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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方黄方：：脚踏实地脚踏实地 勇攀基础研究高峰勇攀基础研究高峰

黄方，2022年度安徽省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获得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专业

教授，主要从事金属稳定同位素、实验岩石学

和铀系不平衡研究，在金属稳定同位素的测

量、示踪原理和应用，微量元素在矿物——熔

体间分配系数的实验测定，俯冲带岩浆作用

的过程和时间尺度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原创成

果。

黄方有众多荣誉加身。2007年，他在伊利

诺伊大学额巴纳——香槟分校（UIUC）获得博

士学位，2011年回国工作，2012年获第14届

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获

2012年孙贤鉥奖，2013年获得中国青年科技

奖，2013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2016年获教育部青年科学奖。

矢志不渝
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黄方的学术科研道路从中科大迈出第一

步，也从中科大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2002

年，在中科大学习了8年的黄方决定出国留

学。第一站，他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香槟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

后，黄方并没有急于回国，而是选择去素有

“欧陆第一名校”之称的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

学院做博士后。“担心在国外学到的东西还不

够，回国担不起交给自己的工作。”黄方说道。

2011年，黄方带着深厚的创新理论和丰富

的应用研究经验回到中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

学院。“在祖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如果

没有参与其中必然会终生遗憾。”黄方从事的

研究是非传统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自然界

的同位素丰度变化很小，要顺利完成研究，首

先需要对样品进行同位素组成高精度测试。

当时仪器的使用存在很多盲区，每一步几乎都

需要黄方去探索。

经过不断摸索，终于同位素比值精度可满

足测试要求。然而，每到秋天，样品的同位素

比值就会“飘”，达不到稳定值，他搞不明白哪

里出了问题。他带领学生们一条一条地梳理，

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发现是由于实验室的温度

控制不够稳定造成的。

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黄方看到波光

粼粼的水塘水面上波纹在晃动，他的脑海中突

然闪现出“动态平衡”四个字。刹那间他茅塞

顿开，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实

现实验室热量的动态平衡。很快，黄方及团队

成员对症下药，在反复测试下，仪器终于稳定

下来。

经过多年攻关，如今，黄方所在的金属稳

定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在相关技术指标方

面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使我国测量方式及手

段上了一个大台阶，帮助中国非传统稳定同位

素研究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

为国引才
躬身践行“红专并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由中科大一手培养起来的黄方，深知这所

大学的分量。从“两弹元勋”钱学森、郭永怀，

到中科院院士潘建伟，一个个响亮的名字续写

着这里科教报国的使命与光荣。黄方坚信，为

中科大延揽人才，就是为国家延揽人才。“合肥

近年发展速度很快”“中科大学术氛围浓厚”

“非常适合青年人才回国从事高水平科学研

究”……黄方总是不放过每一个推介中科大的

机会。

回到中科大后，黄方担任过人力资源部副

部长，主要负责学校人才引进工作。为做出成

效，黄方像科学研究一样，反复摸索创新吸引

人才的方式。“魂牵梦绕的故乡、朝思暮想的亲

人、永生难忘的味道、辽阔美丽的祖国，何时归

来，爱你所爱？”招聘宣传材料中的这段话，黄

方和同事几易其稿，“就想把自己当时渴望回

到祖国的那种心境表达出来。文字虽少，如果

能够和人才产生共鸣，多少稿都是值得的。”

“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中科大的殷殷嘱托，对此黄方也

有自己的理解。“基础研究是学科发展的根基，

可以支撑很多不同方向和领域的研究。只有

坚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基础研究，潜心

钻研，才能在国家有需求时贡献力量。”他是这

么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带着中科大的

底 色 ，阔 步 行 走 在 他 认 定 的 道 路 上 。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工作中的黄方。

匡光力匡光力：：孜孜以求孜孜以求 不断冲破不断冲破““最高稳态磁场最高稳态磁场””
匡光力，2022年度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奖

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

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强磁场安徽省实验室主

任、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关键技术预研项目总

指挥、安徽大学校长。

他扎根科研近30载，率队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填补国内技术空白，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和不断突破极限的追求精神，使稳态强磁场

实验装置刷新世界纪录。

多年技术攻关
终破世界纪录

世界科技强国一直都非常重视强磁场实

验室的建设，如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强磁场领域几乎一片

空白，这成为制约科技进步的一块短板。”匡

光力提到，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项目立项

初期，他每天都在想着怎样能将这个项目立

在合肥。“合肥需要、安徽省需要、中部崛起需

要”，他深刻意识到这个项目的意义，也对自

己和团队有十足的信心，在他不懈地努力下，

最终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准，就这样，位于合肥

科学岛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2008年开工建

设，于2017年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2016年，强磁场团队自主研制成功中心场

强达40万高斯的混合磁体，一举跻身世界第

二。成绩固然可喜，但强磁场团队追求创新、

勇攀高峰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强光磁预研项目的支持下，经过5年

多紧张的技术攻关，强磁场团队创新了磁体结

构、研发了新材料、优化了制造工艺，终于取得

重大技术突破。

2022年8月12日，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实

现重大突破，其混合磁体（磁体口径32毫米）产

生了45.22万高斯（即45.22特斯拉）的稳态磁

场，超越已保持了23年之久的45万高斯稳态

强磁场世界纪录，成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可支持

科学研究的最高稳态磁场，是我国科学实验极

端条件建设乃至世界强磁场技术发展的重要

里程碑。

“这次能打破世界纪录是我们多年来矢志

不移坚持自主创新的结果。”匡光力面带喜悦

地说道。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广泛应用于多领域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使我国磁体技术和

综合性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用户依托装置

已在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医药、工程技术等

多学科前沿探索中取得诸多重大原创成果。

匡光力介绍道：“其实，关于强磁场及其相关

应用早已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医院里的磁

共振成像就是稳态强磁场的典型应用之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稳态强磁场

是物质科学研究需要的一种极端实验条件，

是推动重大科学发现的“利器”。在强磁场实

验环境下，物质特性会受到调控，有利于科学

家们发现物质新现象、探索物质新规律。

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自投入运行以

来，已经运行超过 50 万个机时，为国内外

170多家单位提供了实验条件，包括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大、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高能所、

电工所、半导体所，美国哈佛大学、新加坡国

立大学、德国马普所等装置用户，在物理、化

学、材料、生命健康、工程技术等领域开展了

超过3000项前沿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科技成果，如首次发现外尔轨道导致的

三维量子霍尔效应、揭示日光照射改善学习

记忆的分子及神经环路机制等等。

与此同时，研发装置衍生的成果和依托装

置研究产生的多项成果，如组合扫描探针显微

技术、国家Ⅰ类抗癌创新靶向药物等，也成功

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国强磁场实验室虽起步较晚，但仅用十

余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跟跑到并

跑领跑的关键跨越，创造了强磁技术发展的

“中国速度”。

面向未来，匡光力表示，团队已经有了新

的奋斗目标——研制以55特斯拉混合磁体、

36特斯拉超导磁体为代表的，着力解决国家

重大需求的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并且将充

分用好实验装置，继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匡光力（左一）与团队成员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