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了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

家，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制定

了新时期办院方针，就是坚持“三

个面向”，实现“四个率先”，目前中

科院正在启动实施“率先行动”计
划。建院 67 年来，中科院在解决

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

问题上，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

乃至大国地位的雄厚科技基础。

一、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作
用及主要成就

中 科 院 成 立 于 1949 年 11
月，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是中国

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

与发展中心。中科院集科研院所、
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包括 6 个

学部、12 个分院、100 多家科研院

所、3 所大学、4 个文献情报中心，

建设有 130 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和工程中心等。全院科研人员达

5 万余人，在学研究生 5.2 万余

人，分布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
（一）中科院坚持把国家的

战略需求放在首位
中科院从成立开始，就始终把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放在首要位置，

并发挥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随

着学部成立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建

立，中科院奠定了“三位一体”（科

研院所、学部、大学）的体制基础，

被 国 家 认 定 为 最 高 学 术 机 关 ；

1956- 1965 年，通过“两弹”攻关、
落实“十二年规划”，中科院开创了

人造卫星事业，开展了基础理论研

究，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20 世

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中科

院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并率先开拓出一批新学

科和核心领域，取得了大批重要成

果，奠定了中科院乃至我国尖端科

技许多学科和领域的基础；90 年

代初，科学基金制的建立，中科院

有了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完善和协

调配套的政策，对我国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8- 2010 年，为落实科教兴国

战略，中科院开启了“知识创新工

程”，继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承担

重要任务；“创新 2020”规划是中

科院继“知识创新工程”后又一重

大战略部署，将着力解决关系国家

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引领带

动中国实现科技创新跨越发展，按

照“创 新 2020”规 划 ，到 了 2020
年，中科院将总体实现“创新跨越、
布局合理、四个一流、开放合作、和
谐有序、持续发展”，在我国科技事

业发展中发挥服务全局、骨干引领

和示范带动作用，成为在世界上有

重要影响的一流研究机构。
（二）完成国家重大科技攻关

任务，实现创新跨越
建院 67 年来，中科院完成了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
载人深潜、青藏铁路等国家重大科

技攻关任务；突破了新材料、激光

器、计算机、能源科技等战略必争

领域的关键技术，解决了一批国家

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关键问题；取得

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

想、高温超导等一批具有世界领先

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先后有 20
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占总数的 61%），建成我国第一

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在量子通信、干细胞、中微子振

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方面走在

世界前沿，物理、化学、纳米与材料

科学、数学等学科整体水平进入世

界先进行列[4]。
2016 年 5 月，在贵州省平塘

县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

远镜———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FAST），已完成 94% 以上的

面板安装，整个工程进入收尾阶

段。FAST被誉为“中国天眼”。天

眼建成后，将比德国波恩 100 米

望远镜的灵敏度要提高约 10 倍，

比美国 300 米的哈勃望远镜的综

合性能提高 2.25 倍。FAST的预研

究历时 13 年，由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主持，全国 20 余所大学和

研究所的百余位科技骨干参与了

此项工作。
中科院共有 22 位科学家获得

创新跨越中的中国科学院
文 / 林丽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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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全国共 23
位），18 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

技奖（全国共 24 位），有千余名科

学家被授予院士称号；率先实行学

位制和建立博士后制度，为社会输

送了 13 万名高素质的创新创业

人才。
中科院延续半个多世纪，团结

奋斗，同心协力，长期保持创新精

神，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中科院

100 多个科研院所和支撑单位做

了很多的工作。下面重点介绍中科

院及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简称大化所）在两弹一星、航天器

催化剂研制中所承担的任务和取

得的卓越成绩。

二、“两弹一星”功绩举世
瞩目

1960 年，我国第一枚导弹发

射成功，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 年

10 月 27 日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

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70 年4
月 24 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一）中国科学院承担“两弹

一星”关键性科技攻关任务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中国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

