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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 年
全国科技活动周即
将如约而至。5月25
日—6 月 1 日，位于
首钢园的北京主场
展览，将成为体验
科技创新魅力和感
受科学家精神的启
航之地。本报记者
提前探班，为读者
们 前 往 打 卡 提 供

“导航”。

王大珩：中国科学院应用光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被授
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王大珩毅然决定
回国。面对新中国几乎一片空白的光学
和应用光学领域，以及全国几乎没有光学
测量设备的现状，他立志要让光学在中国

生根，要让国防建设有所依托。1951 年，
王大珩受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1952年，
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后改名
为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春光
机所），研制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中
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以“八大件”为
代表的一大批光学精密仪器。

袁隆平：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 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 年
获“共和国勋章”。

从事杂交水稻研究50多年，袁隆平躬
耕陇亩，创新不止，成功地演奏了实现三
系杂交稻、攻克两系杂交稻、冲刺超级稻、
攻关“耐盐碱水稻”的创新四部曲。研究

三系杂交稻时，他的创新思路首先是来自
科学的怀疑精神，敢于挑战学术权威的勇
气。袁隆平根据一株“鹤立鸡群”的野稻，
确认当时遗传学的经典理论是一个典型
的形式逻辑理论，勇敢地冲击了“自花授
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权威论断。袁隆
平说，“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如果我
死守权威，也许至今还一事无成”。

刘东生：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地球环境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刘东生毕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在中
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青藏
高原与极地考察等领域，特别是黄土研究
方面取得大量原创成果，使中国在古全球

变化科研领域跻身世界前列。为勘探地
质，刘东生经常进行野外考察，从实践中
发现真理。1964年，刘东生自告奋勇参加
西藏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队，他带领的地
形测量组准确测出顶峰高度为8012米，采
集了珍贵的标本。1966年，他率领100多
名科学考察队员再次进藏，对珠穆朗玛峰
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察。刘东生一
心为钻研黄土而奋斗，证明了中国黄土是
研究260万年来气候变迁历程的可靠记录，
蕴含着其他记录无法替代的宝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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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宪：北京大学物理化学家、教
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获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

1954 年，徐光宪与唐敖庆、卢嘉
锡、吴征铠在北京共同主办物质结
构进修班，培养了全国第一批物质
结构课的师资力量。1957 年，他参

与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创办。
该系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培养了大
批优秀人才，为我国核科学技术事
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光宪
的科研成果使中国从稀土资源大国
变成生产应用大国，他撰写的重要教
材哺育了中国几代化学工作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麻风病防治
专家，2021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1983 年初，年逾六旬的李桓英带
着申请来的免费药品来到云南省勐
腊县的“麻风村”。她到每一个患者
的家里，去劝说他们服药。“麻风村”
大多山高路险、地处偏僻，她曾在勐
腊坐独木舟时过河翻船，也曾数次遭
遇翻车，最严重的时候从翻滚的汽车

挡风玻璃前窗被甩出去 10 多米。她
攻坚克难，将原本六七年的疗程缩短
为两年。在她的努力下，“麻风村”的
帽子最终于 1990 年被摘掉了。90 多
岁高龄时，李桓英仍然奋斗在麻风病
防治研究第一线，她为我国政府制定了
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
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
重要依据。

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队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于

2009年立项启动实施。北斗系统工程
七大系统协同推进，全国各地数百家单
位的数十万名科研人员参与到北斗全
球系统的研制建设中。整个团队攻坚

克难、持续拼搏，突破了基于相控阵的
星间链路通信测量、星载时频无缝切换
等核心技术，完成了我国首颗北斗三号
系统试验卫星和10余颗北斗三号系统
组网卫星的研制与发射，为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走！去看“大国重器”
高性能超导量子计算系统

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研制的高性能超导量子计
算机，其核心量子芯片采用低损耗芯片互联技术，实
现跨芯片量子态传输的保真度达到99%，采用的玻
色编码量子纠错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延长量子
信息的存储时间超越盈亏平衡点16%，并入选2023
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此外，高性能超导量子计
算系统还在微波测控系统、高精度微波测控板卡、
放大器、环形器等量子计算机全链条部件实现了国
产化。

