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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科技光彩熠熠，更胜以往，各类成就可圈可点。回顾一年来

国人关心的科技新闻主题，我们发现：“天河二号”、超级杂交水稻、“嫦娥”

工程、“高分”卫星等中国科技明星项目再竖里程碑，阿里巴巴上市、国家

R&D 经费投入强度破 2％，以及科技体制改革等新消息则显示中国科技水

准快速提升，以及科技和经济相互助推的良好态势。科技亮点日趋增多的

背后，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科研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科技进步

无穷期，夜班的灯永远亮着。

❶发现甲烷直接转化的办法

甲烷，最轻最简单的含碳气体。池塘池底戳一个洞，冒泡的就是它；澳

大利亚的牛儿放个屁，搞得全球变暖也是它；在天然气管道里奔涌和千家

万户的厨房里燃烧的，还是它。如此常见的一种材料，要是除了直接烧掉，

还能有别的用途该多好！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包信和院士团队，今年在甲烷高效转化

相关研究中获重大突破，成功实现了甲烷一步高效生产乙烯、芳烃和氢气

等高值化学品。其成果刊登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以天然气替代石油生产液体燃料和基础化学品，是学术界和产业界研

究和发展的重点。由于具有四面体对称性的甲烷分子是自然界中最稳定

的有机小分子。它的转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被称为催化乃至化学领域的

“圣杯”。过去，要让甲烷这种不爱交际的分子变得活跃起来，一般要用到

氧分子做中间人，需要的能源消耗很高，排出大量二氧化碳影响生态环境。

在 20多年甲烷催化转化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科学家提出基于“纳米限

域催化”的新概念，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种新的铁催化剂，成功实现了甲烷在

无氧条件下选择活化，一步高效生产乙烯、芳烃和氢气等高值化学品。与

传统路线相比，这种技术耗能低，缩短了工艺路线，反应过程实现了碳原子

100％利用, 二氧化碳零排放。

该技术一出，震惊学界和业界。德国巴斯夫集团副总裁穆勒表示，这

是一项“即将改变世界”的新技术，未来的推广应用将为天然气、页岩气的

高效利用开辟一条全新的途径。国内外多家能源和化学公司等都对这一

产业变革性技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或许未来，我们的手机、服装、燃料都

会因为这种新技术而降价呢。

❷科技体制改革多项举措推出

今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包括科研经费改革、“科技新政”、

科技成果转化、科技资源共享等一系列“组合拳”，使得科技体制改革逐步

走向深入，引起科研工作者的普遍关注。

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

意见》，对改进加强中央财政民口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作出全面部署。《意

见》提出诸多改革举措，一是加强科研项目和资金配置的统筹协调。二是

实行科研项目分类管理。三是改进科研项目管理流程。四是改进科研项

目资金管理。五是加强科研项目和资金监管。六是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科

技报告等基础性制度。七是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八是强化项目

承担单位法人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管理和服务责任。

另外，《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则构建新的科技计划布局，意在优化整合。《方案》提出了新的科技计划体

系，将我国现有的林林总总各类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归为五类。今后，五类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都要纳入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中央财

政加大支持。预计至 2017 年将全面按照优化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运行，现有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经费渠道将不再保留。

另外，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网站今年 3 月正式开通运行，实现万份

科技报告的开放共享。这标志着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

展。提交科技报告，将被纳入科研课题的计划任务书，受公众监督。公众

只需登录网站即可检索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所产生的科技报告，实名注册用

户可在线浏览公开科技报告全文。今后，财政科技投入形成的科技信息资

源将全面保存和共享，为科研人员提供科研基础信息，为科技管理者提供

决策支持，为社会公众了解和利用国家科研成果提供服务平台。

此外，备受瞩目的院士遴选方面，也在今年中科院大会上表决通过了

新章程，取消了一些机构的推荐资格，增加了全体院士投票终选环节。新

章程还规定：当院士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不端、损害院士群体和学部声誉

时，劝其放弃院士称号；特别严重的撤销院士称号。

❸首个人类早期胚胎DNA甲基化全景观
图谱绘就

大家都知道，父母亲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一代的面貌特性。实际

上，除了精子卵子的 DNA，卵子 DNA 的“甲基化”也携带了一部分遗传信

息，是哺乳动物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记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乔杰研究组与北京大学的汤富酬研究组合作，发

