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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是否有稳定存在的二

维 冰 ，一 直 缺 乏 确 切 的 实 验 证

据。北京大学、美国内布拉斯加

大学林肯分校以及中国科学院的

研究团队，首次在实验上证实了

二维冰的存在，并以原子级分辨

率拍到了二维冰的形成过程，揭

示了其特殊的生长机制。该成果

1月 1日发表于《自然》杂志。

二维冰存在首获证实

1 月 11 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国家重大

科 技 基 础 设 施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作

为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 实现了多

项自主创新，显著提高了我国相关学科、相关

领域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国家验收

委员会专家认为，FAST 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对促进我国天文学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天眼”通过国家验收

1月 21日，科技部组织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以钟南山为

组长、14 位专家组成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紧急部署十大应急

科技攻关项目。国家层面迅速启动应急科技攻关项目，

着重在病毒溯源、传播途径、动物模型建立、感染与致病

机理、快速免疫学检测方法、基因组变异与进化、重症病

人优化治疗方案、应急保护抗体研发、快速疫苗研发、中

医药防治等10个方面进行部署。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十大应急科技攻关项目上马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支撑工作，发挥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职能，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于 1月 24日发布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的我国第一株病毒毒种信息及其电镜照片、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引物和探针序列等国内首次发布的重要权威信息。

我国第一株新冠病毒毒种信息公布

2月 23日，科技部公布了《关

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

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旨在多

管齐下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

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

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标志性成

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唯论

文”不良导向。该措施按照分类

评价、注重实效的原则，明确提出

共 9条 27款具体措施。

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
相关政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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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在严谨、充足的动物

试验等临床前试验研究的基础上，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领衔的科

研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通过了

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获批正式进入

临床试验。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疫苗成功进入临床试验，既体现

了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也体现了

我国的大国形象、大国担当，同时也

是对人类的贡献。

重组新冠疫苗
获批启动临床试验

3月 21日，科技部发布《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

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平稳运行的统一部署，该

措施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形成了以中短期为主、

体系化的一揽子工作举措，共推出 9 个方面 18 条具体

措施，包括启动实施“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行动等。

支持复工复产
科技部出台18条具体措施

3 月 23 日 ，科 技 部 网 站 公 布

《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的总体方案（暂行）》。该方案指

出，到 2025 年，布局建设若干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突破制约我国产业

安全的关键技术瓶颈，培育壮大一

批具有核心创新能力的一流企业，

催生若干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经济

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强的重要产

业，形成若干具有广泛辐射带动作

用的区域创新高地，为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与世界科技强国

提供强有力支撑。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有了总体方案

浙江大学医学院郭

国骥教授团队用自主研

发的分析平台，绘制出人

类首个细胞图谱。3 月

26 日，《自然》杂志在线

刊登了这项研究成果。

该研究首次从单细胞水

平上全面分析了胚胎和

成年时期的人体细胞种

类，研究数据将成为探索

细胞命运决定机制的资

源宝库，也将对人体正常

与疾病细胞状态的鉴定

带来深远影响。

世界首个人类细胞图谱发表 032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4月 7日公布的 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显

示，中国在这一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提交了 58990 份申

请，首次超过了美国，拿下了美国占据 40 年的榜首之位。这是中国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中国创新能力和社会

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大幅提升。

我国首次成
国际专利申请最大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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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单细胞水平的

人类细胞图谱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

官网
5月 5日，为我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研制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从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约 488 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

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首飞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长五B首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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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科技部官网公布了

由六部门共同制定的《新形势下加

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的通知，

其中提到，完善适应基础研究特点

和规律的经费管理制度，坚持以人

为本，增加对“人”的支持；对自由探

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

制，宽容失败。

六部门发文
加强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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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科技部官网

公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

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试点实施方案》。文件由科

技部、发展改革委和教育部

等 9 部 门 印 发 。 该 方 案 明

确，分领域选择 40 家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通过 3 年试

点，探索建立赋予科研人员

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进一

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

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40家单位开展
职务成果所有权试点

5 月 27 日，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8 名

攻顶队员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并完成

峰顶测量任务，2020 珠峰“测身高”外业

作业圆满收官。

此次测量运用航空重力测量技术，提

升了测量精度。这也是人类首次在珠峰

峰顶开展重力测量。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任务中应用的国

产北斗卫星定位接收机、峰顶重力测量

仪、雪深雷达、航空重力仪等核心装备，都

由我国自主研发。峰顶测量完成后，对观

测数据进行联合处理，就能获得珠峰高程

的最终数据。精确的峰顶雪深、气象、风

速等数据，将为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我国专业测绘人员
登顶珠峰测高0527

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等国内外单位的研究团队利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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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成果不仅将以往

地面无中继量子保密通信的

空间距离提高了一个数量

级，并且通过物理原理确保

即使在卫星被他方控制的极

端情况下，依然能实现安全

的量子通信，取得了量子通

信现实应用的重要突破。该

成果 6 月 15 日在线发表于

《自然》杂志。

“墨子号”实现
千公里级量子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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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株01
图片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毒病预防控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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