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 年，李小男在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得博
士学位。他先后在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美国伊利
诺伊理工学院、美国费米国家
实验室工作或访问，2005年回
国工作后一直在高能物理研
究所从事中微子实验物理、数
据获取及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大亚湾实验是我国第一代
中微子实验装置，李小男参与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工程
设计、建造、调试及后期运行工
作。作为子项目负责人，他负
责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电子学读

出、触发、数据获取及实验控制
系统。全程负责系统设计、建
造、调试。其中，他提出采用实
时 Linux 系统代替昂贵的 Vx⁃
Works商务系统软件开发数据
获取系统方案，极大降低工程
造价及运行费用；提出数据获
取系统多数据流读出、并行数
据获取设计方案，保证系统设
计简单、开发灵活。多年运行
结果显示，系统运行稳定，是实
时 Linux成功地应用在大科学
装置建设中之一的先例。

作为大亚湾实验现场运行
负责人，李小男全程参与及负责

现场实验设备的安装，落实及监
督安装过程，解决安装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保证安装进度。同
时，作为工程安全负责人，制定
现场安全条例，开发线上安全培
训程序，确保现场安装过程中人
员及设备的安全。整个安装过
程中，没有出现伤亡事故。保证
工程按时完工，投入运行。

让李小男欣慰和自豪的
是，大亚湾实验的成功使我国
的中微子物理研究向前迈出了
一大步，它使我国的中微子研
究“从无到有”，并跨入国际先
进行列。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微子之
妙。一直以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小男心怀“国之
大者”，始终以振兴国家基础科学
为己任，刻苦钻研，默默奉献，为我
国大科学装置，以及粒子物理、高
能物理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李小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开平中微子
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从事
中微子实验物理、数据获取及控制等方面的研究，组织开展了
我国最大的地下实验洞建设，为我国大学科学装置，以及粒子
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2017年大亚湾反应堆
中微子实验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全国创新争先奖，其中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还入选

《科学》杂志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此外，他2013年荣获中
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排名第五），2022年被评为江门市

“侨都最美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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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陀艳整理报道，文图素材由受访者提供

简介物人

开拓创新，大亚湾实验拔得头筹

2012 年，大亚湾中微子实
验取得预期的物理成果后，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又提
出了建造中国第二个中微子实
验站——江门中微子实验站的
计划，江门中微子实验站规模
更大且深入地下 700米。如果
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让我国
粒子物理实现跨越式高速发
展，那么，中国科学院与广东省
等多方合作的江门中微子实
验，则是以达到国际领先地位
为目标，将解决国际中微子研
究中的多个热点和重大问题，
对人类理解微观粒子的物理规
律，以及宇宙学、天体物理、地
球物理发挥重要作用。

李小男被任命为江门中微

子实验配套基建工程负责人和
指挥部副经理，对他来说，这是
对他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工作
的认可，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
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带领团队
扎根在实验站，从 2013年至今
全过程参与实验站的设计、建
造及安装工作，并负责实验站
通用系统的安装、运行和维
护。在别人看来，这更应该是

“包工头”而不是物理学家的
工作，但他没有任何抵触，反
而 还 经 常 自 嘲 就 是“ 包 工
头”。然而，只有业内人士才
深知，大科学装置的“包工头”
可不好当，既要了解中微子实
验需求，又要懂得建筑设计及

施工，并将两者完美融合并落
地实施，这样的科学家，在全
国都是凤毛麟角。李小男自
加压力，硬是将自己锻造成了
复合型高端人才。

广东地区丰富的地下实验
室的开挖变得尤为困难，尤其
是在实验大厅成拱之前，李小
男更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因为
一旦无法按设计完成顶拱开
挖，不光意味着基建的方案要
变更，甚至探测器的安装方案
也要调整。困难面前，李小男
没有退缩，而是带领建设团队
迎难而上，用科学方法、专业水
平攻坚克难，使实验站的建设
最终顺利完成。

锐意进取，地下700米捕捉“幽灵粒子”

“要多盯一盯！”这是李小
男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大科学工程的基建不同于
普通的基建，从物理学家提出
需求，到设计再到施工，中间会
经过很多流程和环节，没有前
人的经验，任何一步出现偏差
都可能导致最后的结果不能满
足实验需求。

术业有专攻，虽然学的专
业是粒子物理，但为了江门中
微子实验站的建设，在这前后
的 7 年时间里，他还学习了地
质、水文、测控、消防等多个专
业领域的知识。

建设过程中，随着越挖越

深，往往会出现漏斗现象。其
中一个大断层恰好穿过地下
室，有时候每小时水量达到七
八百立方米，还曾出现过 3次
淹井的情况。对此，李小男和
团队高度重视，并积极与施工
方沟通，最终顺利渡过了这个
施工难关。

地下水池直径 43.5 米，深
44米，其中混凝土衬砌需要浇
筑 108次。因为该处施工质量
直接影响实验精度，因此也是
李小男盯得最紧的一个施工项
目。4 个月时间，24 小时连轴
转，1天浇筑 3次，每浇筑 1遍，
李小男都要和同事轮流检查浇

筑效果。监督时，李小男需要
从水池底部再爬上几十米，混
凝土温度高达 38摄氏度，他经
常热得汗流浃背，有时还要在
凌晨 2点起床检查。由于跟进
到位，最终交付效果非常好。

2022 年初，江门中微子实
验室开始设备安装。有机玻璃
球直径约 35.4 米，从上往下开
始拼接粘接成球状，误差需控
制在 1厘米以内，其体量之大，
难度之高，世上前所未有。有
机玻璃拼接后一旦产生裂纹，
便要重新修复。李小男统筹协
调，克服困难，使工程顺利推
进。

克服困难，紧盯大科学工程的基建

最 科技人物 风采美

李小男说：“我能在物理这
个领域坚守数十年，是因为我
对它很感兴趣，兴趣是推动我
一直往下走的动力。”

踏实肯干、吃苦耐劳、默默
奉献、精益求精，作为一名资深
科学家，李小男一直在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科学家爱国、求实、
创新精神。自 2011 年负责大
亚湾实验运行开始，到后来江
门中微子实验站建设，他常年
待在广东，十几年如一日，由于
基建施工三班倒的特殊性质，
他工作时间没有规律性，经常

半夜还要下到地下 700米参与
验收。

“大科学装置是一个科研
设施，同时也是一个科普宣
传、提高全民科技素质的有效
载体。我们要和江门一起打
好大科学装置这张牌，依托实
验站共同打造一个集科研、科
普、旅游为一体的创新型科普
基地。”李小男热心科普事业，
来到实验站参观的不管是老
人还是小孩，不论什么专业或
教育背景，他都能用通俗易懂
的科普语言耐心予以介绍。

同时，他还大力配合地方开展
科普展馆的建设工作，积极为
科普馆建设献计献策，在做好
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让更多
的人了解中微子，了解中国的
大科学装置。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微子
之妙。李小男有浓厚的家国情
怀和担当精神，他把个人理想
追求融入波澜壮阔的科学事业
中，今生与大科学装置同行，希
望和同仁们一道把相关研究成
果写进物理教科书。

坚守初心，今生与大科学装置同行
李小男参加科普进校园活动

李小男负责大亚湾反应堆中
微子实验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