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8 年 12 月 ，刚 成 立 的 中 科 院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

生化所）提出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大

胆设想。当时，蛋白质对人类来说是

一种全天然的复杂物质，没人有把握

能用较小的分子拼装出相对庞大的

蛋白质分子。如果能合成胰岛素就

意味着人工合成蛋白质不再是不可

踏足的禁区。

1959 年初，上海生化所联合了中

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以及北京大学

化学系，组成协作组，开始探索用化

学方法合成胰岛素。

1959 年，中国小组成功地把天然胰岛素拆

成两条链，再合成为胰岛素，保持了其生物活性

和晶体形状。随后，中国小组用人工合成的 B

链同天然的 A 链相连接，在 1964 年成功实现了

胰岛素半合成。1965 年 9 月，中国科学家终于

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合成胰岛素的

结构、生物活性、物理化学性质、结晶形状都和

天然牛胰岛素完全一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

工合成的蛋白质，人类在掌握生命奥秘的征程

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66 年，中国科学家将工作成果以集体名

义发表在国内刊物上。之后，他们的论文和在

欧洲参加学术会议时的演讲，在世界上引起巨

大反响，许多科学家来信表示祝贺。当时的诺

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诺奖得主蒂斯

利尤斯评论说：“美国、瑞士在多肽合成方面有

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你们没有这方面专

长和丰富的经验却成功了，这使我很惊讶。”他

还感叹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

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

如今，化学仍然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学科领

域之一。中国化学学科较高的科技水平通过成

果转化，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巨大的蘑

菇 云 在 新 疆 罗 布 泊 的 戈 壁 上 腾 空 而

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试验官兵的

欢呼声中宣告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世

界 第 五 个 拥 有 原 子 弹 的 国 家 。 这 一

刻 ，也 成 了 中 国 科 技 的 高 光 时 刻 。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成功，让我国成为各大国中最快从原

子弹发展到氢弹的国家。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

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五

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1980 年，中国又成功发

射了洲际导弹。

作为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

主、团结协作的成果，“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核

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也成为彰显新中国最初几

十年科技实力的标志性事件。而“两弹一星”精

神也象征着中国在科技领域自力更生、艰苦攻关

的决心。

回顾抗美援朝结束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国实现了一大批关键装备的国产化，建成了包括

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等一大

批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国防工业体系，并启动

了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的研制。充满信心

的中国年轻的科技队伍，决心建立苏、美之外的

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国家制

定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大批科学家

和工程师，包括许多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归国的学

者，怀着对中国国防事业的满腔热情，响应国家

召唤，义无反顾、隐姓埋名来到西北荒原。他们

和军队官兵、工人一起奋斗，在当时国家经济、技

术基础薄弱、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发奋图强，

筚路蓝缕。

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停止对我国进行援

助，撤走了大批专家，然而我国技术队伍仅用较

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就突破了核弹、导弹和

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

就。原子弹的爆炸，集中代表了中国科技当时能

达到的最高水平，有力削弱了超级大国核垄断对

世界和平的威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邓小平在 1988 年曾说：“如果 60 年代以来中

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

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

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9 年，国家举

办表彰“两弹一星”元勋大会，“两弹一星”提法正

式面世。“两弹一星”铸就了国家盾牌，奠定了中

国国防基石，也塑造了大国形象；“两弹一星”的

精神也鼓舞着中华民族继续奋斗，实现飞跃。

70 年来，中国由弱到强，一个个首创成果举国振奋，一项项超级工程问鼎世界，一次次科学突破造福人类。峰回路转，百舸争流，呈现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魄。从深埋山底的中微子探

测仪，到九天之上的量子通信机，每一次闪烁，每一声嘀嗒，都是为中国前进的步伐计数。我们相信：不断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之。

