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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十月廿九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王 翔

本报讯 11月22日上午，中央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批准了新增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名单。在6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20名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75位中国工程
院院士、29位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当
中，有4名邵阳籍院士上榜，他们分
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谢道昕（新邵
人）、王赤（隆回人）、戴永久（武冈人）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少军（武冈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统称为两院院士，均为两年增
选一次。两院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
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和最高、
终身荣誉学术称号。

四名邵阳籍科学家新晋两院院士

刘少军，武冈人，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副院长、教授。他主持研制出源于远缘杂交的同源四
倍体鱼、改良异源四倍体鱼、同源二倍体鱼品系和异
源二倍体鱼品系等可育品系，并用之结合染色体倍
性操作技术研制了在生产上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优
良三倍体鱼和二倍体鱼，其中湘云鲫2号、鳊鲴杂交
鱼和杂交翘嘴鲂3个新品种获得农业部水产新品种
证书；用倍间交配方法大规模研制的具有不育、体型
美观、肉质鲜嫩、抗逆性强、生长速度快、小刺少等优
点的优良三倍体鱼在全国推广养殖，产生了显著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军
父亲——刘筠教授，是已故著名鱼类繁殖和育种专
家，于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父子两代30多
年接力科研，“院士父子”传为科研界佳话。

刘少军：“院士父子”接力科研

谢道昕，新邵人，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教授。在植物激素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
贡献，原创性阐明了两类重要激素的受
体感知机制，并系统地研究了一类激素
的信号传导机制。发现了植物抗性激素
茉莉素的受体感知机制，揭示了茉莉素
调控植物抗性和育性的信号传导机制；
阐明了植物分枝激素独脚金内酯的受体
感知机制，研究成果入选 2016 年中国生
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
展和 Science Signaling 评选的国际生物
信号传导领域重要突破。

谢道昕：建树植物激素研究

王赤，隆回人，中科院空间中心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太阳风大尺
度结构和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
用等国际科技前沿领域，做出一系列
有原创性和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建
立了新的外日球层多元太阳风模型，
发现了行星际强激波新的形成机制，
提供了太阳风在外日球空间减速的
可靠证据。目前担任中科院空间科学
（二期）先导专项负责人，“太阳风—
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计划”
（SMILE）中方首席科学家，嫦娥四号
工程副总师，嫦娥五号和火星探测有
效载荷负责人。

王赤：捕捉太阳风

戴永久，武冈人，中山大学大气科学
学院教授。2001 年教育部“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2002 年获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2014 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气象学奖。他长期致力于
陆面过程机理与模式研究、陆面模式与
气象/地球系统模式耦合及其应用。创
建 了 三 个 陆 面 模 式（IAP94，CLM，
CoLM）；建立了与模式相匹配的完备的
全球陆面数据集；建成了集模式、数据
集、参数优化、资料同化和高性能计算为
一体的陆面模拟系统。

戴永久：深耕陆面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