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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訊】綜合路透

社、美聯社

報道：瑞典皇家

科學院3日宣布，將2023年諾貝

爾物理學獎授予皮埃爾．阿戈斯

蒂尼、費倫茨．克勞斯和安妮．

呂利耶，以表彰他們將產生阿秒

光脈衝的實驗方法用於研究物質

的電子動力學。克勞斯形容，阿

秒光脈衝如同擁有高速快門的相

機，讓科學家得以捕捉原子和分

子內部轉瞬即逝的電子運動過

程。阿秒光脈衝被視為激光科學

歷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主

要應用前景包括研究疾病微觀起

因、提升電子器件運行速度等。

得獎理由

「表彰他們將產生
阿秒光脈衝的實驗
方法用於研究物質
的電子動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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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秒光脈衝三傑獲諾貝爾物理獎

諾貝爾物理學獎

▲▲呂利耶呂利耶33日在瑞典隆德大日在瑞典隆德大
學接受記者採訪學接受記者採訪。。 美聯社美聯社

瑞典皇家科學院常任秘書埃勒格倫3日宣
布，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阿戈斯蒂尼、德
國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學研究所主任和德國
慕尼黑大學教授克勞斯、瑞典隆德大學教授呂
利耶共同獲得20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將
平分1100萬瑞典克朗（約780萬港元）獎金。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當天發表的新聞公報中
說，三位獲獎者 「展示了一種產生極短光脈衝
的方法，它可用於測量電子移動或改變能量的
快速過程」 。諾貝爾物理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
奧爾松說： 「我們現在可以打開電子世界的大
門，阿秒物理學使我們有機會了解受電子支配
的機制。下一步研究將是如何利用它們。」

有望推動醫學及電子學發展
電子圍繞原子核運動的時間尺度為阿秒量

級。一阿秒等於10的負18次方秒，一秒鐘內的
阿秒數，相當於138億年前宇宙誕生以來所經過
的秒數。一束光從房間一端照射到對面牆壁
上，就已經過去了100億阿秒。想要觀測和研究
電子在阿秒時間尺度上的運動，就需要阿秒光
脈衝技術。

1987年，呂利耶和她的同事發現，紅外線
激光穿過惰性氣體時會產生諧波。她發表了一
系列文章，並繼續探索這種效應，為接下來的
突破奠定了基礎。據諾貝爾獎官網介紹，在適
當條件下，諧波的周期重合，就會形成集中的
阿秒脈衝。2001年，阿戈斯蒂尼成功製造出一
系列連續的光脈衝，每個脈衝的持續時間僅為
250阿秒。與此同時，克勞斯正在進行分離單個
脈衝的實驗，他們最終成功分離出了持續650阿
秒的脈衝，並用它來跟蹤和研究電子脫離原子
束縛的過程。

阿秒光脈衝目前已成為物理、化學、生物
等眾多領域重要的研究手段，將科學家研究物
質結構的視野從分子拓展到原子內部。阿秒光
脈衝技術的主要應用前景包括幫助人們弄清疾
病的微觀起因、大幅提升電子器件運行速度、
推進超導技術研究等，有望成為新一輪電子信
息技術革命和能源革命的推動力。

與中國科學家緊密合作
呂利耶說，她得知自己獲得諾獎時正在給

學生上課，因此評獎委員會打了3通電話她才接
起， 「我很榮幸能獲獎。這令人難以置信。」
她堅持上完了課，並調侃說獲獎消息讓餘下的
半小時課程 「有點艱難」 。呂利耶補充說，她
的工作展現了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無論其
應用前景如何。據美聯社報道，在阿秒光脈衝
技術的實際應用前景為人所知之前，呂利耶已
在相關領域耕耘了30年。

克勞斯接受電話採訪時說，10月3日是德國
法定假日（德國統一日）， 「我的同事們都在
享受假期，希望明天我們能碰面，到時候我們
可能會開香檳慶祝。」 阿戈斯蒂尼目前身在巴
黎，評獎委員會未能第一時間聯繫到他。他
說： 「我不敢相信……我的女兒打電話通知
我，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獲獎的消息。」 阿
戈斯蒂尼和呂利耶均出生在法國，法國總統馬
克龍在社交媒體發文慶賀說： 「我們的國家為
此自豪！」

三位獲獎科學家與中國研究人員有緊密合
作，例如舉辦學術論壇、共同培養研究生等。
談及對他們的印象，復旦大學物理學系陶鎮生
教授表示，呂利耶待人友善柔和，近年來活躍
在國際會議上；克勞斯傾心前沿研究，最近轉
入了生物、醫療領域，他在演講時特別喜歡用
動畫來演示。

新研究驗證諾獎魔咒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

報道：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團隊8月
發表一項研究結果，指出很多科學
家在獲得諾貝爾獎等重大獎項後科
研生產力和影響力不增反降，似乎
驗證了所謂的 「諾貝爾獎魔咒」 。