2015 年 12 月 7 日，瑞典卡罗林斯

卡医学院礼堂内，屠呦呦接过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章，成为第一个在中

国 本 土 取 得 成 就 的 诺 贝 尔 科 学 奖 得

主 。 她 主 持 研 制 的 治 疗 疟 疾 的 特 效

药——青蒿素，是中国医药人送给全

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份礼物。

1969 年年初，38 岁的她正在原卫生部中医研

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接到援外秘密科研工程

“523”任务，改变了她的人生。

“523”的目标是研发疟疾防控的新技术。上

世纪 60 年代的越战战场上，因染上疟疾病倒的人

数超过了武器杀伤的人数。

疟 疾 是 千 百 年 来 一 直 困 扰 人 类 的 古 老 疾

病。光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中国，疟疾

患病人数就多达 1000 万到 2000 万。研发克制疟

原虫的“新式武器”，不仅能支援越南，还能够帮

助全世界数以亿计的备受疟蚊骚扰的黎民百姓。

屠呦呦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开始翻阅古籍，

寻找方药，拜访老中医，她注意到，在《肘后备急

方》中，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的记载，并猜测应避免高热破坏抗疟有效成

分 ，于 是 选 择 用 乙 醚 来 泡 青 蒿 提 取 有 效 成 分 。

1971 年 10 月 4 日，青蒿乙醚提取物在老鼠实验中

的疟原虫抑制率达到 100％；猴子实验很快也得

到了抑制率 100%的结果——一种新药诞生了。

在青蒿素推广前，全世界每年约有 4 亿人次

感染疟疾，超过 100 万人死亡。青蒿素的广泛使

用，使疟疾人数逐年下降。青蒿素也成为抗疟的

标准药物。

屠呦呦因此获得 2011 年拉斯克奖临床医学

奖和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拉斯克奖

的评委夏皮罗评论说：“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

庆祝一项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

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

70 年前，中国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国家。今

天，中国早已是全球原料药生产第一大国和全球

医药第二大市场，中国新药在研企业数量位居全

球第三。中国的新药研发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

高潮。

说起中国最受民众爱戴的科学

家 ，一 定 少 不 了 袁 隆 平 ，他 是 中 国

农业育种专家的杰出代表。

20 世纪世界上很多农学家都尝

试杂交水稻，但水稻的远缘杂交很难

实现。上世纪 60 年代，袁隆平潜心

研究，在收集样本和实验基础上推论

出“水稻确有杂交优势，可通过培育

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

系的三系法大幅度提高产量”的结论。

1973 年，袁隆平等人完成了三系配套并成

功培育杂交水稻“南优 2 号”，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随后 40 年，杂交水稻被推广到全国。

21 世纪以来，袁隆平团队不断突破大面积

示范亩产纪录。2018 年，大面积杂交水稻平均

单产达到每公顷 17 吨，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世

界纪录。近年来，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 2.4

亿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 57%，产量占水稻总

产的 65%。杂交水稻年增产 250 万吨，相当于

7000 万人 1 年的基本口粮。

杂交水稻走出国门，始于 1979 年。当时，

原农业部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赠送了 1.5 公斤

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后，比当

地良种增产 33%以上。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

隆平团队通过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为近 80 多

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 1 万余名杂交水稻技术人

才，中国杂交水稻也推广到越南、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非洲各国，增产十分显著。

在其他粮食作物的杂交育种方面我国也成

就斐然。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

种奠基人李振声在陕西杨凌用小麦与长穗偃麦

草杂交，培育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育成的“小

偃 6 号”是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衍生

出 50 多 个 品 种，对 中 国 小 麦 增 产作 出 重 大贡

献；育种专家李登海培育出“掖单 2 号”紧凑型

玉米杂交种，多次创造玉米亩产纪录⋯⋯

杂交作物的众多成果，不但让中国人将饭

碗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还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

