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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科学家共享诺贝尔化学奖！
这些发明从“云端”到日常(上)

中新网10月6日
电(张奥林)据诺贝尔
奖官网消息，北京时
间6日下午，2021年
诺贝尔化学奖揭晓，
美 国 科 学 家 D a v i d 
MacMillan和德国科
学家Benjamin List
因“在不对称有机催
化研究方面的进展”
被授予该奖项。

诺贝尔化学奖看
似 遥 不 可 及 ， 实 际
上，“高大上”的背
后，和我们每个人的
日 常 生 活 都 息 息 相
关；近年来，女性影
响力在这一领域的逐
步扩大，也为这一奖
项增添了更多份量。

“云端之上”的
化学奖，

和普通人有啥关

系？
如果说诺贝尔文

学奖能让普通人也能
点评两句，那化学奖
因为太过高深，除了
看看“今年又有谁得
奖了”之外，给人的
总体印象，还是“高

高在云端”。
实际上，化学奖

的科研成果，早已融
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之
中 。 不 妨 看 两 个 例
子：

——手机电池
想象一下，如果

手机必须要插电才能
使用，拔下插头就会
断 电 ， 还 会 出 现 当
今“一机在手走遍天
下”的科技进步吗？

没错，将手机从
插座中解放出来的“
功 臣 ” ， 正 是 锂 电
池。

2019年10月，“
锂电池之父”古迪纳
夫、现代锂电池的发
明者吉野彰和在锂电
池领域有着开创性研
究的威廷汉分享了当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诺奖官网给的理
由 是 ： “ 他 们 创 造
了 一 个 可 充 电 的 世
界。”

看看手中，再看
看身边，我们生活的
这个世界，锂电池是
不是已经无处不在？

——塑料
牙刷、外卖盒、

手 机 壳 、 飞 机 零
件……可以说，塑料
已经融入现代社会的
方方面面。

但是，当我们“
理所当然”地使用这
些不起眼的塑料制品
时 ， 可 曾 想 过 ， 他
们都来源于高深的理
论，而且并不久远。

1953年，因在高
分 子 化 学 方 面 的 贡
献 ， 德 国 科 学 施 陶
丁 格 获 诺 贝 尔 化 学
奖；1963年，意大利
科学家纳塔、德国科
学家齐格勒因合成高
分子塑料，共同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

得益于他们的发
现和研究，人类社会
的发展进程也被极大

地推动。
不过，近年来，

人们在谈及塑料时，
好像都会“色变”，
原因是这种白色垃圾
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对环境造成
了严重破坏。

不过，虽然环保
问题让人们对塑料产
生了厌情绪，但科学
研究无止境，没准儿
过几年的诺贝尔化学
奖，就真的会颁给一
个能妥善解决塑料污
染的科学家。

除了这两个例子
之外，包括已在医院
普及的“核磁共振”
技术、装点夜幕的霓
虹灯等，都是诺奖成
果应用于实践的典型
例子。

正如1998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
主伊格纳罗所言，“
摘取诺贝尔奖的任何
科学发现都不应束之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方社交
网站账号截图。

资料图：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吉野彰。

资料图：新冠疫情期间，韩国大
田一所学校的课桌上安装了塑料

挡板以防止病毒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