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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科技是一种迷人的信仰。理论的改写、技术的更迭，都让

我们更深地理解世界，更好地改变世界。

2015 年的国际十大科技新闻，有对基础物理的求索，对宇宙深空

的探测，对人脑功能的发掘，也有对争议性技术的讨论，对气候变化的

思考……而最让我们欣喜的是，今年的国际“十大”，有了更多来自中

国的消息。

1.中科大首次成功实现“单光子多自
由度量子隐形传态”

西方科幻电影中不乏“超时空转移”的吸睛情节，而中国古代志怪

小说《聊斋志异》中也描述过崂山道士教习“穿墙术”的有趣故事。现

实中这样的场景真能上演吗？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团队 2 月份公布

的一项突破性研究，似乎让这一话题又热了起来。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粒子所有的性质都可以通过量子纠缠传到很

远的地方。这便是 1993年美国科学家贝内特等人提出的量子隐形传

态的概念，即通过光子等基本粒子的量子态携带信息，然后利用两个

粒子在遥远距离上的诡异互动，将信息传送到接收地点进行复制。

1997 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塞林格的团队首次在实验中传送了一

个光子的自旋，当时潘建伟作为塞林格的学生，也参与了这一项目。

此后，原子自旋、相干光场以及其他的单个量子态也相继被成功传

送。但是，所有这些实验都局限于基本粒子的单一自由度的传输——

只是把粒子的某一个性质“转移”到了另一个粒子上，而其他的性质却

被破坏了。

时隔 18年，中科大的团队研发出“非摧毁性的测量技术”，首次实

现单光子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同时传送了单光子的自旋和轨

道角动量两项信息。量子隐形传态是构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系统

最关键、最基础的“砖石”，而这项最新成果则将相关技术提升到了一

个新的水平。

至于人或者物体的“瞬移”，显然仍属于科幻范畴。且不说做到完

美的无损复制有极其苛刻的技术难度，单是“使用不同原子异地重建

的我，还是我吗”这个哲学命题，就已经让人“细思恐极”了。

2.“罗塞塔”号探测器在67P彗星上发
现氮和氧

这是一块天文学上的罗塞塔石碑——人类历史上首次将一个航

天器送上彗星轨道并且成功登陆彗星。

宇宙丛林十年漂泊，远离家园上亿公里，“罗塞塔”号探测器和它

的登陆器“菲莱”的职业生涯并不容易。对于那颗冷艳孤独的彗星来

说，这是一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但对地球上的我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

的技术挑战。

在 2015 年 3 月，通过“罗塞塔”号探测器传回的照片和数据，我们

了解到 67P/丘莫留夫—格拉西缅科彗星（简称 67P 彗星）的组成和内

部结构，也首次探测到了珍贵的元素——氮。这是太阳系形成时最常

见的氮的类型，被科学家称为“最想找到的分子”。在早期的探测中，

科学家主要在氨或者氰化氢的化合物中检测到氮，而本次发现的分子

氮，则是第一次。

在 10 月份，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小组通过对“罗塞塔”号数据的

分析，在 67P彗星彗核周围的气体——彗发中发现了氧气分子。虽然

科学家们在其他有冰的天体，例如木星的卫星和土星的卫星上也发现

过氧气，但对彗星来说这仍是破天荒的头一次，极有可能刷新人们对

太阳系形成过程涉及的化学反应的认识。

67P 彗星带着“罗塞塔”和“菲莱”不断靠近太阳，最终，它们跟地

球的距离会再也无法满足通信的要求，或者在那之前就已把自己的能

量耗尽。但这一任务送给地球的宝贵数据，蕴含彗星保存了数十亿年

之久的太阳系初期“资料”。人类可从其中提炼出关于自身形成和生

命起源的重要信息，并借此回溯太阳系古老的历史。

3.人类首次近距离观察冥王星

太阳系最大起大落的成员要数冥王星。自 1930年被克莱德·汤博

发现，冥王星的相关争议一直不断，即便全球教科书上都已将之冠以

“第九大行星”名号，终于还是在2008年被踢出局，降级为“矮行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06年发射了“新视野”号探测器，