策。十二年科技规划，在 13 个领

域确定了 57 项重要任务，其中有

12 个重点，第一个是原子能的和

平利用（原子弹），第三个是喷气技

术（导弹），两弹属于国防项目，原

子弹归二机部，喷气技术归国防部

五院，中科院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

弹研制中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

技术任务，包括理论分析、科学试

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

所需的各种特殊新型材料、元件、
仪器、设备等。人造卫星从构思到

建议，都是由中科院提出，先后于

1958 年、1965 年两次上马。在国

防科委的统一组织下，由中科院负

责整个系统的技术抓总，并负责研

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工

具，科学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

测控系统。
当时研究核技术力量主要集

中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

些分散在中科院的 20 多个研究

所。原子弹的研制主要依靠中科院

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是钱三强），为

了工作方便，中央决定将整个所的

建制交给二机部。名义上由中科院

和二机部双重领导。由于研制原子

弹的任务繁重，科研力量不够，所

以很多重要任务还要由中科院的

各研究所承担。原子能所整建制转

到二机部后，骨干力量还不够，还

要中科院支持，中科院就从其他所

调给他们一批科技骨干。如中科院

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如搞电子显微

镜的李四光女儿李琳、沈阳金属所

的副所长张沛霖 （将铀变金属）等

等。
为了提供光学仪器，中科院长

春光机所帮助在西安建立了西安

光机所，还在全国成立了好几个光

机分所，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

起到很大的作用。
由于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浓

缩铀厂因三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

而停顿。这三个问题是氟油、真空

阀门和高能炸药。幸好中科院是本

着自己更生的原则，相关的项目攻

关已经在进行。不久中科院上海有

1960 年 11 月 5 日，中国第一

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

泊爆炸成功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

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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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学所研制出氟油，中科院上海

冶金所研制出真空阀门（参加攻关

的还有中科院金属所、冶金所，复

旦大学和上海的工厂），中科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新建的

分所，与五机部协作，研制出高能

炸药。难关攻破，使导弹带上原子

弹、氢弹，成功发射。
为了人造卫星的研制攻关，中

科院集中多个研究所的力量，于

1966 年 1 月成立了“651 设计院”
即卫星设计院。1968 年 2 月七机

部成立空间技术院时，其中科研人

员的三分之二是从科学院划过去

的。
（二）“两弹一星”功勋受到

党和国家的表彰
“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凝聚

着中科院众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

员的心血和智慧，是集体共同创造

的结晶，历史永远记住他们。硦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为研制“两弹一星”
作出突出贡献的 23 位科技专家受

到表彰，这 23 位功勋有 22 位来

自中科院。2013、2014 年度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两弹一

星”元勋程开甲 （核武器技术专

家）、于敏（氢弹之父）。

三、助力航天器探索太空
永不停步

在中科院完成的国家重大科

技攻关任务中，“两弹一星”、载人

航天、探月工程这些任务的攻关都

有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重要作用，

其中航天器姿态控制用肼分解催

化剂的研制犹为重大。
航天器姿态控制系统，就是在

各种航天飞行器的不同部位安装

上几个或十几个肼分解发动机，肼

分解催化剂就装填在这些发动机

中。地面指挥系统指挥不同部位肼

分解发动机工作，准确地按指令要

求控制着航天器的方位姿态、旋转

速度、飞行速度和轨道，使航天器

进入轨道预定地点并按设定的轨

迹运行，或使导弹弹头按预定轨道

准确地射入打靶区。
（一）航天器姿态控制用肼

分解催化剂的研制
大化所从 1968 年开始研制

的肼分解催化剂，已成功用于我国

发射的 12 种不同系列航天飞行器

的姿态控制，这些飞行器包括导

弹、不同种类的卫星、神舟飞船、月
球探测飞船等。该催化剂的寿命和

工作精度在当时已是国内现有姿

控肼分解催化剂的最高水平，性能

接近于美国国际通信卫星 IV型所

用的催化剂的设计指标，并与西欧

各国当前的水平相当。该项研究的

成功不仅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而且

为我国国防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多次受到国家的奖励：1978 至

2009 年间，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两次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国防

科委发明奖二等奖、中科院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1964 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简称老五院） 提出肼分解催化催

化剂的研制，任务下达到某研究

院，用了 4 年时间还没有研制出

来。1966 年，中科院成立卫星设计

院，第二年划归航天部，成立航天

工业部五院（新五院），调大连化物

所所长张大煜（中科院院士）任院

长。张院长上任后，获知此难题，便

将任务下发到大化所，希望大化所

能接这个项目。大化所对此事高度

重视，专门开会讨论，因事关国防

大事，任务重、压力大，会议引起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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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争论。最后 8 室的代表认为，

