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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香港科技大學土木

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吳宏

偉17日在北京獲頒何梁何利基

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這是疫

情三年以來香港科學家首次獲

得何梁何利獎項，也是兩地走

出疫情陰霾後首位香港科學家

赴京領取重要科學獎項。「我

特別高興，也特別激動，兩地

科研交流活動終於從線上走向

線下」。吳宏偉在領取何梁何

利獎後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獲得科技獎勵代表着國家

對自己學術成果和能力的肯

定，希望能夠招攬更多的內地

英才赴港學習，更希望將科研

成果推廣到內地以及「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助力更多民眾

的生活更加綠色、安全。

港科大吳宏偉教授獲頒何梁何利獎港科大吳宏偉教授獲頒何梁何利獎
盼香港科研成果到內地 冀招攬內地賢才到香港

胡思得 林鳴榮膺何梁何利基金最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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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四乘組歸來首亮相 劉洋細數三個「難忘」

◆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吳宏偉17日在北京獲頒何梁何利基
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吳宏偉教授吳宏偉教授
與其跨國學生與其跨國學生
團隊說明如何團隊說明如何
模擬泥石流模擬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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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相關非飽和土本構關係及應用」是吳宏
偉帶領團隊研究逾二十年的基礎研究成果，在此
之上，大量新技術、新應用應運而生。近年來，
吳宏偉更關注可持續發展，希望通過新技術為城

市的「水泥森林」構建出一種綠色環保的新生態，希望通過努力，為
下一代締造更美好的生活。

提升非飽和土邊坡設計和治理
回想起為何選擇非飽和土作為研究，吳宏偉說，在英國攻讀博士

時，研究方向是城市地下建築研究。地表土絕大多數處於非飽和狀
態，是所有構築物和邊坡的承載體，也是植物生長的根基。在人類工
程活動和極端氣候的誘發下，非飽和土易發生變形、失穩滑坡等災
害，進而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1995年回到香港後，他
發現全世界關於非飽和土的研究很少，同時，香港和東南亞多地都深
受斜坡安全等問題困擾，於是他將針對非飽和土的基礎研究作為方
向，從全新的視角研究這一重要課題。

在持續研究中，吳宏偉帶領團隊發現了吸力和應力狀態耦合影響非
飽和土滲流—變形—強度的規律，建立了狀態相關非飽和土本構理
論，解決了氣候變化和工程活動作用下普遍存在的滲流—變形—強度
耦合問題。在這些高深的學術術語背後，是一項項正在改善民眾生活
的全新技術。

「數以噸計的泥巴從山頂傾瀉而下，還沒回過神來的居民，瞬間就被
埋在了樓裏。」這是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對1972年和1976年香港秀茂坪
滑坡的描述，這兩宗事故共造成89人死亡；2014年美國華盛頓州Oso
（奥索镇）滑坡造成43人死亡，為美國滑坡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事
故。吳宏偉團隊應用新理論對這三宗災害進行了分析，均成功判斷了滑
坡的發生。他參編了全球首部非飽和鬆散土邊坡評估與設計指南，用於
中國香港、巴西與馬來西亞等地，提升了非飽和土邊坡的設計與治理水
平，助力香港滑坡風險的顯著下降，實現近10年零傷亡的歷史紀錄。

