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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合成

酿酒酵母染色体

《科学》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了我

国科学家利用小分子核苷酸精准合成 4

条酿酒酵母染色体的研究，这标志着人类

向“再造生命”又迈进一大步。

03.10

“大连光源”发出

世界最强极紫外光

我国研制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

置——“大连光源”，发出了世界最强极紫

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单个皮秒激光脉冲

可产生 140万亿个光子。

01.15

DATEDATE IIIIII

“天舟”实现“太空加油”

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与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顺利完成自动交会对接，

并完成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

04.27

国产光量子计算机诞生

由中国科研团队构建的光量子计算

机在测试实验中的玻色取样速度，比之前

国际同行类似的实验结果快至少 24000

倍，也比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晶

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 10—100倍。

05.03

“蛟龙号”5年
试验性应用航次收官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完成中国大洋

第 38 航次科考任务，随母船返回青岛国

家深海基地码头，为期 5年的“蛟龙号”试

验性应用航次圆满收官。

06.23

C919首飞

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 C919在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成

为继欧美之后又一大型客机自主研制国。

05.05

我国海域可燃冰

试采成功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试

采在南海海域实现连续 8 天稳定产气。

这是我国首次、也是世界首次成功实现泥

质粉砂型天然气水合物安全可控开采。

05.18

《关于深化科技奖励

制度改革的方案》印发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

励制度改革的方案》，提出将重点改革完

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引导省部级科学技

术奖高质量发展，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

学技术奖健康发展。

05.31

“慧眼”发射升空
“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06.15

“那些磨难的经历依然是那么清晰。”提起“慧眼”卫星的

研制过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慧眼”卫

星中能望远镜分系统主任设计师曹学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慧眼”卫星是我国第一颗X射线天文卫星。2017年6月

15日，它装载着高能X射线望远镜、中能X射线望远镜和低能

X射线望远镜3种科学载荷和空间环境监测器顺利升空。

中能望远镜的探测器需要采用Si-PIN探测器技术，而曹

学蕾恰好曾参与探月工程嫦娥一号卫星 X 射线谱仪上

Si-PIN探测器的研制。2006年12月，“慧眼”卫星有效载荷总

设计师卢方军和慧眼卫星低能望远镜主任设计师陈勇找到了

曹学蕾，希望他可以加入“慧眼”卫星中能望远镜的研制。

“2015 年是计划中的正样交付时间，我们却在探测器机

箱的加电测试中，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曹学蕾说，系

统加电当天，一早 6点，他就来到了实验室。测试后发现，18

个模块里大部分都信号偏少，从测到的信号看，在那些有信

号探测器通道中，又有 30%以上的通道出现了噪声偏大的情

况，“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于我和中能望远镜团队而言，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

轻言放弃的。”曹学蕾说，所幸经过大家夜

以继日的努力，问题最后得以成功解决。

现在，中能望远镜在“慧眼”卫星的亮点成

果“黑洞准周期振荡观测”和“快速射电暴

的高能辐射观测”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 （记者陆成宽）

“墨子号”实现

千公里级量子密钥分发
“我舍不得让这颗卫星退休”

06.1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回

忆说，早在2003年，他就萌生了把卫星送上天，利用天地之间的

链路做量子科学实验的想法，这在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对于卫星这样的大工程，一定得靠集体的力量。”潘建伟

说，2008年，中国科学院就“钦点”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的团队来做航天载荷、中科院微小卫星中心来做卫星

平台，同时还有上海光机所、成都光电院等单位一同参与。

2017 年 6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宣布，“墨子号”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千公里级基于纠缠的量子

密钥分发。

“‘墨子号’进入轨道后，外太空的环境比我们预计的要

恶劣，卫星的光学系统很快就受到了影响，眼看实验就做不

成了。整个团队就在一起调整卫星参数，把卫星‘挽救’了回

来。最后，卫星数据的各项参数比原来好了 10 倍！”潘建伟

说，他们的成果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在《科学》后，许多外

媒赞扬称：“中国真正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到来。”

“‘墨子号’三大任务完成之后，团队所有人心里才踏实

了。可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我舍不得让这颗卫星按时光

荣退休。”潘建伟说，他决定给这个“老兵”安排一些新任务。

于是才有了后来“洲际量子密钥分发”“引力诱导量子纠缠退

相干实验检验”“利用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

现量子安全时间传递的原理性实验验证”

