特大学博
士学位。

留学期间，李德仁首次创立了
误差可区分性理论和系统误差与粗
差探测方法，为现代测量学奠定了
数据处理的理论基础。德国洪堡基
金评委Grafarend认为，“解决了一
个测量学的百年难题。”

李德仁也因此获得1988年“汉
莎航空测量奖”，围绕该理论编写的
《空间数据挖掘理论与应用》英文专
著被选为 2016 年业内最具影响力
著作之首。

建起“中国人自己的全
球观测系统”

博士毕业，德国多家机构向李
德仁伸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回国。

1985 年 2月，他回到武汉测绘

学院（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任教，
次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1 年、
1994 年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由于卫星系统的高精度位置姿
态测量核心器件被禁运，很长一段
时间里，国产遥感卫星应用范围受
到严重制约。为扭转这一局面，本
世纪初，李德仁主持设计论证了我
国第一颗民用测绘卫星“资源三号”
的系统参数，大幅提高了卫星遥感
影像的自主定位精度。

从卫星数据 85%依赖国外进
口，到实现85%的自给率，再到向其
他国家出口，李德仁让我国测绘遥
感技术一步步从落后走到了世界前
列，建立起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全
球观测系统”。

如今，已85岁高龄的李德仁带
领团队提出 200 多颗卫星组网的

“东方慧眼”智能遥感卫星星座计
划，该计划预计到2030年发射252
颗卫星，包括高分辨率光学和雷达
卫星、高光谱卫星和热红外卫星，形
成“星网”。这些卫星帮助人们将地
球上的每个地方都看得快、看得清、
看得准、看得全、看得懂。

回报桑梓，在家乡建起
院士工作站

虽离乡数十年，李德仁对于家
乡的感情却与日俱增，他也用各种
实际行动回报家乡。

李惠芳是李德仁的姑妈，104岁
的她和丈夫依然住在溱潼老家。

24日下午，社区工作人员将李德
仁获奖的消息播放给老人看时，她激
动地指着屏幕：“这是德仁，好好好！”

让老人感动的是，2020年她100
岁时，李德仁号召在外的李家人回到
古镇，给老人祝寿。“他人很平和，没
有一点架子。聚餐时，一桌桌给家乡
人敬酒。”老人儿媳朱考云说。

每年，李德仁都会抽空回乡，一
是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二是看望
姑妈。“今年4月他回来参加了创新
发展大会，并做了主旨演讲。”

2019年，李德仁在姜堰成立院
士工作站。发挥测绘、遥感所长，李
德仁为溱湖“铺”上一张生态环境监
测网，实时监测植物、水质、生物等
各项生态指标，助力姜堰智慧城市、
智慧生活的建设。

2022年10月，科学家精神教育
基地在溱潼院士旧居揭牌。每年，
近万名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学习。

在院士旧居内，专门有一个展
馆，里面是李德仁兄弟三人的介绍
以及他们捐赠的珍贵物品。其中，

“珞珈一号”卫星模型尤为珍贵。
2018 年 6 月 2 日，由李德仁带

队研发的全球首颗专业夜光遥感卫
星“珞珈一号”，成功发射升空，他将
模型捐赠给了家乡。

如今，院子里李德仁当年亲手种
植的葡萄树枝繁叶茂，成熟时，那些
葡萄犹如颗颗卫星。

李德仁：“一门三院士”再添佳话
姜堰溱潼古镇老街往里走 100

米，一栋青砖黛瓦的古宅映入眼帘，
这就是李家的老宅，从这里走出了李
德仁、李德毅、李德群三位院士，当地
人称李家是“一门三院士”。

6月24日上午，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测绘遥感学家、
85岁的李德仁院士获得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千河。”在李德仁的带领下，中国人建起了自己的全球观测系统。“送你一双‘慧
眼’。”随着“东方慧眼”智能遥感卫星星座计划的实施，发射到太空中的卫星，帮
助人们将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看得快、看得清、看得准、看得全、看得懂。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毛晓华 文/摄（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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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国家的强大做点贡
献！”一路奋进，年过花甲的他始终
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

清华大学，薛其坤团队的实验
室仿佛一个科幻世界，复杂的管线
连接着一台台实验仪器，组成一套
超高真空互联系统。这个量子材
料精密制备和调控平台，是探索量
子世界的“实验利器”。量子科技
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前沿领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
认为是量子霍尔效应家族最后一
个重要成员，是探索更多量子奥秘
的重要窗口，同时推动新一代低能
耗电子学器件领域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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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基础研究，要把握世
界科学前沿的主流发展方向。当
重大科研机遇出现时，我们一定要
抓住机遇，力争取得引领性的原创
成果，助力国家科技水平不断提
升。”对薛其坤而言，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就是这样一个重大科研机
遇。“谁率先取得突破，谁就将在后
续的研究和应用中占得先机！”薛
其坤带领团队历经4年时间，先后
制备测量 1000 多个样品，终于在
2012年底，实验中观测到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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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赶上了科学研究的黄金

时代。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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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其坤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
室或实验室里。1992年起，他先后
赴日本、美国学习和工作。在国外
的8年，他没有忘记祖国，暗下决心

“要为国家的强大做点贡献！”为尽
可能多地学习先进的实验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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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
扫描隧道显微镜的观测效果，他曾
亲手制作 1000 多个扫描探针针
尖；为了赶实验进度，他曾深夜出
差回来就直接赶往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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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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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常勉励年轻人，想
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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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学术自信”“要敢于
挑战重大科学难题”。他对科研的
激情深深感染着身边的人，鼓舞着
青年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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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其坤：科学报国，探秘量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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