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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的联合推动下，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在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１９日通过决议，将２０１１年确定为国际化学年，作为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计划（２００５～２０１４）的重要措
施．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中国化学会积极响应并参与组织推动２０１１年国际化学年在中国的各项活
动．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国际化学年的目标和意义，本刊将分别约请专家学者撰文庆祝国际化学年．本期刊登
章宗穰教授大作，文中较详尽地介绍了２０１１年国际化学年的由来、目标和全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化学工作
者的责任．从下期起将陆续刊登电化学各领域科技工作者有关庆祝国际化学年的文章．欢迎读者、作者踊跃参
与，惠投佳文．热切希望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国际化学年的各项活动．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在法国巴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总部举行了２０１１年国
际化学年启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化
学会代表团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各国化学家

和青年学生（包括２０１０年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
金牌获得者），以及世界各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代表等共约１０００多人．在开幕式上致词的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ＩｒｉｎａＢｏｋｏｖａ女士，国际
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ＩＵＰＡＣ）主席 ＮｉｃｏｌｅＭｏ
ｒｅａｕ教授，法国科学院院长兼国际科联（ＩＣＳＵ）主
席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Ｂｒｅｃｈｉｇｎａｃ女士，法国高教与科技部长
ＶａｌｅｒｉｅＰｅｃｒｅｓｓｅ女士及埃塞俄比亚驻法国大使Ｔｅ
ｓｈｏｍｅＴｏｇａ等．法国化学家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Ｌｅｈｎ教授
（１９８７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以“从物质到生
命”为题作了第一个大会报告，在随后的“化学与

文明进步”的专题报告中，中国化学会代表帅志刚

教授（清华大学）和美国化学遗产联盟主席Ｔｈｏｍａｓ
Ｔｒｉｔｔｏｎ分别以“从上古至 １８世纪：中国实例”及
“从１８世纪至今日：伟大的名字和伟大的步伐”为
题作了演讲，论述了冶金、炼丹术、中医、陶瓷、颜

料及酿酒等与化学相关的领域从上古至１８世纪的
发展脉络以及从１８世纪至今的１０位最重要的化
学家及他们的卓越贡献．在“化学领域中的妇女”

专题部分，居里夫人的外孙女 ＨｅｌｅｎｅＬａｎｇｅｖｉｎＪｏ
ｌｉｏｔ教授在报告中回忆了居里夫人的生平、科学成
就以及作为女科学家先驱的高尚品格．以色列女
化学家，２００９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ＡｄａＹｏｎａｔｈ
教授从她的核糖体（Ｒｉｂｏｏｍｅ）研究工作谈起，论述
了女性参与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后续的“全
球趋势和前景———化学与可持续发展”专题部分，

各国学者分别就“我们星球面临的挑战”、“化学：

全球挑战的破解”、“环境与气候”、“营养与水”、

“健康”、“能源”、“材料”、“经济与社会现状”等方

面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在“经济与社会现状”专题
部分，除了探讨工业界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之

外，还组织了以“化学的影响：就业、经济与社会”

为主题的高峰论坛，欧盟和许多国际知名企业领

导人参与讨论．１月２９日，在居里夫人的母校———
巴黎大学（原名索邦大学）还举行了由法国和波兰

两国共同组织的纪念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１００周年的大会．此前的１月１８日，“全球女化学
工作者共享化学时刻”早餐会议在全球超过５０个
国家和地区举办，全世界女化学工作者共享了这

一美好时刻．至此，２０１１年国际化学年的全球活动
正式拉开了序幕．ＩＵＰＡＣ官方刊物 Ｃｈｅｍｓｉｔｒｙ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１年１月和２月合刊出版了纪念居



里夫人荣获诺贝尔化学奖１００周年专辑．
国际化学年的由来和目标

２００７年８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理事会
在意大利都灵举行会议，通过了参与举办国际化

学年的动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联合国全体大会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 １７９次会议
（２００８年３月７日，巴黎）和埃塞俄比亚等 ２４国
（包括中国）的提议，通过了将２０１１年确定为国际
化学年的６３／２０９号决议，以之作为联合国在２００４
年所确定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行动计

划（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实施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
化学年的各项庆祝活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

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负责协调、组织和推进．此
前，联合国已先后推动了国际物理年（２００５年）、国
际极地年（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国际天文年（２００９年）
和国际生物多样性年（２０１０年）的全球教育计划，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国际化学年的口号是：化学———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未来（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ｕｒｌｉｆｅ，ｏｕｒｆｕｔｕｒｅ）．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举办国际化学年的建议中

