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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以科创为坐标轴，阅读上

海，一定不能错过张江的“鹦鹉螺”。“鹦

鹉螺”大名“上海光源”，全称“上海同步

辐射光源”，是我国第一台由国家和地

方共同投资、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合作

建设的大科学装置，由中国科学院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承建。

在张江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光源算

得上“老大哥”：2004年 12月破土动工，

约 300人的光源团队，在 300多个单位

的协助下，经过大规模技术攻关与系统

集成，于 2009年 4月按期、高质量地完

成了建设任务，2010年通过国家验收。

开放 8年来，这台“超级显微镜”以

光为媒，持续升级：上海光源二期扩容

工程、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

与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平台去年底

开工建设，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

置正在出光调试。8年多来，这个平台

已安排了来自 460 家单位的 2000 多个

研究组开展科学研究，实验用户超过 2
万人，支撑我国科学家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研究成果。

上海光源外形酷似巨大的“鹦鹉

螺”，圆形的“螺壳”内，3台加速器负责

“出产”同步辐射光。无数电子以近乎

光速昼夜不停地高速旋转。每每转弯，

就会沿切线方向放射出一束束不同波

长的高品质同步辐射光，通过光束线最

终照射在各个实验站的样品上。

运用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科学原

理，科学家可以在分子和原子尺度上观

察微观物质世界。拿结构生物学来说，

原来单个课题组解析一个蛋白质结构，

可能要几年时间。上海光源建成后，平

均解析时间降为几个月甚至数天。目

前，我国研究人员利用上海光源 1年解

析的蛋白质结构数量，是以前几十年的

总和。

借助上海光源发出的光，中国科学

院院士包信和在天然气直接转化利用

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并入选 2014 年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清华大学医学

院颜宁研究组首次测定了人源葡萄糖

转运蛋白的三维晶体结构；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高福团队揭示出禽流

感、埃博拉等多种流行病毒感染机制；

中科院物理所丁洪课题组发现了外尔

费米子……

专家比喻，在上海光源这个大科学

设施的支持下，我国科学家已从原来在

“月亮光”下看微观世界，走向在“太阳

光”下看微观世界，这对推动基础科学

研究、吸引国内外一流科研团队的意义

作用巨大。

“国家重器”要发挥引领作用，需要

持续创新升级。目前，在“鹦鹉螺”的隔

壁，我国首台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

装置正在出光调试。在此基础上，还将

动工建设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

装置，并于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

上海光源：
看见一微米的世界

▲空中俯瞰，上海光源外形酷似巨大的“鹦鹉螺”。在其支持下，我国科学

家已从原来在“月亮光”下看微观世界，走向在“太阳光”下看微观世界。

◀科研人员测试金钢石透光率。

科研人员在进行分子束外延操作。

每天都有两位科技人员在总控制中心值班。

科研人员正在做生化实验。

上海光源拥有一流的厂房、一流的装置和一流的工艺技术。我

国研究人员利用上海光源1年解析的蛋白质结构数量，是以前

几十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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