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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因1982年发现“准晶”而独享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 

 

事实上，中国科学家对准晶的研究起步并不晚，并曾对这一诺奖成果的验证作出过重要贡献。只是

由于历史原因，与此次诺奖擦身而过。 

    

论战论战论战论战：：：：““““中中中中国国国国相相相相””””的有力佐的有力佐的有力佐的有力佐证证证证 

 

谢赫特曼发现准晶，也曾遭受化学界权威的质疑。诺贝尔奖获奖者，美国化学家鲍林就曾措辞强硬

地捍卫传统晶体的“纯洁性”。他认为所谓的准晶不过是众人皆知的孪晶。 

 

到底是准晶，还是孪晶？在论战中，中国科学家独树一帜，为最终达成准周期晶体概念共识提供了

有力的佐证。 

 

故事可追溯至1956年。受周恩来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时在瑞典工作的著名冶金专家郭可

信先生回到祖国。当他正准备施展所学，奉献于祖国科学事业之时，先后赶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

命”。 

 

“文革”结束，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已年近60岁的郭可信敏锐捕捉到利用高分辨率电子显微

术进行合金相研究的国际热潮。1980年，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的郭可信向中科院领导立下“军

令状”，申请引进当时最为先进的JEM200CX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并保证拿到设备后，三年内必出成

果。 

 

1981年秋天，郭可信的申请得到批准。1984年，他带领的团队果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高温合金中

分离出来的Laves相、Frank-Kasper相及C相的单晶衍射图中，都发现有五次对称分布的强斑点。 

 

随后，郭可信又安排研究生张泽（现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进行钛镍合金实验，另一

名研究生蒋维吉开展镍锆合金实验，深入推进这项研究。 

 

1984年11月，张泽在中科院金属所的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下得到五次对称的电子衍射图。为进一步

弄清情况，郭可信让张泽在1985年春节探亲期间，去上海硅酸盐所进行大角度倾转实验。 

 

此时，郭可信看到了谢赫特曼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有关发现铝锰准晶的论文，并把情况告知

远在上海的张泽。 

 

1985年2月，张泽在钛镍合金中如期发现了五次对称准晶。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在过渡族金属合金中

观察到准晶，扩大了准晶出现的合金范围。随后，郭可信团队对其微观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电子衍射和高

分辨电子显微像观察。 

 

与此同时，蒋维吉也在急冷的镍锆合金中得到了五次对称电子衍射图。经仔细分析，这是由镍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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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的10次旋转孪晶产生的，与准晶的高分辨像点呈非周期性五次旋转对称分布迥然不同。 

 

1985年，张泽为第一作者的准晶研究论文《一种具有20面体点群对称的新相》、蒋维吉为第一作者

的孪晶研究论文《急冷镍锆合金的十重孪晶》，同时发表在英国《哲学研究A》杂志上。 

 

中国科学家为准晶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法国晶体学家格雷迪雅斯，也是与谢赫特曼一同发

表准晶论文的第三作者，称张泽发现的五次对称钛镍准晶相为“China Phase”（中国相）。 

 

蒋维吉得到的孪晶高分辨像，后来在很多地方刊出，作为十次孪晶的“标准照”。这从另一个角度

证明了五次对称准晶不是孪晶。 

 

“我们的发现是独立的，并且与谢赫特曼的研究属于不同的研究体系。”当年在金属所负责指导准

晶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家叶恒强说。 

 

郭可信带领的团队，一举将中国的准晶和电子显微研究带入了世界前列，并在随后的20多年中，一

直与美国和日本并列“准晶研究三雄”。 

 

回顾当年的研究经历，叶恒强动情地跟记者说：“郭先生把下半生都投入在里面。”当年的努力，

已成为准晶领域中国科学家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愫。 

 

2006年12月，郭可信先生与世长辞。在他身后，是中国科学的宝贵遗产。 

 

错过错过错过错过拿拿拿拿奖奖奖奖但未但未但未但未错过错过错过错过前沿前沿前沿前沿 

 

“中国科学家真的离这次诺奖很近，但这是历史的遗憾吧。”曾师从郭可信先生的大连理工大学教

授董闯表示，“不能说郭先生没有抓住机遇，而是整个历史造成的。” 

 

在叶恒强看来，准晶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发现，亦需要成熟的条件。第一，对于20面体结构在液体

和固体中的排布，已经在理论上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第二，高分辨率电子显微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

技术支撑。第三，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强度合金的需求，各国都在尝试用不同于传统的快速冷却方

式发展合金。 

 

“从这三个条件来看，美国在当时是最完备的。”叶恒强说，重大科学发现的机遇往往出现在各方

条件都已成熟之时。在叶恒强看来，由于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当时的中国科学家并未受到仪器设备方面

的太多制约，而在理论和社会需求方面，确实还有差距。 

 

“晚了一步，那就是晚了。历史就是如此。”叶恒强认为中国科学家并不需要为此太过遗憾，“一

直以来，我们在准晶的合金学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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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者不怕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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