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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21上海
科技创新大事件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时光匆匆，岁末钟声将响；科
技创新，从来从容不迫。在上海
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建成之后的
2021年，上海科技的创新脚步更
加有条不紊、坚定有力，科技足迹
几乎遍布城市发展的每个角落。
从基础研究、技术发明、产业

升级到体制机制创新、科普新天
地等各方面，本报精选出2021年
上海科技创新的十大“高光时
刻”。它们光芒闪耀，记录并见证
上海在这一年里原始创新策源能
力更强，创新引领发展动力更足。

▼ 世界首条35千伏

公里级，超导电缆示

范工程 图 IC

▼ 我国第一台X射线

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出光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上海天文馆开馆

 李政道研究所实验楼迎

来首批入驻人员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君实生物的产品

惊艳亮相 图 IC

李政道研究所入驻首批科研人员
12月3日，李政道研究所实验楼正式在张江科学城内启

用。随着师生们整建制入驻李政道研究所实验楼，李政道研究

所已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2014年底，李政道先生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在上海交大

建立一个对标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玻尔研究所的国际化科学研究所。

经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在国家相关部委和上海市等各方大力支持

下，李政道研究所于2016年11月在上海交大正式成立。经过近五年

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李政道研究所已聚集若干学术大师领衔的研究团

队，吸引了一批科技创新活力的青年才俊，开展了多个前沿领域原创

性基础研究，实验平台建设正稳步推进。

上海天文馆正式开馆
7月17日，世界最大规模天文馆——上海天文馆，在浦东新区临港

新片区的滴水湖畔正式开馆。上海天文馆主展区分为“家园”“宇宙”

“征程”三部分，全景式展现了宇宙浩瀚图景，打造多感官探索之旅，帮

助观众塑造完整的宇宙观。历时5年建成开放的上海天文馆，标志着

上海科技馆迈入集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合一”的超大型

综合性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发展新阶段，进一步彰显了上海城市软实

力，推进新时代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纳米级“温控”开关使用可超亿次
“温控”开关小到纳米级，一开一闭的时间只有15纳秒，可以使用

超过1亿次！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宋志棠团队研制出由碲元素

制成的全新开关器件，这种开关具有高驱动电流、低漏导和长寿命性

能，有望让相变存储器这一新型三维海量存储器的性能进一步升级。

12月初，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上，中科院上海微

系统所为第一完成单位和唯一通讯单位。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微

电子和微系统所RaffaellaCalarco教授同期在Science上发表了评论文

章，高度评价道：“宋等人取得的成果是前所未有的，为实现晶态单质

开关器件提供了稳健的方法，此单质开关为3DXpoint架构提供了新

的视角”。

“第四种RNA聚合酶的发现者”
被称为“细胞CPU”的RNA聚合酶（Pol），在高等生物中仅有五

种。其中，前三种RNA聚合酶的三维结构都由欧美科学家解析，并曾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2月24日凌晨，第四种结构被中国科学家成功解

析——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张余研究团队和王佳

伟研究团队以及浙江大学冯钰团队合作在Science发表题相关研究论

文。这意味着全球科学界梦寐以求的“第四种RNA聚合酶”，发现者名

单上镌刻下的是中国字。这一足以写进分子生物学教科书的重磅成

果，成功解析了高等植物细胞中的第四种RNA聚合酶结构，并发现了

它与另一蛋白质形成内部通道、高效合成双链RNA的新机制。

超导输电应用迈入全球领先行列
12月22日，世界首条35千伏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在上海正

式投运。这是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领域一项重大核心技术突破，解

决了窄通道大容量输电难题，标志着我国超导输电

应用迈入全球领先行列。超导产业是上海重点培育

的新兴产业之一，近15年来，上海持续支持高

温超导研发和产业化，科技、产业部门接力

推进，形成了从超导材料到电缆集成

的核心能力，成为国内超

导电缆产业链最齐全的城

市。这条35千伏公里级

超导电缆示范工程位于徐

汇区，线路全长1.2公里，

设计电流2200安培，为国

家电网在国内首次建设的

超导输电项目，是目前世

界上输送容量最大、长度

最长、全商业化运行的35

千伏高温超导电缆。

上海科创“十四五”规划发布
到2025年，上海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

（R&D）经费支出比例达到12%左右；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

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将在“十四五”期

间基本建成；更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基地平

台有望落户上海……今年9月，《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发布，首次将科创中心规划、科技规

划和科普规划“合而为一”，明确到2025年，上海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明显增强，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坚实支撑。

首次集齐国家科技奖“一等奖”
今年，上海首次在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

技进步奖“三大奖”高等奖项中同时集齐“一等奖”。这也是自

2000年以来上海牵头获得国家一等奖数量最多的一年，总共牵头

获得4项一等奖，占全国的17.39%。

在今年揭晓的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榜单中，复旦大学

赵东元主持完成的“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制和应用”摘得

2020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我国对基础研究成果的最高肯

定，也是上海时隔十八年再获此殊荣。上海团队牵头完成的专用

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上海

联影和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项目金榜题名。

率全国之先设立“基础研究特区”
“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既需要科学家瞬间的灵感爆发，也

需要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今年10月，上海市发布《关

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提出在全国率先

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对本市具有基础研究显著优势的高校

和科研院所进行长期、稳定、集中支持，并在管理机制上赋予“特

区”充分自主权，引导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精深发展。首批“试点特

区”设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分院。

抗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获认可
上海君实生物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开发，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冠肺炎治疗性抗体新药JS016，今年11月已完成

国际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JS016可以降低病人病毒滴

度及病人转重症风险。目前，JS016正积极推进III期临床试验。

君实生物开发的JS016是国内最早进入临床阶段的抗新冠病

毒中和抗体，也是全球首个在健康受试者中开展临床试验的抗新

冠病毒中和抗体。JS016与另一中和抗体联合使用已获得全球15

个国家紧急使用授权，安全性有效性获得世界性认可，为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的防控提供了中国方案。

大科学设施“光剑”出鞘
作为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置之一，我国首台X射线自由电子

激光用户装置——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XFEL）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今年5月，上海软X射线自

由电子激光装置（SXFEL）在调试工作中，连续取得

突破性进展，先后在5.6纳米、3.5纳米、2.4纳米

和2.0纳米波长，实现自由电子激光放

大出光，完成了“水窗”波段全覆

盖。这表明我国在软X射线自由电

子激光研制方面已步入国际先

进行列。SXFEL所在地张江，

也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种类

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科

学中心。

上海现有14个国家

级大科学设施，8个在张

江，这些大科学设施旨在

加快我国“从0到1”的原

创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