等实验。回忆走过的历程，潘建伟感慨万

千：“可以说，‘墨子号’卫星没有辜负国家

的重托和公众的期待。”

（记者吴长锋）

“复兴号”首发
“做不到最好

对不起这个国家和时代”

06.26

2017年6月26日，首对“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

铁正式双向首发。2017年9月21日，“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

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刷新世界高铁商业运营最高速。

付善强是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高级主任研发师，也是“复

兴号”动车组总体主任设计师。作为列车研发的参与者和亲历

者，他见证了“复兴号”一步一个脚印“从无到有”的蝶变历程。

50 多万个零部件，设计图纸几万张……从 2012 年到

2017 年，付善强等人每天“早八晚九”是常态，很多时候还要

昼夜连轴“攻山头”。

“复兴号”的车头不仅要美观，更要降低空气阻力。团队最初

设计了46个概念头型，通过技术优选挑出23个进入工业设计，再

遴选出7个头型。通过无数仿真计算和试验，才最终敲定“飞龙”

方案。“数据海量，打出来的A4纸堆了1米高。”付善强回忆道。

高速列车不仅是设计出来的，更是试验出来的。2015

年 6 月，“复兴号”样车下线。付善强和 100 多人组成的试验

团队，先后辗转北京环形铁路、大西客运专线、郑徐客运专

线、哈大客运专线等做线路试验。

样车每天试验目标里程长达 3000公里，凌晨 5点入库整

备，6 点出库，在线路往返 20 多趟，一直到深夜 11 点结束当

天试验。试验的日子里，付善强和团队成员的每一天都是这

样度过的。

“‘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量、复杂的

地貌、国家的支持，你不做到世界最好，对

不起这个国家和时代。’前辈设计师的话激

励着我们不断攀越高峰。”付善强说。

（记者矫阳）

“人造太阳”刷新纪录

被称作“人造太阳”的国家大科学装

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东方超环实现了稳定的 101.2秒稳态长脉

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

纪录。

07.03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印发实施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

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

措施，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

发优势。

07.08

双创再上新台阶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强化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把双创

推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

07.12

第二次青藏高原

综合科考启动

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开展的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启动，标志着青藏高原的

生态保护和科学研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08.19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

建设方案》印发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

设方案》首次提出了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

概念，明确了“两步走”的建设目标。

09.15

“中国天眼”发现
多颗脉冲星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布，被誉为

“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发现了多颗脉冲星，这是我国天文望远

镜首次发现脉冲星。

10.10

“天鲲号”成功下水

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天鲲号”自航

绞吸挖泥船在江苏南通成功下水，建成后

它将成为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绞吸挖泥

船。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疏浚产业

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11.03

“北斗”系统

进入“最后一步”

我国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

北斗三号第一、二颗组网卫星，开启了

北斗卫星导航全球组网新时代，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三步走”发展战略进入“最

后一步”。

11.05

首批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公布
“我们干劲一下子更足了”

11.15

四年前，杭州开始筹划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解决

城市的交通拥堵。

“我们当时就认为，城市大脑一定能做到。”阿里云智能数

字产业产研总经理曾震宇说。

曾震宇带领着团队一帧一帧地将市区摄像头视频中的各

种车型、车牌、左右转弯、标志标线、行人路障、红绿灯的颜色

标记出来，对道路、车辆、车流进行算法建模，让机器学习并提

前预测接下来的状况。在城市大脑完成对信号灯的优化后，

高架路段的拥堵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2017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并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2017 年 11 月 15 日，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名单公布，阿里云城市大脑榜上有名。

“这相当于国家认可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我

们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曾震宇说。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

挥中心。他说，城市大脑是建设“数字杭州”的重要举措。通过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

治理现代化，大城市也可以变得更“聪明”。

这极大地鼓舞了已经坚持探索 4 年的

团队，曾震宇说：“对城市大脑的高度评价，

让我们干劲一下子更足了。”

（记者崔爽）

“悟空”发现

疑似暗物质踪迹

中国科学院宣布，暗物质粒子探测卫

星“悟空”获得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

宙射线能谱，并测得其异常波动。该波动

或与暗物质有关。

11.27

“深海勇士”通过验收

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标志着我

国全面具备了自主研发和制造深海载人

潜水器的能力。

11.30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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