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學者膺基礎科學終身成就獎
國際基礎科學大會在京舉行 表彰三領域傑出貢獻者

2025 國際基礎科學大會 13 日在京開

幕，80多位中外院士、近千名專家學者出

席開幕式。丁肇中、朱棣文、戴維．格羅

斯、羅伯特．恩德雷．塔揚、森重文、喬

治．盧斯蒂格6位科學家獲頒2025基礎科

學終身成就獎。該獎項旨在表彰在數學、

物理、信息科學和工程三大基礎科學領域

發揮根本性推動作用、作出傑出貢獻且具

有獨創精神的科學家，他們的工作在過去

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深刻影響了學科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郭瀚林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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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歲高齡的物理學泰斗丁肇中緩步走向領獎台時，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這位科學巨
擘幾十年來用五項里程碑式實驗重塑了現代物理
學的認知框架。「我是一名實驗物理學家，而實
驗對於知識的進步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義。一種
理論無論多麼精妙，都無法否定實驗結果；只有
當實驗與理論產生矛盾時，知識才能實現突
破。」他透露，目前他正領導着一項在國際空間
站開展的實驗，旨在精確研究宇宙射線的起源、
暗物質及反物質的存在。這是一項在太空進行的
精密加速器式實驗，全球16個國家參與其中，
「迄今為止，我們的研究結果均與現有的宇宙射
線理論不符，這意味着需要建立全新的理論來解
釋。」

美科學家讚中國發展迅速
「多年以來，我一直想要鼓勵跨國之間的合作
和協作，尤其是對於美國物理學家和中國物理學
家之間的交流。儘管現在處在一個困難時期，但
是我們依然在一直推動着。」2004年諾貝爾物理
學獎獲得者戴維．格羅斯表示，非常高興地看到
中國近年來的高速發展，尤其是基礎科學領域。
美籍羅馬尼亞數學家喬治．盧斯蒂格在感言中
談到，他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 1987年，當時在清
華大學校園裏還能看到稻田，並且從北京坐火車
到天津要花三個小時。自那以後，中國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首次來華的日本科學家森重文對
中國數學近年來的快速發展表示讚賞。他提到，
在本次大會的報告人中看到了許多老朋友以及學

術榜樣，與這些傑出科學家
相聚，讓他感到十分欣喜。
國際基礎科學大會主席丘

成桐在致辭中表示，數學、
物理、信息科學與工程等基
礎科學領域，近年來持續取
得突破性進展，極大推動了
人類對自然與宇宙本質的理
解。在數學領域，年輕的學
者們有望解決前人留下的猜
想；物理領域挑戰重重，仍
有重要突破；量子科學家朝
着實用量子計算不停邁進。
在信息科學與工程領域，
Deepseek， Chat-GPT 等 大
模型的持續演進，讓人們看
到人工智能在自然語言處
理、圖像視頻生成、推理、
編程、科學計算等方面蘊藏
的巨大潛力；近來，人工智
能在數學推理及證明方面也
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一切
令人遐想無限，「毋庸置
疑，AI將推動科研範式的深刻變革，也將影響現
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加強科技國際合作尤為重要
他指出，基礎科學的進步不僅關乎技術革新，更

是推動人類文明不斷演進的核心動力。在世界面臨
不確定性的當代，加強科技領域的國際合作、促進
交流互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希望搭
建一個真正自由、開放、包容的國際交流平台，不
論國界，不分語言，以科學為橋樑，讓世界最具創
造力的思想在此碰撞、融合、升華。」

評選出118篇傑出論文
開幕式同時頒發了前沿科學獎，本屆獎項評選
出118篇基礎科學領域的傑出論文，獲獎作者來自
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高校、科研院所及企業。
其中，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中
國科學院等13所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論文作者
攬獲了17項獎項。
據悉，國際基礎科學大會由丘成桐於2023年發