简要地说明了化学在了解自然现象和生命过程以

及对人类社会和经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引述如
下：

１．所有已知物质———气体、液体、固体和等离
子体———均由化学元素或化学元素的化合物构

成．人类对所处世界物质特性的了解是基于我们
对化学的了解．实际上，所有生命过程均由化学反
应控制．
２．化学对人类的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化学工业以及那些生产医药、燃料、金属、食品、肥

料乃至几乎所有其它制成品的公司实际上都有赖

于化学．
３．当今世界面临严峻挑战，化学为解决这些

挑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作为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基础，认识化学对解决
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提供可持续的清洁水源、食

品和能源并为全人类维护健康的环境尤为重要．
４．为确保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并不断吸引

优秀学生投身其中，必须使大众充分认识到化学

对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减少贫困、保护地球、提高

生活质量所做的诸多贡献．
（摘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１７９ＥＸ／４７

文件《由联合国宣布２０１１年为“国际化学年”的建

议》官方中文译本第一节）

国际化学年的活动除了由 ＵＮＥＳＣＯ及 ＩＵＰＡＣ
联合主持的全球性会议和活动外，更多的是由相

关国际机构、区域性组织和各国化学会组织的多

样化活动．同时，由国际化学年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ｏｒｇ）组织的各国志愿者报名成立的
团体或个人互动机制将开展适合从幼儿园孩子直

至老年人的多样化活动．除了科普性报告、读物和
互动的多媒体材料外，ＩＵＰＡＣ自两年前开始，已在
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直观理解

气候变化中的科学”（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的互动实验项目．前
些时候，国际化学年官方网站又发布了便于公众

参与的以“水”为主题的全球实验指南，用作公众

了解化学实践活动的指导性材料．英国 Ｎａｔｕｒｅ杂
志在今年１月６日出版了国际化学年专辑．在“编
者的话”栏目中提到了罗伯特·波义尔在３５０年
前首次将化学作为独立学科，并使之成为现代科

学一个重要分支的历史．该期中发表了超分子化
学、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领域近期进展的论文，并

将在全年各期刊登有关文章．美国化学会建立了
国际化学年网站（ｈｔｔｐ：／／ｉｙｃ２０１１．ａｃｓ．ｏｒｇ）．网站上
设立了“３６５：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ｆｏｒＬｉｆｅ”专栏，并创办了虚
拟杂志（Ｖｉｒｔｕ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ｔｔｐ：／／ｉｙｃ２０１１．ａｃｓ．ｏｒｇ／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ｖｉｒ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刊登深入浅出介绍化
学各分支的研究成果，每月出版１期．诺贝尔基金
会网站也在近期公布了包括法国Ｌｅｈｎ教授在内的
１６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就国际化学年发表感言
的采访影像．通过国际化学年的丰富多彩和形式
多样的各项科普活动，预期在下列几方面可收到

明显的效果：

１．增进公众对化学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所能
发挥作用的了解．提升年青一代对化学的兴趣并
投身其中；

２．推动激发人们对未来化学创造性的热情；
３．通过纪念居里夫人荣获诺贝尔化学奖１００

周年和庆祝国际化学会联盟（ＩＵＰＡＣ的前身）成立
１００周年，激励更多女科学家为化学作出杰出贡献
和推动国际间的合作研究．

作为国际化学年活动的中国组织者，中国科

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早就为此作出了安排．
“国际化学年在中国”系列活动已陆续展开．中国
化学会也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举行的化学会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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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部署，确定了中国化学会有关国际化学年的

工作计划．由中国数字科技图书馆管理的“国际化
学年在中国”的网站也已启动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ｙｃ２０１１．ｃｎ）．作为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中
国科学院化学部和中国化学会联合主办、中国数

字科技馆协办的“２０１１国际化学年全国趣味化学
实验设计大赛”日前正式启动，从小学生到化学工

作者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都欢迎参与．由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２０１１中国绿色化工
特别行动也已正式启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化
学：贡献与责任”，将呼应“国际化学年在中国”的

系列活动．
全球面临的挑战和借助于化学的应对之策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为了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全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人类赖以
生存的最基本需求，诸如：清洁的空气、安全的水

资源、健康的食品、可靠的药物、先进的材料、生态

友好的多样化产品和可持续的能源等等，非但难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且日益恶化．如何应对
日益恶化的气候和匮乏的资源以及严重恶化的生