目标直奔冥王星，9 年后，美国东部时间 2015 年 7 月 14 日 7 时 49 分，

“新视野”号近距离飞掠冥王星，成为首个探测这颗遥远矮行星的人类

探测器。

“新视野”号形似一架三角钢琴，搭载有 77千克推进剂，包括 10.9

千克二氧化钚作为动力能源。它是迄今速度最快的探测器，在不到

10年的时间里，飞行了 48亿公里。与其同行的，是冥王星发现者克莱

德·汤博的一部分骨灰，以及 NASA 征集的 45 万人签名。在旅途中，

它还顺路拜访了土星和海王星。

人们此前对冥王星几乎一无所知，此次“会面”使人类对冥王星的

认识发生革命性变化——其直径为 2370.6公里（±19.3公里），密度比

此前预想的更低些，内部可能拥有更多的冰和更少的岩石，科学家还证

实了其北极确如所推测的那样由冰组成，而且还富含甲烷和氮冰……

目前，“新视野”号探测器还在继续前行，将进入太阳系边缘神秘

的柯伊伯带，柯伊伯带天体被认为是太阳系形成过程中尚未来得及成

长为行星的残骸，记录着太阳系最初形成时的历史，因此，未来的“柯

伊伯带”之旅，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窥探太阳系的起源。

“新视野”号拜访冥王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媒体、天文学界以及

广大科技发烧友的狂欢。毋庸置疑，人类首次近距离观察冥王星，标

志着行星探索黄金时代顶峰的到来。

4.科学家开发出有效率极高的埃博拉
疫苗

从 2014年起，一种向来只是非洲偏远地区短暂局部出现的病毒，

在短短几个月内呈几何增长之势暴发，名为埃博拉的幽灵徘徊不散。

世界卫生组织（WHO）称之为：迄今为止所面对的和平年代的最大挑

战。

只有恐惧，比病毒传播的更快。疫区医务人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被感染死去，几内亚出生才三周大的孩子成为病毒感染者……而

我们，用以遏制埃博拉的最佳方法正在失效——感染者接触追踪——

应对病毒传播的基石之一，已经赶不上疫情发展的速度了。更痛苦的

是，相关药物与疫苗的研发仍令人失望。

直到今年 4月，埃博拉疫苗顺利进入人体试验阶段。8月，世界卫

生组织宣布，经过初步临床实验分析，一种由加拿大卫生部等机构研

制的 VSV－EBOV疫苗对预防埃博拉病毒感染非常有效，2000多名埃

博拉病毒密切接触者在接种疫苗后无一人染病，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

示其保护效果介于 75％至 100％之间。该疫苗包括一种弱化后的活

病毒，被改造用来生产埃博拉蛋白质。目前，根据仍在几内亚进行的

临床测试初步分析，暴露在病毒中后不久接种疫苗的患者，疫苗可为

其提供近乎 100%的保护。

在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已有过万人的生

命无法挽回，原本脆弱的经济愈加糟糕。这场病毒大流行如同噩梦一

般。但现在，疾病正在退去。

5.美国科学家完成目前最复杂人脑直
连实验

大脑中有大约 1000亿个神经元，彼此通讯，形成 100万亿个突触，

数量之繁密，胜过整个银河系的星辰。我们可以探索数光年之外的星

系，却对两耳间的大脑知之甚少。

2013年，欧盟和美国先后启动“人脑工程”和“脑计划”，分别计划

十年内投入 10 亿欧元和 45 亿美元，向“最后的科学堡垒和终极前

沿”——“脑科学”进军。

今年 9 月，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使用一种脑—脑直连方式，

让 5 对受试者通过互联网传递大脑信号来玩问答游戏。这一实验首

次证明两个大脑可以直接连接，且无需发声，一方就能准确猜出另一

方的想法。

这是目前人类进行过的最复杂的脑—脑实验：答辩人戴上一顶记

录脑电活动的脑电图机（EEG），当看到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个物体，

比如一只狗，另一个询问者也看到了一组可能的物体和相关的问题。

点击鼠标，询问者发送一个问题，答辩人则通过凝视连接在监视器上

不同频率闪光的 LED 灯来回答“是”或“否”。两种答案都会通过互联

网发送信号到询问者，激活其头部后方放置的磁线圈。但只有“是”的

答案能够生成足够刺激询问者视觉皮层的信号，并让其看到一道波状

或细线状的闪光，这种现象被称为“幻视”。通过这种反馈，询问者能

确认并指出正确的物体。

此次采用的非侵入式的连接方式，与侵入式（比如植入电极到皮

层）手段相比，信号接收虽然比较直接，但信号发送过程确实迂回和复

杂。尽管如此，脑—脑直连却是未来深层次情感、知识、记忆等“交互”