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铁基超导体是铁元素扮演主角

的、有超导性的混合材料。铁基超导

体是铜基超导体之后第二个备受关

注的高温超导体系。对它的研究是

超导物理的最热领域，中国在这一领

域的开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天铁

基超导研究领域被引用数排名靠前

的论文，半数来自中国。

超导现象，指的是降低到一定温度的导体，

电阻会下降到零的现象。如果发现在室温下具

备超导特性的材料，人类利用电流的各项技术

就会有所飞跃。这是一顶诱人的科学皇冠。在

传统的理论框架里，金属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有

一个 40K 的理论上限，称作麦克米兰极限，而室

温通常在 300K，相差如此之大，似乎无法弥合；

而后来化合物超导性的发现，使高温超导体成

为可能。

1987 年 2 月，中、美团队几乎同时发表各自

成果：在钇钡铜氧化物体系中发现了 90K 以上

的临界温度，首次突破液氮温区，超导学家因此

可以使用廉价的液氮来冷却超导材料。尽管铜

基化合物一系列不理想的特性，限制了它在电

气领域的应用，但铜基超导体的存在挑战了传

统理论。中国小组这次抢先发表重大发现，也

让国际超导学界看到了东方古国的竞争力。

2008 年中国人又有重大发现。中科院和中

科大的研究者敏感地捕捉到了一则讯息——有

科研人员在含铁化合物中发现了超导性；中国科

学家很快使用稀土替代法制备出一系列铁基化

合物。2008年 3月 28日，中国高温超导研究奠基

人之一赵忠贤带领的小组报告称，氟掺杂镨氧铁

砷化合物的高温超导临界温度可达 52K，很快他

们又发现了 55K 的铁基超导材料——又一个超

越麦克米兰极限的高温超导家族被发现了。突

破只在一瞬间，却震动了国际学界。

之后的几年，中国科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铁

基材料支系，并估计其家族成员有 3000 多种，

是迄今最庞大的一类超导材料。铁基高温超导

体的发现，为多年徘徊不前的超导研究注入了

一针强心剂。相比铜基超导体，铁基超导体有

更加丰富的物理性质和更有潜力的应用价值，

可能会让人们探明高温超导的机制。如同《科

学》杂志报道所说：“中国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

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

成为一个强国。”

如今，在超导应用领域，中国同样处于世界

前列。如位于合肥的“人造小太阳”——超导托

克马克装置 EAST，2018 年再次创造可控核聚变

实验纪录，实现电子温度 1 亿摄氏度等离子体

运行。此外，中国还拥有世界先进的超导磁悬

浮列车技术。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在

人造卫星和火箭方面的一系列探索，为

未来中国航天的发展打下基础。自主

攻关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功，让世界看到

了 21世纪中国的科学与工程实力。

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921

工程）得到批准，准备按照“发射载人

飞船、航天员出舱和发射空间实验室、

建造空间站”三步走战略发展。迄今，神舟号飞

船已有 11 次发射，6 次载人飞行。

200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神舟五号将航天员

杨利伟送入太空。这次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继

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立送航天员上天

的国家。

2005年，神舟六号搭载两名航天员进入太空。

2008 年，神舟七号搭载 3 名航天员升空，其

中翟志刚实现中国首次太空漫步。

2011 年，天宫一号发射，成为中国空间站的接

合点与雏形；不久后，神舟八号无人飞船升空，与

天宫一号对接、分离、再对接、再分离并返回地球。

2012 年，神舟九号搭载包括女航天员刘洋在

内的 3 名成员，与天宫一号对接。

2013 年，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搭载的 3

名航天员驻留天宫一号 12 天后返回。

2016 年，天宫二号发射；随后神舟十一号载

两人进入天宫二号并驻留 30 天。

2017 年，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搭载无人货运飞

船天舟一号从海南文昌发射中心发射，与天宫二

号 3 次交会对接。中国也成为继苏、美之后第三

个掌握“太空加油”技术的国家。

除了载人航天，2003 年启动的中国探月工

程——“嫦娥工程”也备受国民关注。2007 年发

射的嫦娥一号成为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两年后

实现月球硬着陆；2010 年发射的嫦娥二号，在距

离月球表面两千公里的高度绕月飞行，实现月球

全探测后，向小行星 4179（图塔蒂斯）飞去；2013

年发射的嫦娥三号在月球着陆，并释放玉兔号在

着陆区附近探测；2018 年发射的嫦娥四号，实现

人类首次月球南极背面着陆，并释放了目前仍在

工作的玉兔二号。未来的“嫦娥”成员，还计划在

月球采样返回。

此外，中国还预计于 2020 年发射萤火二号，

赴火星着陆并展开探测；未来还将尝试火星采样

和返回地球。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已跻身世界航

天大国行列。从东方红卫星到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从“长征”系列火箭到民营小火箭，中国航天