史丹福大學流行病學家約安尼
迪斯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英國《皇家
學會開放科學》期刊發表研究結
果，嘗試量化並研究 「重大科學獎
項能否推動科學進步」 。研究小組
選取了本世紀以來72名諾貝爾獎得

主和119名麥克阿瑟獎得主作為研究
樣本。麥克阿瑟獎又被稱為麥克阿
瑟 「天才獎」 ，被視為美國跨領域
最高獎項之一。

研究對比了這些獲獎者獲獎前3
年和獲獎後3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及被
引用次數。約安尼迪斯認為，論文
數量可以反映生產力，被引用次數
則可以反映作者在該領域的影響
力。研究結果顯示，諾獎得主獲獎
前後發表的論文數量並無明顯變
化，但獲獎後文章被引用次數遠少

於獲獎前；麥克阿瑟獎得主獲獎後
發表的文章數量略微增加，但被引
用次數幾乎不變。按年齡劃分，42
歲以上獲獎者的文章數量和引用次
數均下降。

約安尼迪斯稱，這些獎項似乎
沒有提高獲獎者的科研效率，甚至
可能有消極影響。但他承認，此項
研究具有局限性，還有其他影響因
素。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家祖克曼
表示，僅用論文數量等數據衡量科
研生產力並不合理。

【大公報訊】綜合BBC、美國物
理學會網站報道：3日公布的諾貝爾物
理學獎獲獎名單與去年的 「諾獎風向
標」 沃爾夫獎高度重合，呂利耶和克
勞斯均兩次上榜。值得注意的是，呂
利耶成為史上第五位獲得諾貝爾物理
學獎的女性，也是沃爾夫物理學獎的
第二位女性得主。

呂利耶的科學啟蒙來自她的祖
父，一位從事無線電通信研究的電氣
工程學教授。10歲時，呂利耶 「懷着
敬畏的心情」 觀看阿波羅11號登陸月
球，這激勵着她投身科學研究。2007
年至2015年，她是諾貝爾物理學委員
會的成員，曾經負責頒獎，如今她自
己終於成為獲獎者。她3日接受採訪時
表示，女性諾獎得主並不多， 「這具
有特別的意義。」

呂利耶去年因為對阿秒物理學的
貢獻獲得沃爾夫獎，是繼華裔物理學
家吳健雄之後，第二位獲得該獎項的
女性。她表示： 「我很自豪，但同時
我認為現在是女性獲得更多此類獎項
的時候了。」 呂利耶指出，物理學領
域的女性比她們的男性同事更引人注
目、更脆弱，而且往往更孤獨，她自
己也一直在與性別歧視作鬥爭；幸運
的是，隨着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這個
領域，這些問題得到了改善。

她鼓勵對物理學有興趣的女性堅
持本心，但並不認為女科學家必須將
一生奉獻給事業， 「你可以擁有一個
家庭，也可以擁有在物理學之外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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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利耶表示，女性在物理學領域較為弱勢，
但近年情況已開始好轉。 網絡圖片

▲瑞典皇家科學院3日揭曉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並介紹他們的研究內
容。 美聯社

▲▲阿戈斯蒂尼得知自己獲阿戈斯蒂尼得知自己獲
獎後露出笑容獎後露出笑容。。 美聯社美聯社

▲▲克勞斯計劃與同事一同克勞斯計劃與同事一同
慶祝獲獎慶祝獲獎。。 路透社路透社

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阿秒光脈衝如何產生
激光穿過惰性氣體時，氣體中的原子會產生紫外光諧波。

在適當條件下，諧波的周期重合，形成集中的阿秒光脈衝。

諧波疊加

增強或
互相抵銷

產生
阿秒光脈衝

觀測
光束結合

過濾器

脈衝序列

激光

氣體

實驗設置示例：將激光分為兩束，其
中一束用於產生一系列阿秒光脈衝，
然後將該脈衝序列添加到原始激光脈
衝中，進行極其快速的實驗。

為電子世界拍快照 助研疾病微觀起因

▲記者們3日等待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結果。
法新社

• 1962年出生於匈牙利莫
爾，1991年獲奧地利維也
納理工大學博士學位，現為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
學研究所所長、慕尼黑路德
維希─馬克西米利安大學教

授。阿戈斯蒂尼取得突破
時，克勞斯正在進行另一種
實驗，捕捉持續時間為650
阿秒的光脈衝。

•1941年出生於法國，1968
年獲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
博士學位，現為美國俄亥俄
州立大學教授。2001年，
阿戈斯蒂尼成功產生一系列
連續的光脈衝，每個光脈衝
持續時間僅為250阿秒。

•1958年出生於法國巴黎，
1986年獲法國巴黎皮埃爾
和瑪麗居里大學博士學位，
現為瑞典隆德大學教授。
1987年，呂利耶發現將紅
外線激光射進惰性氣體時，
會產生許多不同的諧波。她
的發現為後來阿秒光脈衝研
究領域的突破奠定了基礎。

安妮．呂利耶 皮埃爾．阿戈斯蒂尼 費倫茨．克勞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