表于《自然》杂志的论文，绘就了世界首个人类早期胚胎 DNA 甲基化全景

观图谱。

甲基是由 1 个碳原子和 3 个氢原子组成的化学团，通常情况下它会结

合在 DNA 胞嘧啶上，这就是甲基化。甲基化后的基因一般会被关闭。父

母的 DNA 甲基化需要在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后被擦除，只保留特定的部分

传递给下一代的个体。这是遗传机制一个尚未揭示的侧面。近几年，陆续

有研究表明，DNA 甲基化擦除的不同，部分影响到哺乳动物下一代的性

状。比如说，母老鼠的生长环境优劣，可以影响到它的孩子的基因表达。

这一过程也叫表观遗传调控。

小白鼠和斑马鱼的 DNA 甲基化现象容易研究，人类的类似课题却很

难开展。此前，一直没有关于人类早期胚胎 DNA 甲基化组的研究报道。

中国研究者使用一种前沿的基因测序技术，让以前不被注意的处于边缘位

置的卵母细胞，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基因物质供检测，打开了研究的大门。

中国研究者绘制的完整图像，让人们认识到了精子和卵母细胞在受精

前后，甲基化擦除的完整变化过程，为人类认识自身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

表观遗传调控机制提供了基础。未来，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改善试管婴儿

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和成功率。不仅如此，DNA 甲基化也是人衰老和

患癌症过程中一个关键现象，今后搞清楚这方面的科学原理，或许能为人

类抗衰老提供办法。

❹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首破2％

10 月，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2013 年全国科技经

费投入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研发或 R&D）

经费继续保持增长，R&D 经费投入强度，也就是 R&D 经费投入与国内生

产总值之比首次突破 2％。这显示中国不仅国民生产总值飞速增长，在研

发力度上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11846.6亿元，比上

年增长 15%；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2.08%，比上年的 1.98%提高 0.1 个百分

点，首次突破了 2%。

从数据上看，北京R&D投入强度为6%，高踞首位，上海为3.6%，居全国

第二。从产业分布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最大，为

1252.5亿元；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 R&D投入强度

最高，为2.41%；而非金属矿采选业R&D投入强度最低，仅为0.15%。

有评论指出，由于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生产直接相关，这些数据也如实

反映出中国近年来不同行业的研发投入。高科技行业研发投入高，而一些

传统产业和低价值链行业仍然受附加值低、研发乏力的困扰。而从专利、

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我国研发目前还有“投入大，产出小”的问

题。国家自然基金委副主任沈文庆则认为，R&D 投入强度突破 2%固然可

喜，但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偏低；多数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 R&D投入

往往在 10%以上，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明显不足。

❺“高分二号”发射，我卫星观测分辨率精
确到1米

“高分二号”，狮子座，中国当红明星。公元 2014 年 8 月 19 日，它在太

原发射中心冉冉升起，是目前我国分辨率最高的光学对地观测卫星，具备

米级空间分辨率、高辐射精度、高定位精度和快速姿态机动能力。作为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拳头产品，高分二号在许多方面突破极限，千万里

外明察秋毫。

高分二号，是中国进入亚米级时代的启明星。亚米级，也就是不到一

步长的物体，都能在照片上显示出来。在千万里之外，高分二号可以辨识

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物件，比如正行驶的自行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枚“高富帅”全色成像分辨率优于 1 米，多光谱

成像分辨率优于 4 米，创造了我国遥感卫星分辨率最高纪录；成像宽度达

45公里，在全世界同等分辨率卫星中幅宽最大。

在高分二号帮助下，综合地域分布、地物类型、目标关注度等多种因

素，国防科工局公布我国首批亚米级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图,包括 1米全色、4

米多光谱、1米全色与 4米多光谱融合 3类 15幅。这批图像纹理清晰、层次

分明、信息丰富；用电视购物广告的话说：“颇具艺术观赏和收藏价值。”