解決「垃圾圍城」的「城市病」
「垃圾圍城」是很難治理的「城市病」，尤其是建築垃圾的處理更

是令人頭疼。吳宏偉的研究則為解決這一問題帶來新的方法。2011
年，吳宏偉作為課題負責人承擔「覆蓋屏障水氣傳導與填埋氣污染控
制」的研究工作。吳宏偉團隊率先提出生態型三層覆蓋系統，採用建
築垃圾和天然土壤構建，不需要土工膜，達到環保、美觀、減碳的效
果。這種「建築垃圾蓋垃圾」的新系統被應用於乾、濕潤氣候區，實
現了優異的防滲及閉氣功能，成功解決傳統覆蓋系統中土工膜老化或
撕裂、土—膜界面滑移破壞等固有問題，並能促進建築垃圾的再生利
用。該系統在深圳最大的生活垃圾填埋場進行了長達六年的監測，結
果顯示，其服役性能優於美國環保局的規範標準。英國皇家科學院、
美國工程院等五院院士Rowe指出，相比傳統技術，該覆蓋系統服役
性能更優異，為國際領先水平。目前，相關技術已被授權中、美兩國
發明專利，新型覆蓋系統被在編國標採用，可替代傳統封場覆蓋系
統，有效提升垃圾填埋場封場工程的防護水平。

這次來到北京，吳宏偉感受到南北方巨大的溫差。他和團隊近期以
來研發的綠色地基技術，通過能源樁的概念，可以將恒溫的地下熱能
轉化成城市居民的供暖熱力。在北京這種四季分明的城市，在夏天還
能將地表的熱氣注入地下，實現真正的「綠色空調」作用。他表示，
這項技術適宜中國北方，期待以後能將技術在北京推廣。

目前，吳宏偉帶領團隊研發的新型非飽和土實驗系統已被全球近
300家研究院、大學和政府部門採用。隨着人們逐漸走出疫情陰霾，
兩地科研應用合作已重啟，他相信非飽和土的理論和應用亦將發揮越
來越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2月17日，何梁何利基金2021和
2022年度頒獎大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
館隆重舉行。2021和2022年度何梁何
利基金科學與技術獎共授予112名傑出
科技工作者。何梁何利基金最高獎
項——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
獎，授予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胡思得院
士和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林鳴院
士。
胡思得院士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設計工
作，先後參加或主持領導了多項試驗，

創造性地解決了一系列關鍵技術問題；
在軍控核查領域，為國家安全利益提供
了重要對策建議，為國防建設作出重要
貢獻。林鳴院士攻克了外海島隧工程多
項世界級難題，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產
權的跨海沉管隧道建造技術體系；主持
建成中國首條、世界最長的跨海公路沉
管隧道，為中國公路沉管隧道趕超國際
領先水平作出重要貢獻。
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授予

66位在數學力學、生命科學、工程技術
等領域取得重大科學發現，或作出突出

貢獻的優秀科技工作者。何梁何利基金
科學與技術創新獎下設青年創新獎、產
業創新獎、區域創新獎三大類，共授予
44位優秀科技工作者。
何梁何利基金由香港愛國金融家何善

衡、梁銶琚、何添、利國偉於1994年
創立，旨在獎勵中國傑出科學家，服務
於國家現代化建設。29年來，共遴選獎
勵1,526位傑出科技工作者，成為中國
社會力量創建科技獎項的成功範例，為
激發中國科技發展的活力、培養自主創
新人才發揮了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17日下午在北京航
天城舉行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與記者
見面會。陳冬、劉洋、蔡旭哲3名航天
員從太空返回75天後首次正式公開亮
相。
航天員乘組飛行正常返回後恢復期主

要分為隔離恢復、療養恢復、恢復觀察
三個階段實施。截至目前，神舟十四號
乘組已完成前兩個階段工作。
2022年6月5日，神舟十四號載人飛

船飛赴太空，隨後與天和核心艙對接。
在軌駐留6個月期間，3名航天員進行了
3次出艙活動、1次太空授課，與地面配
合完成了中國空間站「T」字基本構型
組裝建造，被稱為「最忙乘組」。