态环境？人类必须依靠全球的共同努力，通过科

学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重组，以及社会管理体

制的革新，彻底摆脱人们已习以为常的固有旧思

维、旧习惯以及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在应对上述的
诸多挑战中，化学可以为人类提供不可或缺的知

识和技术以及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工

艺．无论从哲理或应用的角度来看，化学都可以称
为“中心科学”（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这一提法见诸国
际化学年官方材料和近年来的化学文献．广泛使
用的由 Ｔ．Ｂｒｏｗｎ等编著的普通化学教科书还以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作为其书名．“中心
科学”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化学与其它各门学科的

交叉、融合和相互依存．以分子科学作为学科核心
的化学为相关的各门学科及各种产品和材料的生

产过程提供了从分子转换的视角来考察和解决问

题的思路、方法及工艺．化学也为认识世界（包括
宇宙）的物质特性以及生命过程的本质提供了分

子水平的理论和基础以及有效的方法．作为化学
科学研究主要对象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和转换是食

品、药物、材料、燃料、金属和能源等生产过程的核

心．但是我们也需注意到这样一种状况，在科学技
术飞速进步和新兴学科不断出现并为人们所重视

的情况下，作为众多新兴学科重要基础的化学科

学经常为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所忽视．化学的作
用似乎已被其它新兴学科的公众高度关注所掩

蔽，减弱了化学在应对全球所面临挑战时的积极

作用．对化学和化工充满兴趣，并愿以此作为未来
工作方向的年轻学子有所减少．以２０１１国际化学
年为主题的英国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刊登
的“编者的话”选取了如下的标题：化学的神奇作

用被低估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ｄＭａｊｅｓｔｙ）．其
副标题则是：国际化学年正在到来．化学将庆祝本
学科作为其它领域基础的过去，同时要面对信任

度日益增长的未来．全文以美国喜剧演员亚当．山
德勒 （ＡｄａｍＳａｎｄｌｅｒ）的一句不无幽默的话作为开
场白：“化学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当你喜欢
它时，它是好的．当你受到损害时，它就是坏的．”
比较生动地表达了公众对化学这门学科的印象．
本文拟选取国际化学年网站提出的某些全球所面

临的巨大挑战及化学在应对上述挑战时的作用为

例证略加说明．
在全球城镇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生

活和生产活动所导致的巨大数量碳排放，使得日

益扩张的城市和人口聚居的乡镇的大气环境质量

严重恶化．极地上空臭氧层空洞的日益扩大和极
地冰山的加速融化导致大气环流和海洋洋流的异

常变化，直接引发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厄尔尼诺和
拉尼娜现象的频繁交替．全球气候变暖和各种异
常气象几乎成为难以遏制的灾难，也成为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角力的话题．为了从根本上遏制
几乎失去控制的碳排放急剧上升的危险，必须从

生产工艺革新方面设法消除高能耗和高污染企

业，大幅度地提高化石燃料的利用率和减少化石

燃料的消耗量，也包括各种清洁能源汽车的开发

和产业化生产．其实质是寻求适用于上述过程的
新颖绿色化学反应和工艺．化学和化学工程在达
到如上目标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由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大多数国家

面临着清洁水源日益枯竭的困境．全球总人口中
过半数的居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极度贫困国家

的大量人口生活在缺乏安全水源的地区．除了作
为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山林植被修复及

河流、湖泊水质的保护和合理使用外，水质监控和

污水处理、生产过程的闭合循环和工艺改进、海水

淡化及地下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等都有赖于化

学原理和方法的正确运用和化学家及化工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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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
谈到食品安全、新药和新材料以及生态友好

的各种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化学及化工过程的作

用更是不言而喻和尽人皆知．上世纪初合成氨工
艺的成功开发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质优价廉的

化学肥料，也推动了基础化学工业的工艺革新．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磺胺类药物及以青霉素为代表的

抗生素的成功开发和面世，可以作为化学药物开

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作为信息
技术核心的集成电路和存储介质的制作过程，离

不开新材料和新化学工艺的参与．从人们的日常
生活用具、电子产品直到航空航天器，高分子材料

和各种新型无机或有机材料以及新颖复合材料都

是不可缺少的新材料．
从几百年前的伏打电堆直至快速发展的锂离

子电池、镍氢电池、钠硫电池和采用多种原料的燃

料电池，以及以超级电容器为代表的储能装置，乃

至大规模太阳能电池组、风力电站、水力电站和核

电站，以及人们日益关注的生物质能和生物制氢

技术，能源化学和电化学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都是研究开发队伍的主力军．至于化石能源转化
利用过程的利用效率提升和污染物处理，化学工