高分二号的成功发射，是高分专项建设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预计

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内，三、四、五号卫星将会发射。高分二号，开启了

中国卫星的“高富帅”摄影流派。

❻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受全球追捧

“想起那年到杭州旅游，有一个晚上在烧烤摊吃夜宵时认识了一位其

貌不扬的朋友，聊得甚欢，他非常欣赏我，让我毕业后去他公司跟他一起打

天下，看他那挫样和山寨公司名我断然拒绝了……这一刻我只想一个人安

静一会。”

这是阿里巴巴上市后，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

9 月 19 日，阿里巴巴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当日收盘市值

2314.3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阿里上市，对

资本市场以及全球电子商务行业都是备受瞩目的大事。其实，阿里巴巴上

市不仅是商界重大新闻，更是科技领域的大事件。

与许多其他上市明星公司不同，马云和阿里巴巴传奇的核心是科技。

自成立伊始，阿里巴巴便建立了领先的电子商务、网上支付、B2B网上交易市

场及云计算业务。最近更是积极开拓无线应用、手机操作、云计算等领域。

网络科技改变众多人群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即使是最宅的宅男，对网

购也不陌生。马云亦成众多家庭主妇心目中魅力十足的“男神”。2013年，

淘宝和天猫共产生了 50 亿个包裹，占中国当年包裹总量一半还多。而

2014年，仅“双十一”这一天，阿里巴巴的交易额便达到 571亿元，其中近一

半是移动互联网下单。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马云表示，互联

网已经影响人类社会，将进一步影响方方面面，是人类进步的机会。也是

人类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

毫无疑问，阿里巴巴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❼杂交水稻大田亩产破1000公斤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一碗米饭解一时之饥，却不能解长久，想要

永远有米吃，那就要学会种植亩产破千公斤水稻的方法。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便发现水稻雄性不育。尽管国外许多科

学家做出多种艰难探索，然而这些方案却存在难以大规模推广的尴尬缺

陷。只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成功突破了长期无法实现的杂交水稻育

种技术，并顺利打通杂交水稻研究的“任督二脉”。

在十四年里，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研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四连跳”：

从 2000年第一期目标的亩产 700公斤、2004年第二期的亩产 800公斤、2011

年第三期亩产 926.6公斤，到 2014年的亩产 1026.70公斤！

今年十月，超级杂交稻“Y 两优 900”通过农业部委派的专家组验收，袁

隆平带领的超级杂交稻第四期亩产千公斤攻关取得成功，我国杂交水稻育

种技术再上新台阶。大田亩产破吨，意味着杂交水稻将大大拓展它的“势

力范围”。

可以肯定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整个商业化育种水平会紧跟其后。杂

交水稻在推广过程中还需要简化种植技术，确立一套适合大田栽培的方

法。超级杂交稻的普及推广将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

长期的水稻育种实验，袁隆平不止一次经受失败的打击，然而，乐观坚

强的他从不怀疑自己的事业选择，解决十几亿人吃饭问题的信念坚定如

初。如今，饱含心血的种子已经繁衍如恒河沙数。在袁隆平看来，人吃米

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种出更多的米。

❽中国成为回收绕月飞行器的第三个国家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尽管时间长达 8天，飞行距离约 84万公里，

中国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依然精准完成。在四子王旗降落的

“大馒头”，是中国历来发射的飞行路线最复杂，控制最难的空间器。

这次试验的目的是通过真实飞行，获取试验数据，验证未来探月三期主

任务星嫦娥五号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11.2公里／秒）再入返回地球的相关

轨道设计、气动、热防护、制导导航与控制等关键技术。就本次试验任务而

言，发射和再入返回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成功发射是进行后续试验任务

的基础；半弹道跳跃式高速再入大气（类似于打水漂一样接触大气层）是我国

首次使用，以往没有任何数据可以参照，将为嫦娥五号工程提供数据。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不少国家向月球和更遥远的天体发射了大量飞行

