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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谱四十年 从跟跑到领跑
文 ／ 田 中群

中国要努力成为全球分子光谱研究基地

过去四十年间 ， 中国分子光谱技术领

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１ ９８３ 年 ，
我开始进

入分子光谱领域从事研究工作 ，
研究方向

为表面增强拉曼光谱 ， 多年来亲眼见证了

我国分子光谱领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 。 从
一

开始
“

跟跑
”

国际研究领域 ，
而

旦是
“

远远地跟跑
”

到
“

并行跑
”

，
再到 目

前在某些领域已处于
“

领跑
”

的位置——

当然 ，
目前

“

领跑
”

的领域仍然有限。

对于中国光谱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

国 内外科学界也给予了肯定 。 ２０ １７ 年 ，
我

获得 由美国化学会颁发的光谱化学分析奖 ，

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该奖项 。

一

年后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 ， 湖南大学的谭蔚泓院

士也获得了 同一奖项 。 由 此可以看出 ， 我

国光谱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已经在国际上获

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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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为表面增强拉曼

光谱 。 这么多年来 自 己能够为中 国光谱事

业的发展做出一些实质性贡献 ， 我感到非

常 自豪。 特别要感谢我们 团队的老师与同

学们
，
多年来正是大家齐心协力 、 勇于创

新和不懈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 才能

获得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 。 同时 ， 许多中

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一些重要领域也获得了

备受认可关注及领先性的成果。

但是 ， 这些成就仅仅代表过去 ， 我们

现在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 习总书记在今

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 ， 我国要努力成

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 这个 目

标是非常宏伟的 ， 任务也非常艰巨 。

我国要成为主要科学中心 ， 意味着要

从
“

跟跑
”“

平行跑
”

到
“

领跑
”

， 这不是

“

线性的
”

而是
“

非线性
”

发展轨迹 ， 我们

的任务非常艰巨 ， 但使命也非常光荣
；
这

意味着 ，

一

定要在很多方面实现引领 ， 而

不仅仅是在一个很小或者少数几个方面实

现领先 。

那么
，
如何在老

一

辈科学家带领我们

实现从
“

跟随
”

到
“

并行
”

的局面下 ， 我

们再实现
“

全面 引领
”

呢？ 这就要依靠于

更有朝气 、 更有原创能力的新
一

代分子光

谱研究人员们 ， 我非常希望能够在几代人

的努力下 ， 中国能够真正成为全球分子光

谱的主要硏究基地之
一

。 这个 目标可能还

有些遥远 ， 但可以通过我们
一

步
一

步的努

力最终实现 。

分子光谱的整体发展趋势有两个方向 ， 即
“

顶天
”

与
“

立地
”

。

“

顶天
”

是指分子光谱继续往更高的原创方

向发展 ，

“

立地
”

指的是分子光谱以更开放的姿态走

向市场 ， 甚至走进千家万户 。

▼


分子光谱发展要
“

顶天
”“

立地
”

目前 ， 分子光谱的整体发展趋势有两

个方 向 ，
即

“

顶天
”

与
“

立地
”

。

“

顶天
”

是指分子光谱继续往更高的原创方向发展 ，

“

立地
”

指的是分子光谱以更开放的姿态走

向市场 ， 甚至走进千家万户 。

分子光谱的研究离不幵光源 、 光谱仪

器
， 也离不开数字分析 、 数据处理等等 。

在这些领域 ， 我们已经拥有
一

批具有突破

性的研究与技术 。 如光源 、 先进制造业 、

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发展 ， 给分子光谱的研

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 因此 ，

“

顶天
”

应该成为分子光谱工作者的追求 目标 。

我国要成为 引领技术的先进型国家 ，

必然要求在原创性方面有很大突破 ，
绝不

能
一

味跟着国际团队或者别人的方向走 ，

而需要我们多关注 、 会思考 、 勤分析 ， 最

终找出具有 自 己特色的、 原创性的方向来

做 。 而且
一

定要借用科学与技术的各个领

域的进步与发展 ，
比如人工智能等 ， 这些

技术都有可能为分子光谱的发展做出贡献 。

另
一

方面 ，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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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让分子光谱更加地
“

立地
”