的基础之一，所以，哪怕只实现了一个拙朴的“游戏”，仍然带给人们无

限的希望。

如此推断，虽然受试者大脑中暂时只显现出一道代表“是”的闪

光，却不亚于 1866年孟德尔在著名的豌豆杂交试验中，当时用以代表

不同性状、后来代表基因的那组大小写字母。

6.NASA公布火星表面有液态水的“强
有力”证据

我们对火星知道的越多，就越勾起人类的胃口。

这颗红色星球本身的状况并不算好，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已铁了心,要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登上火星表面，在这个日期到

来前，关于陌生之地的许多重要指标必须清晰明朗。

北京时间 9 月 28 日晚，NASA 宣布利用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MRO）上搭载的成像光谱仪，在这颗红色星球表面的神秘条痕中找到

了在水中沉淀形成的水合盐物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它

证实了水——尽管是咸水——流淌在现今火星的表面上，这对火星上

是否存在生命以及人类能否在这个星球上永续生存都具有重大影响。

这次发现意味着，火星不是我们想象的死寂星球，而是有生命存

在的可能。此前，探测器只是在极地找到了水的固态形式——冰，以

及火星几十亿年前也曾拥有海洋、湖泊乃至雪山的证据。现在人们终

于发现在火星赤道附近，时不时有着液态水流动。这也让火星生命的

形式基本排除了“小绿人”的可能，更倾向是一些小小微生物。

液态水的存在，还意味着它可供未来登陆火星的人类使用。如果

火星本身一点水也没有，那么就要宇宙飞船运送，代价高昂。另一方

面，人类的生存也离不开氧气，这个资源在火星上十分稀缺。但有了液

态水，就可以用它来分解出氧气，所以也顺便解决了氧供应问题，甚至

水分解成的氧气和氢气可作为火箭燃料。总之，火星上的液态水，降低

了未来探索任务的成本，增加人类在这个红色星球上活动的“弹性”。

人类亲自踏上这颗赤红色荒凉行星的日子，注定不会太远。对于

这个伟大梦想，NASA 自己是这样描述的——“一旦我们把靴子踏在

火星上，就建立起在其表面进行开拓的可能。接下来，继续思考人类

的下一个脚步要去向哪里。”

7.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

2015年，诺奖东风，擦亮了一张中华文化“名片”。

10 月 5 日晚，作为第一个被公布的获奖项目，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将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威廉·坎贝尔、大村智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

呦，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成就。其中，屠

呦呦因对青蒿素的发现及其应用于治疗疟疾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分享一半奖金。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获诺贝

尔科学奖，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几千年来，对于自然植物资源药用价值的整理归纳，使中国医药

学成为一个伟大的宝藏，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藏中发掘出来的。青蒿

素可以结合 124 种蛋白质，干扰表膜—线粒体的功能，使疟原虫会损

失大量胞浆而死亡。现在，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已成为世界卫

生组织推荐的抗疟疾标准疗法，尤其在疟疾重灾区非洲，青蒿素拯救

了上百万生命。

一直以来，我们希望世界了解中医药、接受中医药，但并无太多门

径展示中医药文化内在的魅力。而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屠

呦呦及其研究成果的肯定，打开了一扇中医药国际化的希望之门，蕴

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贵资源，也有望被全世界的医药学者发掘提

高，从而造福人类。

正如 199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理查·罗伯茨所说：

“中医药不仅是中国的瑰宝，更是全人类的财富。”