该任务虽艰巨但意义重大，应该大

力支持。1968 年下半年到 1969
年初，经所批准，801 组正式立项

建组，开始了姿态发动机用肼分解

催化剂的研究。
刚 成 立 的 801 组 只 有 六 七

人。后来根据工作的需要，不断增

加科研骨干和工作人员，团队基本

维持在 25 人左右，最多时有 30
多人。到了 2000 年，为了适应国

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801 组独

立分出，成立“航天催化与新材料

研究室”（15 室），现任张涛所长

（中科院院士）任主任，兼任 1501
组组长。

经 1501 组改进或研制的新

型催化剂，已成功地用于嫦娥 1- 4
号的任务，包括姿态控制、交会对

接、玉兔着陆月球等所用的姿控发

动机上。
从 801 组立项建组，到发展

壮大成 15 室，大化所催化剂研制

项目组已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奋斗

了近半个世纪，未来还将继续为载

人登陆月球、火星探索而不懈努

力。
（二）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创

新点
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

美欧对新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尤其

对航天、导弹等新技术更加防范，

相关科技资料短缺，使科研人员无

法及时获取相关科技信息。801 组

原来大多是从事地面催化反应工

程。而在太空中，发动机中的催化

剂要耐受 1000 度左右的喷射气

体 高 速 冲 刷 和 骤 冷 骤 热 （温 差

1000oC 左右） 的脉冲式工作 200
至 2 万次，还要耐得住火箭发射时

的强大的冲击、震动、加速力等环

境变化要求。

从未有过的研究，高指标的高

求，给科研工作开展带来很大的困

难。801 组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在协作单位的配合下，发挥集

体的智慧与力量，配合任务要求，

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顺利

地完成了催化剂的选型、多次冷起

动、高活性及长寿命等关键问题的

攻关。借助理论分析、仪器分析，找

出问题的症结，解决了发动机爆

燃、催化剂破碎及肼喷出的问题；

建立起模拟高空试车台，解决了催

化剂自吸附中毒的问题等；终于研

制出高活性、长寿命催化剂。通向

太空之路终于打通了。
801 组利用非贵金属代替贵

金属研制催化剂，独建双床层，这

是航空史上第一个。在后床层使用

了非贵金属催化剂，从而节省了

2/3 的 贵 金 属。通 过 与 美 国

Shell405 催化剂的显微结构比较，

801 组的肼分解催化剂虽没有微

晶结构，但是它的工作寿命和反应

性能同样非常好。

四、启示与展望

航天器姿态控制用肼分解催

化剂的研制成功，不仅为中国的航

天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带

动了大化所相关研究的发展壮大；

“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不仅让世

人瞩目中科院，而且使中科院率先

开拓出一批新学科和核心领域，并

取得了大批重要成果，奠定了中科

院乃至我国尖端科技许多学科和

领域的基础。
60 年代的大化所已是一个学

科齐全、科研实力雄厚、以任务起

家的研究所。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

到大化所视察。建所 60 多年来，

已帮国家建立了三个研究所，有

18 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中科院的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在这种科研环境

下，造就了 801 组和 1501 组敢于

担当，不畏艰苦，以国家任务为重；

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科研骨干

调配到位，经费充足，团队综合研

究实力大大增强；研究设备先进，

发现问题及时；团队构成合理，互

相尊重，和睦相处，团结合作。终于

出色地完成一项又一项的航天任

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1501 组将

研制出新的催化剂，将载人航天器

带到月球、火星以及火星以远的深

空，去进行新的探索。
中科院经历了“两弹一星”艰

巨任务的洗礼，基础研究实力比较

雄厚，学科领域比较齐全；“建制

化”模式优势明显，便于组织突破

学科交叉和重大研发项目；创新人

才较多，院士群体、“百人计划”凝
聚了大批科技创新人才，“唯实求

真、协力创新”文化积淀深厚。相信

到了 2020 年，中科院将有效解决

一批事关我国现代化全局的战略

性科技问题，在一些重要领域进入

世界前列，培养凝聚一支高水平科

技创新队伍，形成一批高水平科技

创新平台与成果转化基地，实现创

新 2020 的目标与任务。

【作者简介】林丽珊（1962—），

女，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本科学历，主要研

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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