作者的参与更是当仁不让的义务和大有作为的天

地．新一代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开发的瓶颈和
重点亟需电化学工作者的积极贡献．

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

展和巨大成就大大推进了人类对生命过程本质的

了解．化学和生物学的融合揭示了生命现象的化
学本质在分子水平上的图谱．蛋白质和 ＤＮＡ的分
子组成和结构研究方面的成果和各类基因组的研

究进展也是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亲密无间的合作成

果．人们对生命过程和生命起源的认识向前跨进
了一大步．分子动态学和飞秒化学的进展，辅佐以
纳米技术、激光技术和光谱技术的突破，使人们得

以追踪分子转换的瞬间状态和历程，进而在某些

体系中得到了化学过程的图谱化实时表达或称化

学过程的可视化．化学家参与的界面自组装过程
研究及纳米体系的瞬时观察和原子调控以及生物

膜或细胞的微观结构和变化过程的追踪也取得了

可喜的进展．
从上述对化学和相邻领域基础研究及应用领

域进展的一鳞半爪的介绍中可以约略地说明化学

科学在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生命过程的认识以及对

化学和物理过程的局部控制及调节的晚近进展，

以及在应对全球所面临巨大挑战方面的作用．化
学和化工技术在治理无节制的人类活动（包括滥

用化石能源、化学品和化学反应）所造成的恶果方

面可以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更努力
地吸引和培养优秀的年轻化学家参与艰巨工作，

以推动化学科学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开展，共同面

对全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造福全球．
居里夫人的伟大贡献和启示

２０１１年是居里夫人荣获诺贝尔化学奖１００周
年．纪念这一盛事也是２０１１年化学年的一项重要
内容和活动．居里夫人曾在１９０３年与其丈夫皮埃
尔·居里及德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因对放

射性元素和天然放射性现象的研究而共获诺贝尔

物理学奖．居里夫妇在此后又为镭元素的分离、提
取进行了长达４年的艰苦工作，并获得了成功．居
里先生因车祸去世后，居里夫人以异乎常人的毅

力和非凡的智慧继续了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１９１１年，居里夫人因“发现元素镭和钋，分离出镭
并研究了这种奇异元素的性质和化合物而对化学

进展所作的贡献”，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所提取的
镭被有效地用于癌症的治疗，造福人类．为了使自
己的研究成果得以造福全人类，居里夫人婉拒了

为镭的提纯方法申请专利的建议，并把镭的提取

工艺公诸于世，供其他学者和企业免费使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居里夫人又率领医疗队带着小

型Ｘ光机为救治战争受难者和士兵们服务．居里
夫人对科学的贡献和她的高尚品格深深地鼓舞着

各国人民，特别是女科学家和女学生，激励她们努

力学习和工作，服务于全人类．一个世纪过去了，
居里夫人的伟大精神还一直激励着后来者．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８日，为庆祝“国际化学年”与居

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１００周年，“全球女化学
工作者共享化学时刻”早餐会议在全球超过５０个
国家和地区举办，全世界女化学工作者共享了这

一美好时刻．
在中国会场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和原化工部部长顾秀莲、香港大学任盳华院士

和中国女化学工作者代表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用

短暂的两小时分别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早餐会议

连线，共同庆祝女化学工作者取得的非凡成就．但
是，至今女化学工作者远没有成为科学界的主流．
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界的关注，将为女化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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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更多的科研机遇．
香港大学化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任盳华院士感

言，无论是聪明才智还是科研能力，她并不认为男

士和女士有什么区别．她深信，无论性别如何，属
于什么民族，个人背景又是怎样，只要有激情、有

献身精神和全心全意追求科研的决心，就能出类

拔萃，作出杰出成绩．居里夫人就是值得我们尊敬
的榜样之一，希望有更多成功女性的故事能够鼓

励年轻女性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２０１１年国际化学年已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希

望本刊读者，无论教师、工程师、研究人员和研究

生、本科生，都能结合本人工作领域和兴趣，积极

参与国际化学年的各项活动，向公众和中小学生

普及化学知识，说明化学科学的成就，用我们的共

同努力来应对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创造可持续

发展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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