8.人类成功实现火箭回收

临近年终，美国两家私人公司完成了足以载入史册的火箭飞行。

12 月 21 日，号称“硅谷钢铁侠”的埃隆·马斯克创造纪录，其名下

太空探索公司（SpaceX）的“猎鹰 9 号”运载火箭在将 11 颗通讯卫星送

入预定轨道的同时，成功实现火箭第一级的软着陆和高精度回收。此

前，SpaceX 曾多次尝试让“猎鹰 9 号”火箭的第一级降落在海上平台，

但均以失败告终。今年 6月“猎鹰 9号”在执行国际空间站货运任务时

发生爆炸。这次发射是爆炸事故以后 SpaceX 第一次发射火箭——它

的成功也标志着 SpaceX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巨大进步。

约一个月前，美国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亚马逊“掌门人”杰夫·贝

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公司发射的“新谢泼德”探空火箭进入地球大气

层内的亚轨道飞行后，首次成功实现软着陆并完成回收。

过去，在将卫星或飞船送入太空后，火箭会像石头一样落地后报

废。这次软着陆回收意味着火箭能像飞机一样重复使用，将显著降低

太空飞行的成本。以“猎鹰 9 号”火箭为例，发射一次需要 5400 万美

元，其中燃料价值仅 20万美元。实现一级火箭的重复使用，可使发射

成本降低 80%。权威人士分析，是足够强大的电子火箭电子系统让发

动机可以调节推力进而实现平稳着陆。

人类成功实现火箭回收，给全球航天界上了生动的一课——勇于

打破思维定势才能变“不可能”为“可能”；全新的商业模式也能助力怀

揣宇宙梦想的私人企业成功参与高大上的航天事业；即便一波三折，

但屡败屡战、越挫越勇的执着精神才是遨游广袤太空的法宝。

9.基因编辑技术争议不断促国际峰会
首次划出“红线”

一项技术，它准确、简单、易用，却又备受争议，将会走向哪里？是

否应予以暂缓及禁止？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热潮的主要动力，是被业界誉为“基因剪刀”的

CRISPR。CRISPR全名“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2012

年才被科学家发现并加以利用，现已成为生物医学史上第一种可高

效、精确、程序化地修改细胞基因组包括人类基因组的工具。

CRISPR 之风席卷全球，许多科研机构将其开发利用起来。但因

为这项技术可以对包括精子、卵子在内的活体细胞中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序列进行修剪、切断、替换或添加，也就是说，理论上其可以改

变特定的遗传性状，因而可用来改造胎儿，让他们不再携带家族遗传

的缺陷基因或致病基因。于是，巨大的不安与批评随之而来——对生

殖细胞的基因治疗会不会超出原有的范围？不只是消除会致死或让

人严重虚弱的遗传性疾病，而是逐渐渗透到消除残疾和小毛病，甚至

能够改变外在容貌，进行各种强化——最终会不会导向“定制婴儿”？

今年 4月，中国中山大学科学家首次发表了基因编辑人类胚胎的

论文，使用该技术编辑了不能存活的人类胚胎。

哪怕只是基础研究，但全球的研究人员和生物伦理学家却在大规

模讨论是否应将基因编辑技术运用到人体上。12月，华盛顿，人类基

因编辑国际峰会上，这场争论达到了顶峰。来自 20多个国家的近 500

位伦理学家、科学家和法律专家共同参与讨论。3 天后，峰会发表声

明，明确划出了一道不得逾越的“红线”：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

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不过，他们并未直接禁止将技

术用于基础研究。

与会中国专家称，鉴于该技术将带给人类治疗诸多遗传疾病的巨

大潜力和好处，理应在规范的前提下，谨慎发展和完善该技术，并开展

相关基础研究工作。

10.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全球气候
新协议

地球在变暖，这既是气候的自然演化所致，更是人为推动的结

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家组去年发布的第

五次也是迄今最全面、最权威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明确指出，20世纪

中叶以来全球气候变暖一半以上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正因为如此，

12月 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释放出了清晰而坚

定的信号：气候危机迫在眉睫，国际社会正毋庸置疑地走上向低碳转

型的绿色发展之路。

基于科学的预测，《巴黎协定》制定了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不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2 摄氏度的长期目标，考虑到小岛国的诉求，低于

1.5 摄氏度为理想愿景。资金方面，发达国家 2009 年承诺的“在 2020

年之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亿美元援助”，如今已是白纸黑字

的法定义务。行动方面，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方以“国

家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减排，这与《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采取“自

上而下”的强制量化减排模式不同，可以获得更广泛的参与。在巴黎

大会开幕前，提交“自主贡献”文件的国家已超过 180 个，涉及全球

95%以上的碳排放量。

在全球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始终发挥着积极、建设性作用，不仅

作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承诺，还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南

南合作基金”，为贫穷国家减排提供支持，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巴黎协定》搭建了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基本框

架，如何落实还有待进一步协商。气候治理是一个漫长征程，唯合作

才能共赢，主动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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