陳冬：精細操作換來精彩答卷
「執行任務這半年，每一天都安排得

很滿。應該說，我和我的兩位戰友一起
用精細操作、精心實施，換來了精彩答
卷。」神舟十四號乘組指令長陳冬說。
陳冬是中國首個在太空駐留時間超過
200天的航天員。

劉洋：難忘宇宙美不勝收
2012年6月16日，劉洋踏上飛往太空
的征程，浩瀚宇宙終於有了中國女性身
影。時隔十年，她二叩蒼穹，既有「航
天科技的進步會如此巨大」的感慨，也
有「親身經歷空間站構建全過程」的自
豪。
回首這次在太空的183個日日夜夜，
劉洋說，「我首次嘗試完成艙外操作任
務，當完成所有的既定操作返回出艙口
時，一輪紅日噴薄而出，那一刻不負使
命的如釋重負，渺觀宇宙的美不勝收讓
我難以忘懷；難忘與神十五戰友的勝利

會師；難忘在太空中過生日時，愛人為
我寫的卡片，一雙兒女為我唱的
歌……」

蔡旭哲：期待再次出征
經過12年的艱苦訓練和等待，46歲的

蔡旭哲飛天夢圓。「作為航天員，為祖
國出征太空是我們的初心和使命。」蔡
旭哲說，「我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認真
總結這次飛行任務的經驗，以最好的狀
態投入後續訓練，期待能夠再次出
征。」
目前，在中心科研保障團隊的精心守

護和照料下，3名航天員狀態恢復得很
好，體重穩定在飛行前水平，肌肉力
量、耐力和運動心肺功能儲備得到了進
一步恢復，已全面轉入恢復觀察階段。
待完成恢復健康評估總結後，他們將轉
入正常訓練工作。

2月15日，吳宏偉從香港飛赴北京
領取何梁何利獎，這已是他在內

地優化防疫政策後第二次赴內地，兩地
科研交流線下合作正迫不及待地快速重
啟。「終於來到北京了！」吳宏偉感嘆
地說。他曾以「狀態相關非飽和土本構
關係及應用」榮獲2020年度國家自然科
學獎二等獎，但卻無緣參加2021年初舉
行的國家科技獎勵大會。此次，吳宏偉
再獲何梁何利獎，最終得以在北京釣魚
台國賓館感受這份殊榮。疫情期間經常
線上交流的內地學者朋友，如今相聚北
京，更令他感嘆香港要盡快融入大灣區
建設，香港科學界要合力建設粵港澳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人與人要經常溝通，
心與心才會走到一起。

讓內地學生了解香港一流科研
「此次獲獎，心情格外激動，更希望

以此次獲獎為契機，讓內地更多學生了

解香港的科研工作，香港高校的實力和
水平。」吳宏偉說，他長期負責研究生
教育工作，對內地的學生求賢若渴。
2019年至2020年，因修例風波，報考香
港科技大學研究生的內地學生大幅降低
約30%，隨着香港由亂轉治，內地學生
報名人數立刻反彈，並快速增長。不
過，很多內地人才仍更願意去英美留
學，其實香港的科研教育能力也非常
好，希望通過在國內獲獎，讓更多內地
學生了解到香港也有一流的高校和科研
團隊，選擇在香港進行研究工作。

在內地獲獎如同學術「互認」
吳宏偉是土力學與岩土工程領域公認

的世界領軍學者，在2017-2022年擔任國
際土力學及岩土工程學會主席，是該學
會成立87年以來首位中國籍主席。此次
獲得何梁何利獎，對他而言格外有意
義。「這次獲獎，我感覺是一種bench-
marking（標杆測試），更意味着一種互
認」。
吳宏偉說，香港有很多科學家曾獲得

國際重要科技獎項，但內地學界對此並
不了解，這次能夠得到何梁何利獎，這
如同有了「互認」，科研成果與水平得
到肯定。他說，這不僅是對於自己，還
有很多香港科學家都在追求與內地這樣
的「互認」，以便更好融入國家科技創
新的戰略大局。

◆2月17日下午，在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返回75天後，中國航天員中心在北京航天城舉
行乘組與記者見面會。這是神舟十四號乘組返回後，首次與媒體和公眾正式見面。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