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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从临床样本成功分离

首株新冠病毒毒株。

01.07

分离首株新冠病毒毒株

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支持国家级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

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加快推

动新区高质量发展提出5方面重点举措。

01.17

DATEDATEIIIIII

“天琴”无拖曳验证成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消息称，我国

“天琴”引力波探测计划的首颗技术验证

卫星——天琴一号卫星成功完成无拖曳

控制飞行验证，标志着我国向空间引力波

探测迈出了坚实一步。

01.18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

首次达到临界状态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全球

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机组首

次达到临界状态，标志着机组正式进入

带功率运行状态，向建成投产迈出了重

要一步。

10.21

量子密钥分发

创最远传输距离纪录

02.20

《物理学评论快报》发表了我国科研

团队实现 509 公里真实环境光纤双场量

子密钥分发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创造了

世界量子密钥分发最远传输距离新纪录。

“玉兔”揭开月背面纱

中国研究人员利用“玉兔二号”月球

车上搭载的测月雷达，首次揭示了月背着

陆区域地下 40 米深度内的地质分层结

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进

展》杂志上。

02.26

优化原始创新环境

加强基础研究

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科技部等多部门

日前联合制定并印发《加强“从 0 到 1”基

础研究工作方案》。方案从优化原始创新

环境等 7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03.04

中国首次成国际专利

申请最大来源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报

告 称 ，中 国 首 次 超 越 美 国 ，成 为 通 过

WIPO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04.07

载人航天

“第三步”任务开启

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

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

试验舱点火升空，正式拉开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第三步”任务的序幕。

05.05

中国专业测绘人员

首次登顶珠峰测高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8 名攻顶

队员全部成功登顶珠峰，并开展各项峰顶

测量工作。这是中国专业测绘人员首次

登顶珠峰测高。

05.27

“海斗一号”抵水下万米

6 月 8 日，“海斗一号”搭乘“探索一

号”科考船归来。在此前的航次中，它成

功完成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性应用任务，

最大下潜深度 10907米。

06.08

新冠疫苗受试者产抗体

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Ⅰ/Ⅱ期临床试验盲态审核暨阶段性

揭盲会举行。揭盲结果显示，疫苗接种者

均产生高滴度抗体。

06.16

“天问一号”升空奔火
“只求对得起这份事业”

07.23

“龙虾眼”卫星入轨

07.25

“龙虾眼 X 射线探测卫星”成功发射

入轨。它将验证 X 射线能段的大视场聚

焦成像技术，并在 X 射线能段开展深度

探测暗物质信号的研究。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发布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在广州发

布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V10 版本，它是新

一代自主创新操作系统产品，具有国内最

高安全等级，实现了国产操作系统的跨越

式发展。

08.13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中国居第14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0 年

全球创新指数》。中国连续两年保持在全

球创新指数榜单第 14 名，中国创新质量

连续 8年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09.02

三代核电成果

“国和一号”正式发布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我

国三代核电自主化成果“国和一号”，标志

着我国核电技术整体升级换代，实现从二

代到三代的跨越。

09.28

抗疫表彰大会举行

09.08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钟南山获得“共和国勋章”，张

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

家荣誉称号。

亲历者说

亲历者说

科技年历
2020

对唯论文不良导向出招
“树立正确人才导向是关键”

02.17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高校在人才评价中部分存在着过度

看重论文、影响因子、专利等数量指标的问题。

如何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推动科学研究回归学术初

心，是长期从事科研管理的清华大学科研院科研项目部主任朱

付元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想要在某个科研领域有所

建树，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探索，“在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鼓励

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导向是关键”。

2月 17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

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从 9 个方面对破除科技评价中

“唯论文”不良导向作了要求,共 27条内容。

“这份文件的印发，对我校加快完善学术评价制度工作

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朱付元说。

积极推动转变人才评价导向，从过去的看数量倾向转向

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

一些高校走在了前面。2019年 4月，《清华大学关于完善学术

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发布，要求正

确把握学术评价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强调学术水平和实际

贡献，突出代表性成果在学术评价中的重要性。

“强调代表性成果，意味着在学术评价中重点看成果的

意义、价值、实际贡献等，而不是简单地数论文、著作、专利、

奖励的数量。”参与《若干意见》起草制订的朱付元指出。

在他看来，完善学术评价制度，不仅要改变单纯通过量

化指标做出学术判断的习惯性做法，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科

学、合理、规范的评价程序和制度。

未来，朱付元还将与其他校方人员一

道，进一步引导评审专家在学术评价中，不

再简单依靠各种量化指标进行片面比较，而

将重点放在对申请人学术成果的质量贡献

进行评价上。 （记者唐婷）

亲历者说

7 月 23 日中午，随着文昌航天发射场上长征五号遥

四运载火箭的腾空而起，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

一号”探测器正式启航，迈出了我国自主行星探测的第

一步。

已经一宿没合眼的 01 指挥员王光义，终于能短暂地松

口气了。王光义走到分系统指挥区与指挥员一一拥抱，表达

感谢。“其实很激动，就是表现得比较含蓄。”这已经是王光义

第四次担任 01指挥员了。

他这样感慨：“问天路上向天问，勇攀高峰航天人；攻坚

克难创奇迹，长五遥四踏星辰。”