器，但按预定要求返回地球的却寥寥无几，有去无回成为常态。这是中国

首次迎来从月球上空返回的飞行器。继苏联和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

成功回收绕月飞行器的第三个国家。

尽管绕月轨道飞行器回收是美、苏几十年前就已取得的成就，可是对

中国而言，实验风险不减。中国全面突破和掌握航天器以接近第二宇宙速

度的高速再入返回关键技术，为确保嫦娥五号任务顺利实施和探月工程持

续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中国探月新举动，有国外媒体用了“雄心勃勃”“神秘”之类的形容

词。嫦娥系列飞行器象征了中国的空间实力，寄托了中国人的期望——在

太空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空间。

❾寻找暗物质：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获最
灵敏结果

在 2400 多米深的一个黑暗山洞中，中国人探寻着黑暗世界的蛛丝

马迹。

暗物质组成了宇宙 85%的质量，我们却看不见摸不着它。就好比我们

身处一盆面汤里，却看不见一滴水，只看见了面粉。好奇心驱使我们探索，

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为此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想，各种奇怪的

粒子模型。比如今年科学家用一根长铁丝首次制造出的约马拉费米子，就

是其中之一。

本世纪以来，全球各个发达国家建立了多个暗物质实验小组，美国一

个小组 2011 年发现，在较低能量区域存在暗物质。而这个结论被锦屏山

洞里的证据给推翻了。

国际瞩目的中国锦屏暗物质实验室，今年做出了初步成果，进一步缩

小了暗物质可能存在的区域。它用了 4年时间，用一块很纯的锗（半导体，

你的电脑上有很多锗）直接探测能量较低的暗物质，得出了无数数据，需要

计算机群一个个分析。

锦屏实验室的探测器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他们利用水电站工程开凿

的天然山洞，做暗物质的探测，几千米厚的岩石，可以隔绝宇宙射线的干

扰。话说二滩水电站只是中国西南上百个新建水电站中普通的一个。

但它在建设时，在锦屏山凿开了一个辅助用的通道，成就了暗物质探测

的天然场所。

中国人采用国际上纯度最高的锗晶体材料制成的探测器。飞速而来

的粒子，会跟锗反应，形成微小的热量变化。时间积累数据，一点点异常靠

着强大的计算能力被筛选出来，物理学家就能确认有粒子撞了上来。

锦屏实验室今年的发现尽管让美国同行的预测落了空，但它未来会给

出更多有利于暗物质发现的数据。

今年，丁肇中领衔的阿尔法磁谱仪团队，依靠几年前发射到太空里的

一块大磁铁（中国制造的）捕捉信号，也分析出了重要结果，确定了暗物质

跟宇宙中众多正电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粒子物理和天文探测的竞争中，中国选手已经占据若干跑道的前

列。比如 2012 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成功，就成为当年世界自然科学十

大进展之一。而在中国贵州，利用天然溶坑所铺建的 500 米口径的 FAST

射电天线望远镜，预计将在 2016年竣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线锅”。毫

无疑问，中国随着财富增加，将更多贡献于人类基础科学。

“天河二号”荣膺世界超算“四连冠”

超级计算机是计算机大家庭中功能最强、运算速度最快、存储容量最

大的一类计算机。超算多用于国家高精尖技术研究，是一国科技水平和综

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那么问题来了，超级计算机技术哪家强？

标准答案是“天河二号”。

11月 20日，第 44届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强排行榜揭晓，中国国防科技

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再次位居榜首。这是继 2013 年 6 月第

一次夺冠以来，“天河二号”连续第四次摘得全球最快的桂冠。

作为国家 863计划和“核高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天河二号”以

其超大的存储容量和难以想象的计算速度，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家科研的重

要基础工具，在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超级计算机的军备竞赛，涉及多项技术比拼，如芯片、存储架构、系统

管理等等。针对大数据处理、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应用急需，“天河人”

创造性地提出异构多态体系，是各领域计算全能的一柄利器。“天河二号”

的应用领域因而极其广泛：云计算、新材料、智慧城市、生物医药、电子商务

等等，它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经济学，以及大型基

因组组装、基因测序、污染治理等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科学工程中大显

身手。它的机箱上绿光闪烁，白花花的财富就创造出来了。顺便还一块块

金牌往家里揣，“天河二号”，就是这么任性。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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