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纤之父——高锟院士 

 
高锟（1933 年 11 月 4 日-2018 年 9 月 23 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今上海市金山区），

毕业于伦敦大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光纤之父，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65 年，获伦敦大学下属伦敦大学学院电机工程博士学位。1970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

筹办电子学系，并担任系主任。1985 年，获美国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亚历山大·格林姆·贝

尔奖章” 。1990 年，获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95 年，获世界工程组织协会“杰出工程

成就金章”  。1996 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7 年，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2009 年，因“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作出突破性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2010 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科学研究类“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2015 年，获选为

香港科学院荣誉院士。 

 

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到近代的电气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得益于生产工具的进步。

如果需要给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起一个名字的话，那么她将被称为信息时代。而成就这

样一个时代的人，是一个华人，“光纤之父”——高锟先生。 

    玻璃光纤代替金属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这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它

以极低的成本，极高的速度，大大促进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作为一种底层技术，支

撑着我们整个信息时代的发展。而这一切，都始于高锟先生的研究。 

1964 年，高锟先生就他提出在电话网络中以光代替电流，以玻璃纤维代替金属导线 。

1965 年，高锟与霍克汉姆（Hockham）共同得出结论，玻璃光衰减的基本限制在 20 dB/km

以下。然而，在当时，光纤通常表现出高达 1000 分贝/千米甚至更多的光损耗。 



 

1966 年，高锟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论文，开创性地提

出光导纤维在通信上应用的基本原理，认为只要解决好玻璃纯度和成分等问题，就能够利用

玻璃制作光学纤维，从而高效传输信息。 

 
    1966 年，高锟先生带着这篇论文首先去到了贝尔实验室，却未能成功获得他们的资助。 

1969 年，高锟先生测量了 4 分贝/千米的熔融二氧化硅的固有损耗。在这一突破性的实

验证据面前，任谁都无法再忽视他的工作了。在他的努力推动下，1971 年，世界上第一条

1 公里长的光纤问世，第一个光纤通讯系统也在 1981 年启用。 荣誉随后纷至沓来。1989

年，高锟先生获选为英国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1990 年，获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1992 年，获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6 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二批外籍院士。 

遗憾的是，2003 年初，先生被确诊患有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智力逐渐退化，他变

得像孩子一样单纯，渐渐地记不起自己撼天动地的贡献，甚至记不起光纤，只有纯真的笑容

还永驻他的脸庞。 



 

      2009 年，高锟因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作出突破性成就，获

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018 年 9 月 23 日，高锟在香港逝世，享年 84 岁。 这一消息通过他

的研究成果，在一瞬间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高锟先生的研究改变了世界，并且给我们生活的时代赋予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世界欠

他一个很大的人情；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必将留下他的印记。作为国人，我们为高锟先生一

生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是当我们悼念先生的时候，或许尽可能地承袭其品质之万一，然后在

被他的研究定义的新时代下持续开拓，才能不负先生之高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