今年，已经是王光义在航天发射系统工作的第 21 个年

头。而这第 21个年头，他也确实碰到了棘手的挑战。

长五遥四任务，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生死之战”。它万众

瞩目。而且，如有闪失，就会错过 26个月才开启一次的火星

探测时间窗口。其实火箭正式发射之前，在分系统匹配阶

段，也出现过各种问题。一次次开展数据分析和排查，一次

次挖出隐患，一次次测试、调试、汇报……

这次“天问一号”发射任务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准

时”。王光义有写心得体会的习惯。他自己写道：“这是上苍

对我的考验，我更要轻装上阵。”

由于前序任务时间推迟，留给火星探测任务的准备时间

也随之缩短。如果按原计划恢复火箭发射，进行测试和总

装，“天问一号”的发射最早也得到 7月 27日，比最佳发射窗

口 7月 23日晚了足足 4天。晚 4天，意味着耗费更多燃料，也

意味着少了应急处置的时间。

于是，王光义牵头拟制了这次任务的准备工作计划，对发

射平台的恢复计划进行了研究，努力寻找流程中的制约因素。

比如，一些工作必须前后相继，但有些工作可以并行。找到工

作安排不合理之处，就能适当加快进度，要改造流程，就必须吃

透流程。最终，团队抢出了4天时间。

王光义一直认为，01 指挥员，是荣耀，

是挑战，更是责任。

“我也不求什么出名，就是要对得起自

己，对得起这份事业。”王光义说。

（记者张盖伦）

北斗三号系统开通
“它是中国北斗也是世界北斗”

07.31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

在北京举行。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全面建成，中国北斗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北斗导航系统科学

家徐颖说：“北斗三号系统能实现全球覆盖，它不仅是中国的

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

头顶“北斗女神”光环的徐颖，早在 2006 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接触与北斗相关的项目，从此与北斗结下不

解之缘。现在她正领导中国科学院一支科研团队研发

北斗增强与终端技术，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如何把北斗

的探测能力与气象行业结合起来，服务精准天气预报。

“相比气象卫星、原位探测等常用的信号探测方式，北斗

信号接收机更灵活，成本更低，覆盖范围也更加广泛。”

徐颖说。

此前有人对北斗的认识度还比较低，徐颖总会听到

身边人抱怨，“北斗信号多差啊，一进屋就全没了”。所

以，在日常工作之余，她经常在科普活动中给公众普及北

斗导航系统方面的有趣常识；告诉大家第一次北斗卫星

发射时的紧张时刻；向公众讲述导航系

统追踪野生动物，控制森林火灾和海上

搜救等的故事。

“让公众了解北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北斗系统在我们生活

当中已经无处不在了。”徐颖说。

获得新冠病毒完整结构图
“这些领域之前无人研究”

09.15

一颗病毒放大 200万倍之后，是什么样子？

9 月 15 日，《细胞》在线发表清华大学李赛团队与李兰娟

院士团队合作完成的研究论文《新冠病毒的分子结构》。通

过冷冻电镜断层成像技术，新冠病毒的真面目得以高清呈

现，他们得到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新冠病毒完整结构图。

2018 年，经颜宁推荐、施一公引进，原本在英国牛津大

学工作的李赛回国到清华大学工作，组建自己的实验室。

当新冠病毒袭来，李赛坐不住了，他感到责任在肩。经过

不懈的努力，灭活病毒经过严格程序进入清华大学李赛实

验室。

“解析‘千毒千面’的新冠病毒需要使用冷冻电镜断层成

像方法拍摄三维图像，并结合子断层图像平均法（STA）对病

毒上的蛋白子断层图像进行对齐平均运算。”李赛说，完成解

析工作要具备多年的病毒研究经验，并掌握冷冻电镜断层成

像技术和亚纳米分辨率结构解析技术。

团队在病毒内部“打手电”，穿过新冠病毒的囊膜，直击里

层的 RNA 和它的缠绕结构，解析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病毒

内部结构。

“这些领域之前无人研究。”李赛说，在重塑核糖核蛋白复

合物（RNP）时，没有任何可能的预期和参

考。一切蛋白的构象全凭现有的基础知

识。就好比探险却没有地图。但凭借缜密

地思维和过往的经验，李赛带着学生挑选了

2 万个核糖核蛋白，最终看清病毒内部“巢

中蛋”的结构。 （记者张佳星）

亲历者说

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在峰顶开展测量工作。
本次测量同时参考四大导航系统，并以北斗的数据为主。

新华社特约记者 扎西次仁摄

促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

出了 6方面任务举措。

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