。 科学问

题驱动造就科研仪器去探索科学前沿 ， 科

研仪器在技术问题的驱动下 ，
发展为解决

产业问题 ， 科学仪器在 民生需求驱动下 ，

发展各类小型微型仪器以自 我快速检测分

析 。 最终是要满足国防安全 、 制造业等国

家需求和食品饮料 、 家庭安全等百姓需求 。

拉 曼技术 的小型化 、 便携化的硏究就是为

了此 目 的 。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转化时

间越来越快
，
其中蕴含着很多机会 。

可以预见到
，
未来十年内

， 分子光谱

仪器将大量地从实验室走 向千家万户 ，
走

进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 当前的先进制造业

已经可以将仪器越做越小 ， 先进的数据处

厦门大学拉曼谱学实验室

理 、 检测灵敏度 、 光谱分辨率等技术也都

在快速发展 。 如果能把握这些机会 ，
中国

就有可能成为分子光谱技术在这方面的领

跑者。 仪器的小型化发展非常重要且关键 ，

而旦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方 向 。

我国应用市场规模非常庞大 ，
如果科

研界能够群策群力共 同发力 ， 相信在分子

光谱仪器进入市场与千家万户的大趋势下 ，

中国的分子光谱领域将有望逐步在国际上

实现领跑。

我们研究团 队在分子光谱仪器小型化

领域也做了许多尝试 。 在过去七八年间 ，

我们的
一

些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市场 ， 在食

品安全检测 、 环保检测 、
环境污染检测 ，

以及公共安全 、 反恐甚至医学快速检测等

方面
，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 例如针对食

品安全中不同的检测需求 ，
我们成功研发

了基于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的便携仪

器 ； 针对食品中苯并芘的检测仪器准确度

可达到 ２
－

５ ｐｐｂ ，
样品前处理时间缩短到

１ ０
－

１ ５ 分钟
，
检测速度小于 １ 分钟 。 除此

之外
，

色素检测仪器 、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箱等仪器在实际检测中均有上佳的表现。

目前我们团队已经成立产业化的公司 ，

运行非常健康 ，
发展也很迅速。 基于拉曼

光谱和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的便携仪器

将于明年实现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化 。 我们

对于今后 ５ 至 １ ０ 年内小型仪器进入千家

万户非常有信心
，
这是一个能够实现的远

景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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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 ，
科学仪器将不单单只作为大型

设备在实验室 、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 企

业或者检验机构里使用 ，
它将成为手掌型

的、 便携型小型仪器 ，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期待和要求

从当前整体的学术氛围来看 ， 我感觉

国 内分子光谱领域的学术气氛越来越浓
，

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

非常期望今后能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 ， 对从事仪器研

究的人员非常不利。 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

这个体系正在发生改变 ，
唯论文及其影响

因子的评价标准即将过去 。 我认为国产仪

器的出路可能有两方面 ：

一

是实事求是 、

踏踏实实地研发 ；
二是不要去和主流产品

拼
，
要有

“

差异化
”

，
比如便携的 、 手提式

可穿戴仪器的研发
，
目前我国和国外其实

处于同
一

个起跑线上。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 并

不是 由 国内科学界定义的 ， 更不是由 国内

媒体所报道的
，
而是需要全世界同行的肯

定与认可。 说到底 ， 我们的科学水平和能

力是否真能让人心服口服 ？ 如果能在国际

上处于领跑的位置并发挥了应有的引领作

用
，
才能让大家都信服。

习总书记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强

调 ：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 ，
关键核心技术是

要不来 、 买不来 、 讨不来的。 因此我们不

能一味依赖国际光谱仪器与技术的发展 ，

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 自主创新。

分子光潜研究不可
“

自娱自乐
”

， 需要

突破应用领域 ， 打破常规思维约束 ， 别总

是相信权威和教科书 ， 要用
“

倒逼法
”

卖现

国家及国际所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 。 我们

要积极学习各个领域的新技术 ， 争取做到

从踉跑 、平行到领跑这样的
一

个转变 。 当然 ，

我们也非常需要与全球科学家携手开展合

作 ， 并且与全球仪器厂商合作 ，

一

起将分

子光谱领域做大做强。 《 （贺春禄整理 ）

人物简介 ？


田中群 ， 物理化学家 ，
厦门大学教授 。 １ ９５５年生于福

建厦门 。 １ ９８２年毕业于厦门 大学化学系 ，
１９８７年获英国

南安普敦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 现任国际电化学学会主席 ，

国际电化学会和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 中科院化学部常委 。

主要从事表面增强拉曼光谱 （ ＳＥＲＳ）、 谱学电化学 、

纳米化学和分子组装等方面的研究。 从实验上和理论上深入

研究 ＳＥＲＳ 效应及其应用 ，
建立了壳层隔绝纳米粒子增强

拉曼光谱方法 ，
基本解决了ＳＥＲＳ 领域长期未决的应用瓶

颈问题 ； 发展电化学拉曼光谱的实验及理论研究方法和建立

有关联用技术 ，
揭示各类界面电化学结构问题 ；

发展纳米结

构的制备新方法和开发 ＳＥＲＳ 快检技术等 。 １ ９９９ 年获香

港求是科技基金会
“

杰出青年学者奖
”

，
２０１２ 年获英国皇

家化学会法拉弟奖章 ，
２０１ ３ 年获国际电化学会 Ｔａｃｕｓｓｅ ｌ

奖并被南安普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 。 ２０１ ５ 年获得曰本

日立公司光谱学创新奖 ，
２０１７ 年获美国化学会光谱分析奖 ，

２０１８ 年获中国光谱贡献奖 。 ２００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
，
２０１４ 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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