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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我国科学家成功构建 255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三

号”，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玻色取样数学问题比当时

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亿亿倍。2020 年，我国科学家团队成功构建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处理高斯玻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当时最快

的超级计算机快一百万亿倍，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

家。2021 年，科学家进一步成功研制 113 个光子的“九章二号”和 66 比特的

“祖冲之二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使中国成为唯一在光学和超导两条技术路线

都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

“九章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

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相关成果 2021 年 9 月 24 日由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研究团队采用类似“搭积木”的方式，利用化学催化

剂将高浓度二氧化碳在高密度氢能作用下还原成碳一化合物，然后通过设计构建碳一聚

合新酶，依据化学聚糖反应原理将碳一化合物聚合成碳三化合物，最后通过生物途径优

化，将碳三化合物又聚合成碳六化合物，再进一步合成直链和支链淀粉。这一人工途径

的淀粉合成速率是自然界中玉米淀粉合成速率的 8.5倍。

二氧化碳到淀粉人工合成首次实现
2023 年 4 月 12 日，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成功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 403秒。这对

探索未来的聚变堆前沿物理问题，加快实现聚变发电具有重要意义。全超导托卡

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的“九五”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拥有核心技术 200 多项、专利 2000 余项，汇聚“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

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尖端技术。2021年 12月 30日，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实现 1056秒的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运行。

“中国太阳”创造新世界纪录

2022 年，科学家利用“墨子号”首次实现了地球上相距 1200 公里两个地面站之间的量子

态远程传输，向构建全球化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通信网络迈出重要一步。2016 年 8 月 16 日，

我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 年 6 月和 8 月，“墨子号”先后在国

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千公里级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纠缠分发、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

态。2020 年 6 月，科学家利用“墨子号”作为量子纠缠源，向遥远的两地分发量子纠缠，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了千公里级基于纠缠的量子密钥分发，为量子通信走向现实应用奠定了重要

基础。

“墨子号”实现1200公里地表量子态传输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 2024年 5月 15日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

后将使上海光源的实验研究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上海光源是中

国大陆第一台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2009 年 5 月正式对用户开

放。上海光源犹如一台“超级显微镜”，借助它产生的高品质同步

辐射光，可以“看清”微观世界，揭示物质微观结构生成及演化机

制。上海光源线站工程在上海光源已有基础上新建了 16 条性能

先进的光束线站，拓展了光源性能，建立了用户辅助实验室和用户

数据中心等，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化工催化等学科领域的科研

攻关提供有力支撑。

上海光源“看清”微观世界

2024年6月4日，嫦娥六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先后经历垂直上升、姿态

调整和轨道射入三个阶段，进入环月飞行轨道。嫦娥六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

升器组成。经历约 30天的奔月之旅，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在鹊桥二号中继星支持

下，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并进行采样。目前，我国已顺利完成探月

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略目标，探月工程四期持续推进。

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月背采样和起飞

2022年 12月 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郑重宣布“中国空间站全面

建成”。此后，中国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中国空间站名为“天宫”，是一个长期

在近地轨道运行的空间实验室。“天宫”由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

舱组成，提供三个对接口，支持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及其他来访航天器的对接和停

靠。它运行在高度 340 公里至 450 公里的近圆轨道，约每 90 分钟绕地球一周。在

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在地球上可以通过观测设备一睹其“芳容”。三舱组

合体质量约 68.5 吨，额定乘员 3 人，乘员轮换期间短期可达 6 人。2022 年 11 月，神

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太空会师”。中

国空间站从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中国空间站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

2023年 12月 7日，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极深地下极低辐射本底前沿

物理实验设施土建公用工程完工。这标志着世界最深、最大的极深地下实验

室正式投入科学运行。锦屏大设施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锦屏山地下

2400 米处，总容积 33 万立方米。实验室宇宙线通量仅为地表的一亿分之一，

具备“极低环境氡析出”“极低环境辐射”“超低宇宙线通量”“超洁净空间”等多

种优势，是开展暗物质研究的绝佳场所。

锦屏地下实验室投入科学运行

2017 年 6 月 19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 ISC2017 国际高性能计算大会上，“神威·太

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 12.5 亿亿次的峰值计算能力以及每秒 9.3 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

力，第 3 次获得世界超级计算机排名榜单 TOP500 冠军。同年 11 月，它以较大运算速度优

势轻松蝉联冠军。“神威·太湖之光”是世界首台峰值运算速度超过 10 亿亿次、并行规模超

千万核的新型超级计算机。整机采用高密度运算超节点和高流量可扩展复合网络架构，

实现全系统高效可扩展与并行运行；采用层次包容、分级自治的软硬协同容错体系，实现

整机系统的高可用；通过面向典型应用和机器结构的编译优化、自适应精细平衡调度等技

术，实现应用软件的高效运行。

“神威·太湖之光”屡获世界超算冠军

2022 年 8 月 12 日，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实现重大突破，创造场强 45.22 万

高斯的稳态强磁场，打破已保持了 23 年之久的 45 万高斯稳态强磁场世界纪

录。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2017 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使我国成为美国、法国、荷兰、日

本之后第 5 个拥有稳态强磁场的国家，为国内外 170 多家科教机构提供实验条

件，支持科研人员在物理、化学、材料、生命、工程技术等领域开展 3000 多项前

沿研究。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获重大突破

截至2024年4月，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已发现900余颗新脉冲星，其中包括120余颗双星脉冲星、170余颗毫秒脉冲星、

80颗暗弱的偶发脉冲星，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位于贵州省

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2017

年 10月 10日，“中国天眼”宣布发现 6颗新脉冲星。这是我国天文望远镜首次

发现脉冲星。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以来，“中国天眼”已

经帮助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的研究团队开展观测，涉及科学目标漂

移扫描巡天、中性氢星系巡天、银河系偏振巡天、脉冲星测时、快速射电暴观测等

多个领域。

“中国天眼”发现900余颗新脉冲星

2020年 10月 10日起，“奋斗者”号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万米海试，成功完成 13

次下潜，其中 8 次突破万米。同年 11 月 10 日，“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

底，创造了 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标志着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2021 年 3 月，“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正式交付。同年 8

月，“奋斗者”号由“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从海南三亚出发，参与执行 TS21 航次深

海科考任务。2024年 3月 28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

水器返回海南三亚。

“奋斗者”号坐底马里亚纳海沟

特别报道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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