起設立，已成功舉辦兩屆。此後兩周，包括400
餘位國際頂尖科學家在內的近千名海內外優秀學
者、青年學子，將圍繞數學、物理、信息科學和
工程三大基礎科學領域展開學術探討和交流。大
會將舉辦500餘場學術會議，多位國際頂尖科學
家將做報告，分享各領域最新突破性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夏微 上海報道）13
日，「相聚上海 共謀發展」2025滬港澳台僑青年無人
機邀請賽及低空經濟發展交流活動在上海大學成功舉
辦。來自滬港澳台和海外的近百位無人機賽手和300餘
位觀眾參加。
上海大學黨委書記成旦紅在致辭中指出，本次邀請賽
不僅是一場科技盛會，更承載着深遠的文化意義。滬港
澳台僑青年血脈相連、文化同源，雖然地域各異，但對
以科技賦能未來的追求一致，對跨越隔閡、增進友誼的
期待相同。
本次比賽採取分組進行，選手們需先完成模擬飛行測
試，再佩戴VR眼鏡，操控手持遙控器，駕駛穿越型無
人機完成高速拱門穿越挑戰。比賽現場不僅技術感十
足，也充滿交流氣氛。儘管參賽者來自不同地域與學
校，但彼此之間互相鼓勵、切磋技藝，展現出青年人特
有的活力與團結。

港無人機飛手開場表演引喝彩
最吸引目光的，是由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派出的專業
飛手帶來的開場表演。飛手們操控高速無人機，以驚人
的速度和精度穿梭於拱門之間，贏得現場觀眾陣陣喝
彩。
「我從三四年前開始接觸無人機，慢慢從興趣愛好轉
向專業競技。這次能來上海交流示範，感到非常興奮，
也希望能與各地飛手們互相學習、了解彼此文化。」來
自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的江庭恩表示。
不少初次參與賽事的選手也在比賽中收穫頗豐。來自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的高一學生林嘉謙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我們學校導師推薦我來參賽，主要是希

望我們可以多走出來、開闊眼界。我自己也一直對機器
人和無人機很感興趣，雖然經驗不多，但今天的體驗真
的很寶貴。」
本次活動由上海海外聯誼會指導，上海大學主辦，寶

山海外聯誼會協辦。上海市委常委、上海海外聯誼會會
長陳通，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滬港社團總會名譽顧問、
盤谷銀行資深副總裁、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局主席
孔令成，上海海外聯誼會執行副會長、上海市政府僑辦
主任董依雯等出席活動。