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10 年 以 前 ，超 级 计 算 机

TOP500 的榜首都是美国和日本交替

坐庄。而 2010 年 11 月，来自中国的

天河一号，首次代表中国登顶。近几

年，在 TOP500 的榜单中，中国超算的身影越来

越多。自 2013 年 6 月夺冠之后，天河二号连续 3

年蝉联榜首；2016 年 6 月，神威·太湖之光登上

宝座。

改革开放之初，为满足石油勘测计算，原石

油工业部斥巨资购买了一台 IBM 超级计算机。

当时欧美对中国有高技术转移禁令，虽然计算

机销售给中国，但附加以苛刻条件：计算机必须

放置在透明的玻璃房中，房间钥匙由美方管理，

中方在监视下操作，运算内容需要写入日志供

美方审查。

1978 年，国防科技大学接到国家任务，开始

研制超级计算机。在较为薄弱的电子工业基础

上，他们于 1983 年成功研发出“银河”超级计算

机，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研制超算的

国家。1980 年开始，在国家高度重视下，“天河”

“曙光”“深腾”“神威”系列超级计算机陆续登

场，从零起步的中国超算事业迅速腾飞。

在超算领域，中国在短时间内就让美、日刮

目相看。2010 年，天河一号以每秒 4700 万亿次

的峰值运行速度，击败了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

室的“美洲虎”，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而

且它独创的“CPU+GPU”，还引领了世界未来

的超算架构潮流。

与此同时，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

的“神威蓝光”也达到了千万亿次的峰值运算速

度，而且使用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CPU。2003

年，当自研超级计算机还处在万亿次阶段时，江

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就未雨绸缪，在涉及超算、国

防、信息安全的芯片领域潜心研究，设计出自主

的高性能 CPU。

未来，超级计算机领域的战场是 E 级（每秒

一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中国为此准备的 3 个

原型，全部使用国产 CPU 和加速器，“玻璃房”

之痛将彻底成为历史。2019 年，世界最快的 500

台超级计算机中，有 300 多台来自中国。

2012 年 3 月 8 日，中科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高能所）

的报告大厅里，所长王贻芳宣布，布

局于大亚湾的中微子实验装置，成功

地发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

大厅里掌声雷动！随后，贺电与欢呼

声从世界各地飞来。此次实验的成

功，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

实验物理成就。

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是一

种难以捉摸的粒子。它在飞行过程中，会从一种

类型变身为另一种类型，共有 3 种变身方式。21

世纪初，随着国际上开始看好中微子研究前景，

俄、法、美、日、韩等国相继提出 8 个测量“中微子

第三种振荡”的方案。

中科院高能所科学家王贻芳、曹俊等人在

2003 年拿出自己的人才基金，开始筹备中国的

中微子实验装置。中国团队在深圳大亚湾核电

站边的花岗岩山体内挖掘山洞，在隔绝宇宙射

线干扰的环境中，测量核反应生成中微子。与

当时国际路线不同，他们要做几个小的、模块化

的探测器，便于实验中远近点交换，而且仪器运

进山洞不需宽大隧道，便于施工。

同一实验厅放置 2—4 个全同探测器进行

对比测量，这个方案曾被美国合作方质疑，但最

后证明了中国人的想法大胆而正确。

实验中关键的“闪烁液体”，是中科院高能

所自己研发配制的。要让钆与烷基苯混合起

来，长期透明，很难。在法国同类实验中，液闪

100 天就浑浊了，实验被迫终止。大亚湾的科学

家经过几年摸索，才把液闪配方的稳定流程搞

清楚。他们掺入 0.1%的稀土元素，缩短了中子

的俘获时间同时降低了噪声。

实验开始后，每天数据多达 250GB，同时传

输到中科院高能所和世界各合作单位，而中方

的 分 析 是 最 快 的 ，最 终 结 果 采 用 了 中 方 的 分

析。曹俊说，这归功于中方预先开发分析软件，

并模拟演练。2011 年，日、美、法等国相继发布

了中微子第三种震荡的“迹象”。为首先撞线，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果断改变 8 个探测器的