“慧眼”卫星

“慧眼”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是中国第一
颗空间X射线天文卫星，既可以实现宽波段、大视
场X射线巡天，又能够研究黑洞、中子星等高能天
体的短时标光变和宽波段能谱的空间X射线天文
望远镜，同时也是具有高灵敏度的伽马射线暴全天
监测器，于2017年6月15日在酒泉发射升空。“慧
眼”已经在引力波伽马射线暴、快速射电暴、黑洞和
中子星等研究方向作出重要贡献。

新一代“人造太阳”

“人造太阳”是建一个装置，利用核聚变原理，持
续可控地输出能量。由于它产生能量的原理与太阳
相似，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2020年12月，中
核集团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
国环流三号，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2022年10月19
日，新一代“人造太阳”等离子体电流突破100万安
培，创造了中国可控核聚变装置运行新纪录，标志着
我国核聚变研发距离聚变点火迈进重要一步。“人造
太阳”一旦实现商用化、小型化，就可被放置到太空、
卫星、电动车等场景之中，成为低成本的能源来源。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的首艘大洋钻探船，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
能力和海域11000米的钻探能力。该钻探船突破
10 余项关键技术，完成多项国际首创设计，具有
全球最先进的钻探系统，建有全球面积最大、功
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总面积超 3000
平方米，可满足海洋领域全学科研究要求。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后将为深海资源开发
应用提供重要装备保障，标志着我国深海探测能力
建设和装备现代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进一步提高
了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有力支撑了我国实施大
洋钻探国际大科学计划。

“爱达·魔都号”大型邮轮

“爱达·魔都号”大型邮轮是中国首艘国产大
型邮轮，其交付运营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五个（欧
盟之外第一个）能制造大型邮轮的国家。至此，
我国集齐造船业“三颗明珠”，具备同时建造航空
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邮轮的能力。

“爱达·魔都号”大型邮轮相继突破了重量重

心、安全返港、动力系统、综合电网、舱室环境、振
动噪声、美学设计等贯穿邮轮全生命周期的一系
列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大型邮轮设计建造和复
杂巨系统工程管理能力，带动了我国邮轮经济全
产业链发展，持续构建了邮轮业的中国标准体系。

大型邮轮是全球最大、最复杂的单体机电产品。
“爱达·魔都号”大型邮轮总吨位13.55万吨，包含2500
万个零件、107个系统、55000个设备、4750公里电
缆，拥有客房2125间，可容纳乘客5246人，有超过4
万平方米、高达16层的生活娱乐公共区域，今年1
月1日从上海开启首航，被誉为移动的“海上现代
化城市”。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
是世界上最灵敏的超高能伽马探测装置，位于海拔
4410米的四川稻城海子山。

2021年，在银河系内发现大量“拍电子伏加速
器”，并探测到宇宙最高能量光子，开启了“超高能
伽马天文学时代”；精确测定了标准烛光蟹状星云
的超高能段亮度。2022年10月，约20亿光年外的
宇宙深处，一颗“超级太阳”在核聚变核素耗尽时坍
缩爆炸，发出持续几百秒的绚烂“宇宙烟花”——伽

马射线暴GRB 221009A。“拉索”首次完整记录了
这次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的爆发全过程。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爱因斯坦探针空间科学卫星是由中国科学院主
导，欧洲航天局、德国马普地外物理研究所和法国航
天局以国际合作形式参与研制的一颗空间科学卫星，
是我国首颗大视场X射线天文卫星，主要用于观测
宇宙中的剧烈爆发现象，捕捉这些转瞬即逝的宇宙

“焰火”，对研究恒星活动、致密天体的形成、演化、并
合等具有重要意义。爱因斯坦探针卫星于今年1月
9日发射升空，4月发布第一批在轨探测图像。

国际首套300兆瓦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今年4月，山东肥城国际首套300兆瓦先进压
缩空气储能电站首次并网发电，并一次性取得成功
。该电站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性能
最优、成本最低的新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研发团
队突破了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全套关键
核心技术，系统装备自主化率达100%，实现了完全
自主可控。

风云三号G星

2023年发射的风云三号G星是我国首颗低倾
角轨道降水测量卫星，首次实现降水三维结构的星
载探测，突破了主动微波三维降水探测、被动微波
成像与探测一体化设计以及全新仪器数据处理与
产品研发等技术难题，使我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低
轨4条轨道（上午、下午、晨昏和倾斜轨道）气象卫
星组网观测的国家。中国环流三号中国环流三号。。（（中核集团供图中核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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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号大洋钻探船。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在轨运行示意图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在轨运行示意图。。
（（中国科学院供图中国科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