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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正式命名
为“梦想”号，并在广州南沙首次试航。图为命名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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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下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合成照片）。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召开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6月24日，全国

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

一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隆重召

开。这次大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对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锚定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是这

次大会传递的最强音。“现在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

目标只有 11 年时间了。我们要以‘十年磨一剑’的

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一步一

个脚印把这一战略目标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铿锵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

科技创新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总结了新时

代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精辟论述了科技创新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

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了新形势下加快建

设科技强国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

“冲锋号”吹响，新征程启航。这次大会为新时

代科技工作指明前进方向，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

识，凝聚起建设科技强国的创新伟力。

“拉索”确认
首个超级宇宙线源

高能宇宙线从哪里来？这是一个世纪之谜。我

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的新发

现，让我们离解开这一谜题更近了一步。

2 月 26 日，《科学通报》发表了一项关于高能宇

宙线起源的重要成果。利用“拉索”的观测数据，我

国科学家在天鹅座恒星形成区发现了一个巨型超高

能伽马射线泡状结构，并从中找到了能量高于 1 亿

亿电子伏宇宙线起源的候选天体。这是迄今人类能

够确认的第一个超级宇宙线源。

宇宙线是从外太空来的带电粒子，主要成分为

质子，携带着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方面的重要科学

信息。探究宇宙线起源之谜，是当代天体物理学的

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

据介绍，“拉索”此次发现的巨型超高能伽马射

线泡状结构，距我们约 5000 光年，尺度超过 1000 万

个太阳系。泡状结构内有多个能量超过 1 千万亿电

子伏的光子，最高达到 2千万亿电子伏。

“一般来说，产生能量为2千万亿电子伏的伽马光

子，需要能量至少高10倍的宇宙线粒子。”论文通讯作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杨睿智说，这表明泡状结构内部

存在超级宇宙线源，源源不断地产生能量至少达到2亿亿

电子伏的高能宇宙线粒子，并注入到星际空间。

研究表明，位于泡状结构中心附近的大质量恒

星星团（Cygnus OB2星协），是超级宇宙线源最可能

的对应天体。

复粒稻遗传奥秘破译

复粒稻是一种独特的水稻种质资源，与普通水

稻穗子上种子粒粒分明不同，它结出的种子可以三

粒长在一簇上，因此又被称为“三粒奇”。但这“三粒

一簇”特性的机制一直是个谜。

3 月 8 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获悉，来自该

院等单位的科研人员成功破译复粒稻“三粒一簇”的

遗传奥秘，揭示了油菜素甾醇调控水稻穗粒数的机

制，为培育高产水稻新品种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

路径。相关研究成果当日发表于《科学》杂志。

在这项工作中，研究团队历时 7 年，对复粒稻种

质进行了大规模化学诱变，创制了 1万份（约 16万个

单株）复粒稻诱变株系，通过在田间逐一鉴定穗部特

征，从中筛选出 2份不簇生的突变体株系，成功定位

到发生突变的基因 BRD3。

通过进一步分析，研究团队发现，油菜素甾醇可

以通过调控水稻穗二级分枝调控穗粒数。

实验证明，正是在突变基因 BRD3的作用下，油

菜素甾醇这种激素的含量降低，导致复粒稻稻穗的

二级枝梗增多，使得“三粒一簇”现象出现。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曹永生表示，水稻单产

突破依赖种质资源中重大基因的发掘利用，油菜素

甾醇调控水稻穗粒数机制的发现，提供了提高水稻

单产的新视角。

光子的分数量子
反常霍尔态首次实现

5月 6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利用“自底而

上”的量子模拟方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

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光子的分数量子反常霍尔

态，为高效开展更多、更新奇的量子物态研究提供了

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杂志。

霍尔效应是指当电流通过置于磁场中的材料时，

电子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在材料内部产生垂直于电

流和磁场方向的电压，该效应被广泛应用于电磁感测

领域。反常霍尔效应则是指无需外部磁场的情况下观

测到相关效应。量子霍尔效应是量子力学版本的霍尔

效应，需要在低温强磁场的极端条件下才可被观察到。

“量子霍尔效应根据电子间相互作用方式的不同，

分为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潘建伟

说，其中，分数量子霍尔态展现出非平庸的多体纠缠，具

有重要的观测研究价值，多年来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

在此项研究中，团队利用“自底而上”的方式，基

于自主研发的超导高非简谐性光学谐振器阵列，实

现了光子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并进一步在此系统

中构建出作用于光子的等效磁场以构造人工规范

场，从而实现了光子的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态。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维尔切克评价，这

