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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复旦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赵东元主持完成的“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制和应用”项目摘得金量十足的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是上海时隔18年再获此殊荣。

出“有机—有机自组装软模板合成”

新思想，首次将功能介孔材料从无机

骨架扩展到有机高分子材料，创制了

5 种以复旦大学命名的全新有序介孔

高分子和碳材料，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具有重要价值。

自 2014 年以来，上海占全国获

自然科学奖的比例首次超过科技进

步奖，经过多年来持续不懈营造良

好科研环境、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

度和人才团队培育，上海面向世界

科学前沿的原创能力不断提升，正

持续涌现具有影响力的前瞻性和理

论性的高质量成果。

上海市科技奖励中心的统计数

据显示，上海获奖成果所属学科覆

盖了所有学科评审组的 44%，在化

学、数学、生物学、材料科学、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轻工纺织、材

料与冶金、计算机与自动控制、工

程建设、农业等领域“多点开花”，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系统

性的科技支撑。

在基础性学科和大健康领域，

上海的表现尤为突出。48 项获奖成

果中，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学各 2

项，数学和基础医学各 1 项。近两年，

上海在上述基础性学科获奖 14 项。

在与人民生命健康相关的药物与生

物医学工程、内科与预防医学、外

科与耳鼻咽喉颌、农业、养殖和食

品安全等领域，上海获 2 项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占获奖总数的 27%。

上海“农人”首次站上
国家最高科技领奖台

2001 年 2 月 19 日，杂交水稻研

究创始人袁隆平，获颁首届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20 年后的今天，上

海“农人”罗利军及其团队，同样

因为水稻，站上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的领奖台。这也是上海在农业科

技领域的首次。

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作

为世界三大农作物的水稻，一直以

来就是关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

会稳定的坚实基础。上世纪 50 年代

的矮秆水稻和 70 年代的杂交水稻品

种的选育与推广，使我国水稻产量

实现了二次重大的突破。不过，直

至上世纪中后期，我国水稻育种一

直没有大的进展，一是水稻种质资

源利用效率低，品种遗传基础狭窄；

二是品种存在高产与优质、高产与

抗病、高产优质与抗逆性等优良性

状难以兼顾的矛盾。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超

级稻研究如火如荼，产量也持续攀

升，但同时一个新的难题也随之摆

在了农业科学家的面前。

水稻，是一种需水量很大的作

物，稻田要高产，却要付出高水、

高肥、高投入的代价。水稻平均单

产长期徘徊，即使有良好栽培条件

的高产超级稻，大面积生产也难实

现稳定高产。因为我国水资源匮乏，

70% 以上的水稻种植地区都是需要

望天落雨的缺水型中低产田，“水”

成了一道“紧箍咒”，让水稻产量

的突破举步维艰。

于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上

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以罗利军为

首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马不停蹄，

寻找能扎根山坡地、工业抛荒地，

在“望天田”里也能高产的水稻。

他们进安徽、走湖北、下广西、入

浙江……走南闯北。历经二十年，

他们突破水稻种质资源和环境的“瓶

颈”，研发出以节水抗旱稻为代表

的“少打农药、少施肥、节水抗旱、

质优高产”的绿色超级水稻。

2021 年 11 月，罗利军团队的水

稻遗传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

荣获 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实现了上海市在农业领域获国家科

技大奖的零的突破。

　　在全国

提名数量日

益增多、授

奖数量日趋

减少的大背

景下，上海

获奖总数及

在全国占比

仍稳中有升。

这是上海科
技期待多年
的“高光时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