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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
贡献奖评选结果的公告

根据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

光热联盟）《关于设立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

公告》和《关于修订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评选

方法的公告》有关规定，光热联盟秘书处共提名 5位 2020年

度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候选人，经投票及公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葛新石教授荣获 2020 年度太阳能热利用

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由光热联盟发起，旨

在表彰那些对我国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推广应用

做出重要贡献、起到重要作用的个人，以此激励太阳能热利

用行业内从业人员积极开拓进取，进一步推动太阳能热利用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在评选流程上不需要

本人申请或其它机构推荐，没有答辩评审环节，而是由光热

联盟秘书处根据行业调研整理材料，坚持客观、公平、公正

的原则提名 8位以内的候选人报光热联盟专家委员会和理事

长联席会议，经过两轮投票表决，选出不超过 2 人作为当年

度的获奖者。提名人员须有15年以上从事太阳能热利用科学、



技术研究或高科技产业化经历，公务员（包括退休人员）不

参与评选。本奖项允许年度空缺。奖金 10万元/人（税前）。

特此公告

附：获奖人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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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20 年度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获奖人简介

葛新石教授上个世纪50年代被选拔奔赴苏联进行太阳能

选择性涂层材料的学习研究，于 1961年获苏联科学院动力研

究所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工作继续从事太阳能选择性涂层材料的研究。随着我国卫星

计划在 1965重新启动，开始参加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热控

工作。作为负责人，主持研发出专门用于卫星热控的表面选

择性涂层材料，为我国东方红一号能克服 200℃温差骤变而连

续工作 28天作出了关键贡献。

1983年，葛新石教授辗转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传

热学的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工程热物理系第一副主任和主任

职务。期间曾担任中国太阳能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主要

从事太阳能热转换应用的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尤其是光热



转换的光谱选择性涂层的辐射特性的分析与测量，先后建立

了积分球、量热测量、各种高精度材料导热系数测量的独特

技术，从理论计算和热物性角度，在国内工程热物理领域建

立了独特的方向、形成了十分活跃的研究氛围，迅速涌现出

大量的研究成果。期间，葛新石教授结合自身的太阳能科研

和教学经验，主笔撰写了《太阳能利用中的光谱选择性涂层》，

并翻译和整理了《太阳能工程——原理与应用》，是我国文

革后太阳能研究弥足珍贵的基础文献。

葛新石教授一直带领学生努力从选择性涂层角度为我国

民用太阳能热水器、海水淡化等探索高效运行方式、并从透

明隔热材料角度研究按需调控进入建筑的新型建筑构件，带

出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使得中国科技大学在太阳能研究

领域不仅在选择性材料、储能材料、物性测量以及系统集成

继续得以蓬勃发展，还能在生物质能等方向上开枝散叶。不

仅如此，在传热学教学上，也能独树一帜，很早就引入世界

最优秀的普渡大学的传热教材，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传

热教学一直处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的程度，培养出来很多

优秀的、世界一流的传热学专家，比如张寅平教授、张卓敏

教授、季杰教授、徐先凡教授、梁新刚教授、高大勇教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