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研人以外，更多的外
国青年科学家也抱着探索未知
领域的科学精神，纷纷选择中国
作为成就梦想的舞台。

已在上海定居近5年的马
来西亚籍李政道研究所青年学
者许金祥是一位在缪子物理实
验领域长期耕耘的青年科学家，
自2019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李
政道研究所工作，他一直致力于
推动国内缪子物理的发展。

“如果你玩过乐高，就知道
它是由一些基本单元构成的，不
同的基本单元组合可以搭出不
同形状、颜色的乐高玩具。宇宙
也是如此，由基本粒子组成，我
们耳熟能详的电子正是其中之
一，而缪子则是类似电子的另一
种基本粒子。它是如何与其他
的基本单元相互作用，当中又有
多少种相互作用？我们正在对

此展开研究，希望能够找到更多
这种形成宇宙的基本单元和基
本相互作用。”许金祥说。

张江的大科学装置成为许
金祥大胆验证科研设想的最好
助力。他首先提出利用上海
SHINE（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的加速器电子驱动高重频
脉冲式缪子源，并将其应用于粒
子物理、凝聚态物理和化学等研
究领域。这一设想于2022年入
选上海市“基础研究特区”计划，
并获得了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
认可。目前，许金祥正与上海科
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
研究院合作，开展该缪子源的可
行性研究。

不仅仅在基础研究领域，他
的研究也有望推广到实际应用
领域。“由高能宇宙射线产生的
缪子从天而降，可以穿过很厚的

物体，且能对很大的物体成像。”
根据这一特点，许金祥正带领团
队与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合作，探索缪子成像技术在上海
市地下空间安全运行中的应用
研究。

许金祥的团队约有博士后
和研究生10人左右，除了中国
科研人员，还有来自日本、马来
西亚的科研人员。团队聚集各
国科研精英，这样的“国际范儿”
在他所在的李政道研究所中并
不少见——全所100余位科学
家分别来自六大洲的16个国家
和地区，外籍科研人员占比约
40%。

一群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
家，聚在一起自由探索最前沿的
科学问题，继而推动物理学及其
交叉学科研究的重大发展，也历
练出中国本土的顶尖科学家。

李政道生前希望看见中国也有
自己的“玻尔研究所”，这样的研
究机构如今已在上海张江初见
雏形。不同文化的交融，跨界领
域的思想碰撞，以及紧密的国际
合作、人员交流，让科学产出在
这片沃土上源源不断地生发。

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
停止。从上世纪末，中国科学
院上海天文台就致力于开展超
大质量黑洞的高分辨率观测研
究，20多年从不懈怠，近年来牵
头大陆学者参与事件视界望远
镜（EHT）国际合作，更是让人们
对于黑洞的想象成为具象。
2019 年和 2022 年分别在 M87
星系中心捕获的人类首张黑洞
照片和人类所居的银河系中心
黑洞照片，前者获得 2020 年基
础物理学科学突破奖。2023
年，上海天文台领衔国际合作
发布了 M87 黑洞的“全景照”，
给黑洞和周围环境拍摄“全家
福”，引发国内外极大关注。目
前，团队正为下一代黑洞成像
积极推动建设我国的亚毫米波
望远镜。

90后赵杉杉，从2017年至
今，亲历了M87黑洞照片和银河

系中心黑洞照片的合作研究过
程。“黑洞图像的理论解释是非
常‘昂贵’的研究工作，每张模型
图像背后是大量的人力和算力，
一次数值模拟需要在超级计算

机上算几周到几个月，如果变动
参数就要重新计算。”这位中国
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高分辨射电
天体物理课题组的青年研究人
员说，正是这样的锻炼平台，让

她的视野打开了，从曾经的“只
会推公式”成长为如今的“多边
形战士”。

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
科研人员开始参与到国家重大
科研任务中去。上海天文台
M87黑洞观测团队里，32岁的杨
海是最年轻的一员，他需要用物
理学的方式“解释”关于黑洞的
数据。坐落于上海浦东张江的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
院担负着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
统从关键技术攻关、试验卫星工
程到高密度组网部署的全过程，
2015年北斗导航卫星发射首发
星时，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团队的
平均年龄不到32岁。

充满活力的青年人才正成
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抓住难得
的历史机遇，他们迈向改革再出
发的步伐愈发从容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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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拥抱青年开放包容
上海科创一路繁花

将于9月7日开幕的浦江创新论坛，首
次设立青年创新论坛。论坛将继续召开青
年科学家座谈会为青年科学家提供思想交
流机会。论坛也将发布第四季“寻找青年
的声音”名单，鼓励优秀青年追逐创新梦想。

已经连续举办到第十七届的浦江创新
论坛，逐渐成为青年科学家活跃的舞台。
他们，正成为科技创新中挑大梁的主角。
张开双臂拥抱全球英才，不拘一格留住本
土人才，也正是开放、包容的精神，让上海
建设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这10年，一路
繁花盛开。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上海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

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崇尚科学精

神的城市。”许金祥如今已在上

海安家，妻子在张江药企工作，

孩子也在上海出生。他去过很

多国家，在他看来，上海乃至中

国的科研团队中，人员的平均年

龄都相对更低，更年轻更有活

力。除了大科学装置、诸多高校

聚集等“硬核”吸引力，上海对于

青年科学家的吸引力更体现在

很多“软实力”上。

他举了个例子。之前有些

科研项目，虽然外籍学者可以

申请，但申请书建议用中文填

写，“我是会中文的，但不少国

际学者都不懂中文，在填写申

请书时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我们就把这个事反馈给了上海

市政府，很快，上海市政府启动

了专门支持外籍学者的试点项

目，而且发布的科研项目申报

通知采用了中英文双语版，支

持用英文写申请书。”许金祥

说，虽然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却

能展现出上海给予科技人才的

良好生态，极大鼓励了上海外

籍人才的积极性和信心。

在上海召开的浦江创新论

坛，一直有个常规“节目”——

青年科学家座谈会，鼓励青年

科学家为更好发挥人才作用建

言献策。多年来，青年意见被

广泛听取，不断转化为创新发

展新动力。论坛“寻找青年的

声音”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三

届 ，30 余 位 青 年 人 才 脱 颖 而

出。今年还将首次与《麻省理

工科技评论》合作举办全球科技

青年论坛，发布“35 岁以下科技

创新35人”人选。

上海既张开双臂拥抱全球

青年科技英才，也让更多本土科

技青年愿意留在故土。中国科

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青年特聘研究员田野就以自己

是本土培养为傲。他坦诚，毕业

时曾面临留在上海还是出国继

续深造的选择，“当时也有国外

知名的研究所伸出橄榄枝，但我

最终选择留在了国内。”他说，这

些年的发展证明自己的选择没

错，“各项政策都是响应科技部

号召，鼓励青年人揭榜挂帅，不

唯学历、头衔和出身，给我们年

轻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年轻人承担起重大科研任务

成为外籍青年科学家成就梦想的舞台

“硬核”吸引力外
还有“软实力”

许金祥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黑洞成像研究团队。

2023年浦江创新论坛“寻找青年的声音”现场。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