项研究向基于任意子的量子信息处理迈出重要一步。

世界首款类脑互补
视觉芯片研制成功

继 2019 年发布全球首款异构融合类脑芯片“天

机芯”之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类脑计算研究团队

在类脑视觉感知芯片领域再获新突破，研制出世界

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相关研究成果 5

月 30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于《自然》杂志。

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施路平

介绍，在开放世界中，智能系统不仅要应对庞大的数

据量，还需要应对极端场景，如驾驶场景中的突发危

险、隧道口的剧烈光线变化和夜间强闪光干扰等。而

传统视觉感知芯片面对此类场景往往出现失真、失效

或高延迟，这样就会限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为更好应对上述问题，研究团队聚焦类脑视觉

感知芯片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视觉原语的互补双

通路类脑视觉感知新范式。

“该范式借鉴了人类视觉系统的基本原理，将开

放世界的视觉信息拆解为基于视觉原语的信息表示，

并通过有机组合这些原语，模仿人视觉系统的特征，

形成两条优势互补、信息完备的视觉感知通路。”施路

平介绍，基于这一新范式，团队研制的“天眸芯”不仅

突破了传统视觉感知范式的性能瓶颈，而且能够高效

应对各种极端场景，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
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敢上九天揽月，谈笑凯歌还！

6月 25日，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一顶

红白相间的巨型降落伞缓缓落下，嫦娥六号返回器

回到地面。至此，嫦娥六号完成了世界首次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的壮举。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开展的最复

杂的深空探测任务。

嫦娥六号任务周期长，工程创新多、风险高、难

度大，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快

速采样、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

嫦娥六号自发射后历经 53 天，闯过地月转移、

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

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以及

再入回收等多个难关，成功带回 1935.3克月背样品。

这些珍贵的月背样品，不仅填补了月球背面研究的

历史空白，也为我们研究月球早期演化提供了一手资料，

更为理解月球背面与正面地质差异开辟了新的视角。

11 月 15 日，月背样品研究传来好消息：我国科

学家利用嫦娥六号月背样品做出的两项独立研究成

果，分别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和《科

学》杂志。这两项研究首次揭示月球背面约 28 亿年

前仍存在年轻的岩浆活动，这一年龄填补了月球玄

武岩样品在该时期的记录空白。

紧接着，12 月 20 日，《自然》又报道我国科学家

通过分析嫦娥六号月背样品，获得了人类首份月背

古磁场信息。

国家重大工程
深中通道建成开通

遥望珠江口，曾被伶仃洋隔开的两岸城市群，因

一座超级工程而紧密连接。

6月 30日，历时 7年建设的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

道建成开通，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由原来的 2 小时

缩短至 30 分钟。深中通道全长约 24 公里，集“桥、

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是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

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

作为环珠江口“A”字形交通网络骨架的关键一

“横”，深中通道跨越伶仃洋，让珠江口东西两岸的

“深莞惠”与“珠中江”两大城市群实现了跨海直连。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创造了世界首例水下

高速公路枢纽互通—机场互通立交、世界最长的双

向八车道海底沉管隧道、世界最大跨径全离岸海中

钢箱梁悬索桥、世界最高桥面最高通航净空海中大

桥等 10项“世界之最”。

自建设以来，深中通道获得发明专利 200 余项、

行业协会奖项数十项，并屡获国际赞誉。2024 年 4

月，深中大桥荣获被称为桥梁界“诺贝尔奖”的国际

桥梁大会“乔治·理查德森奖”，深中隧道荣膺“全球

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 50项标志性工程”。

“我们坚持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将创新主导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总工

程师宋神友说，深中通道完成了多项技术创新，特别

是在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设计施工领域形成了原

创性成果，实现了“从 0 到 1”的突破，为世界跨海通

道工程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

异体通用型CAR-T治疗
自身免疫疾病获突破

7月16日，《细胞》杂志在线发表海军军医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徐沪济教授团队的临床