方案，使用 6 个探测器，论证 4 年，施工 3 年，安

装实验设施 1 年，提取数据 55 天，分析只用半个

月，大亚湾进度神速，领先全球。

改革开放后，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物理研究

与国际交流。1988 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

式建成并成功实验；2009 年它经过改造，可以进

行同步辐射等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等装置也

在施工当中，探索粒子奥秘的路上，中国身影将

越来越多。

2019 年 9 月 20 日，《科学》杂志在

线发表了中国的一项最新实验成果：

利用量子通信卫星检验一种引力场和

量子退相干的理论。因为拥有了“墨

子号”这一独一无二的实验平台，中国

得以进行大尺度的量子力学实验。“墨

子号”也被很多外国媒体称为中国最

具超越性的科学工程。

“墨子号”是中国研制的世界上无先例的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发射升空，

2017 年 1 月开始实验。其星地单向、星地双向、

地星单向量子信道，以及系统信道效率、时间同

步精度、跟踪瞄准精度指标均令人满意。

2017年 6月，“墨子号”首先成功实现使被分发

到1200公里之遥的两个量子纠缠光子，仍可保持量

子纠缠，打破了量子隐形传输的纪录；9 月，墨子卫

星将光子传送到北京和维也纳，并生成量子加密密

钥，使两地能够安全地视频聊天，标志着人类首次

成功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

“墨子号”量子卫星由此提前、圆满地完成了

预先设定的科学目标，标志着中国在量子通信

领域的研究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有学

者表示，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

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为构建

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

了坚实的科学和技术基础。

中国物理学家潘建伟因

量子通信研究的卓越成果，

入选《自然》2017 年度十大

科学人物。《自然》报道中

写道：“中国已成为远距离

量子通信技术的领导者。”

2016 年 9 月 25 日，全球最大单口

径、最灵敏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在

贵州一个山窝里落成启用，被誉为“中

国天眼”的它，比起之前美国建造的 300

米 口 径 的 同 类 望 远 镜 ，500 米 口 径 的

FAST 性能提高了 10倍。

FAST 主要用于观测脉冲星，它的外形像一

个巨大的“卫星锅”，可以将遥远的电波反射汇聚

到一点来侦听。它是如此灵敏，以至于在月球上

打电话的信号，也能“听”清楚。截至今年 9 月初，

“中国天眼”已发现 132 颗优质脉冲星候选体，确

认了 93 颗，为研究宇宙起源和演化提供了线索。

由于 FAST 可以实时调整“大锅”的反射面，

所以宇宙深处的微弱无线电信号也可以被汇聚

探测。除了脉冲星，FAST 最近还观测到大量的

快速射电暴等罕见现象。它今后还会监测宇宙

中其他信号，如中性氢，甚至是地外文明迹象。

除了 FAST，中国近年来启动了一系列天文观

测科学大工程，望向

宇 宙 的 眼 ，一 只

只在睁开。

从羸弱到崛起，中国科技前进步伐未曾停歇
本报记者 高 博

如果 60 年代以来中国没有
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
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民族力让蘑菇云腾起 突破蛋白质合成禁区

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
完 成 了 结 晶 牛 胰 岛 素 的 全 合
成。人类在掌握生命奥秘的征
程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中医药送给世界厚礼

今 天 ，中 国 早 已 是 全 球 原
料药生产第一大国和全球医药
第二大市场。中国新药在研企
业数量位居全球第三。

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近 年 来 ，杂 交 水 稻 年 种 植
超过 2.4 亿亩，产量占水稻总产
的 65%，年增产 250 万吨，相当
于 7000 万人 1 年的基本口粮。

为超导研究打强心剂

今天铁基超导研究领域被
引用数排名靠前的论文，半数
来自中国，在凝聚态物理领域，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神舟”圆千年飞天梦

从东方红卫星到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从大火箭到民营小火
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国已跻身世界航天大国行列。

玻璃房之痛成为历史

近几年，在超算 TOP500 的
榜 单 中 ，中 国 的 身 影 越 来 越
多。2019 年，榜单中有 300 多
台来自中国。

捕获变身“幽灵粒子”

团队使用 6 个探测器，论证
4 年，施工 3 年，安装实验设施 1
年，提取数据 55 天，分析只用半
个月，进度神速，领先全球。

墨子号树立中国标杆

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
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
形传态，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
保密通信网络奠定坚实基础。

天眼聆听宇宙“心跳”

截至今年 9 月初,“天眼”已
发现 132 颗优质脉冲星候选体,
确认了 93 颗,为研究宇宙起源和
演化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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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 70 年

浓缩成 24 小时
最后一刻燃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