對於理工學科與人文學科如何平衡才

能更好促進人類文明發展？多位 2025

基礎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計算機科學家羅伯特．恩德雷．塔揚認為，在教育

事業中應避免僅只專注於某一個領域，要讓科學家們

充分掌握人文方面的知識和視角。同時，人文學家們

也應更多地去了解科技方面的知識，因為這些內容是

人類社會面臨的很多主要問題的來源，「我覺得，要

創造機會去促進一些跨學科項目的開展，能夠讓科學

家們了解一些人文的視角，同時讓人文學家們能夠掌

握更多科學方法去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

「我們當然需要了解人文學科包括文學、歷史等這

些方面，這樣才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所作所為

之間互相聯繫的關係，以及對世界的影響。」1997年

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朱棣文談到，2000年自己在報紙

上讀到一些關於氣候變化的新聞，進而開始思考相關

的問題。他強調，作為科學家不僅要在研究方面做出

努力，也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讓人們知道氣候變化等

現象影響的嚴峻性，「對於未來來講，我們需要通過

科技的發展，找出盡可能好的解決方案。」

頒獎典禮上，大會主辦方安排了中學生為獲獎科學家

獻上了他們繪製的肖像畫。國際基礎科學大會主席丘成

桐指出，這一舉措旨在給年輕學子們創造與世界知名

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工程學家直接見面交流的機

會。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戴維．格羅斯談到，自己去

過中國很多地方，有機會和一些青年學者，包括在校

學生交流，「我能夠感受到他們對於科學有着濃厚的

興趣，這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

的科學發展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他們能夠把這個

興趣保持下去，也希望他們的才能不被AI所取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郭瀚林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脈絡膜黑色素瘤是成人群體常見的
原發性眼內惡性腫瘤，為控制腫瘤生長
擴散，眼球摘除術是標準治療方案。香
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州泰和腫瘤醫
院團隊近日順利完成全國首例脈絡膜惡
性黑色素瘤質子治療，通過「亞毫米級
立體定向爆破」技術精準打擊腫瘤，使
患者免於眼球摘除。
據了解，人類眼球內部襯着一層深褐
色的「桑葚醬」—脈絡膜，它由密集
的血管和黑色素細胞組成，柔軟而富有
營養，為視網膜輸送氧氣和能量。不
過，隨着年齡增長，如果黑色素細胞突
然「黑化」並增殖，就會形成一種僅次
於兒童視網膜母細胞瘤的常見眼內惡性
腫瘤—脈絡膜惡性黑色素瘤。這顆
「定時炸彈」很可能使患者喪失視力，
甚至威脅生命。

無創無痛 突破保眼難題
去年6月，一位男性患者左眼出現不
明原因的視物模糊和視力下降，超聲檢
查發現其內部存在一個8.7×4.3mm的
團塊，今年又增大至9×8mm，被診斷
為脈絡膜惡性黑色素瘤。經綜合評估腫
瘤位置並充分考慮患者保眼球、保外觀
的強烈意願，廣州泰和腫瘤醫院最終採
用國際先進的質子放射治療方案。
廣州泰和腫瘤醫院放療部主任袁太澤
介紹，以往的眼球摘除手術雖然能夠有
效控制局部病灶，但不可避免地造成患

者的永久性失明和面部外觀改變。此
前，德國團隊發表的982例眼惡性黑色
素瘤大樣本研究顯示，質子治療局部控
制率高達96.4%，眼保存率95.0%，能
顯著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功能等
生活質量指標。
據悉，作為華南地區首家配備全球頂
尖質子治療系統的腫瘤專科醫院，該院
今年初完成首批內地、香港、海外患者
的治療，為包括兒童髓母細胞瘤在內的
多種腫瘤患者成功實施手術。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加速布局質子

治療設備和系統，除了廣州泰和腫瘤醫
院，2023年7月，香港養和質子治療中心
建成並投入使用，內地首家公立醫院中國
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深圳醫院質子治療中
心上個月啟動患者預約。另外，佛山、廣
州南沙等地亦正在加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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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文並重 科學家也需掌握人文視角
特稿

●目前，大灣區各地加速布局質子治療
系統。圖為廣州泰和腫瘤醫院質子治療
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郭瀚林

六位獲獎者及主要科學成就

羅伯特．恩德雷．塔揚
1986年圖靈獎得主，其在圖

論算法和數據結構方面的開創
性貢獻，徹底改變了計算圖論
領域。他最著名的貢獻是高效
算法和數據結構的設計與分
析。

森重文
曾任國際數學聯盟主席，他最

著名的成就是將經典的極小模型
理論從代數曲面推廣至三維，為
高維代數幾何研究開闢了嶄新的
途徑。

戴維．格羅斯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物理學

家之一，他與合作者共同發
現了量子色動力學中的漸近
自由概念，獲得2004年諾貝
爾物理獎。

朱棣文
可持續能源解決方案的堅

定倡導者，1997年諾貝爾物
理獎獲得者，首位在美國內
閣任職的科學家，曾提出
「葡萄糖經濟」等創新理
念。

喬治．盧斯蒂格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他

提出的量子群典範基概念等，不僅推
動了表示論的理論基礎，也為幾何表
示論、數學物理等領域的探索開闢了
新途徑。

丁肇中
實驗物理學領域的泰斗，他在高能

物理領域取得的突破性研究成果，為
人類探索萬物和宇宙的基本構成作出
了革命性貢獻。他最著名的成就是
1974年發現J/ψ介子，他與合作者也
因此獲得了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香港無人機運
動總會派出的專
業飛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攝

◀香港無人機飛
手在虛擬飛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攝

●戴維·格羅斯

●丘成桐（左）為89歲高齡的丁肇中（中）頒發2025基礎科學終身成就獎。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2025國際基礎科學大會在京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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