研究成果：3名患有严重复发难治性风湿免疫疾病的

患者在接受通用型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

（CAR-T）治疗后，病情得到明显改善。这是国际首

次成功使用异体通用型CAR-T治疗自身免疫疾病。

如何提高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愈率，最大限度

降低患病率和致残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是全球共

同面临的医学难题。近年来，生物制剂和靶向小分

子药物等在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巨大进

展，但其对许多患者仍无效，或改善后复发，患者最

终发展出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徐沪济介绍，CAR-T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疗手段，

已经在B淋巴细胞（以下简称“B细胞”）等恶性肿瘤的

治疗中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在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发

病过程中，B细胞的异常发育和功能失调是致病的关键

因素之一。该团队使用健康供者来源的T细胞，经过基

因工程改造，制备出针对B细胞CD19的异体通用型靶

向CAR-T细胞药物，实现了CAR-T细胞药物的批量

生产。使用该细胞药物，徐沪济教授团队成功治疗3名

严重复发难治性风湿免疫疾病患者。

徐沪济表示，这项研究不仅为目前缺乏有效治

疗手段的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

择，还展示了通用型 CAR-T 细胞疗法在有效性和

安全性方面的巨大潜力。

首个国产
移动操作系统发布

10月 22日，我国首个国产移动操作系统——华

为原生鸿蒙操作系统（HarmonyOS NEXT）正式发

布。这是继苹果 iOS 和安卓系统后，全球第三大移

动操作系统。

此次发布的原生鸿蒙操作系统流畅度、性能、安全

特性等提升显著，全面突破操作系统核心技术，实现系

统底座的全部自研，也实现国产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

由于不依赖国外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内核等核心

技术，原生鸿蒙操作系统也被称为“纯血鸿蒙”。11月

26日，搭载原生鸿蒙操作系统的华为Mate 70系列手

机正式发布，标志着华为原生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商用。

华为常务董事、终端业务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

方案业务董事长余承东介绍，原生鸿蒙操作系统在

续航时间、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均位于行业前列。

据悉，鸿蒙系统于2015年立项，持续打造操作系统

根技术，用不到 10 年的时间走完同行 30 年的历程。

2019年，华为公司正式对外发布鸿蒙系统，2021年该系

统正式搭载到智能手机上。2023年9月，华为公司宣布

全面启动鸿蒙原生应用，意味着鸿蒙系统完全使用自主

“内核”，不再依赖其他操作系统的开放源代码。加速创

新的鸿蒙系统不仅为国内终端、软件等产业链各环节发

展带来新机遇，也正带动各行业、各领域的数智化转型。

大洋钻探船“梦想”号
正式入列

“打穿地壳、进入地球深部”，这是人类长久以来

的科学梦想。如今，中国最新入列的科考船有望将

这一梦想变成现实。

11月 17日，拥有最大 11000米的钻深能力、我国

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广州正

式入列。

“梦想”号全长 179.8米，宽 32.8米，排水量 42600

吨，续航力 15000 海里，自持力 120 天，载员 180 人。

它的稳定性和结构强度按 16 级超强台风安全要求

设计，可在 6级海况下正常作业，具备全球海域无限

航区作业能力。

中国船舶第七〇八研究所“梦想”号总设计师张

海彬介绍，“梦想”号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攻克多项

世界级船舶设计难题，国际首次创新集成大洋科学

钻探、深海油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等多

种功能，构建起我国自主的超深水钻探装备设计建

造技术体系。经两轮海试验证，“梦想”号主要性能

指标优于设计要求。

作为全球领先的深海作业平台，“梦想”号的科考

实验功能和信息化水平国际领先。全船建有基础地

质、古地磁、无机地化、有机地化、微生物、海洋科学、天

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钻探技术等九大功能实验室，总

面积超3000平方米，配置有全球首套船载岩心自动传

输存储系统，可满足海洋领域全学科研究需求。

“梦想”号海试成功并正式入列，标志着我国在

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是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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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索”确认首个超级宇宙线源、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研制成功、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背采样返回……回望

2024，中国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行稳致远。这一年，我们深刻体会到，“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成就未来”这些宏

大叙事愈加落地和具象化。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当下，科技创新正切实带来信心和希望。

10 月 22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的深圳湾体育中心，华为原
生鸿蒙操作系统发布。 新华社记者 白瑜摄

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
拍摄的嫦娥六号取样回放画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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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粒稻整株。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