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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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上海

持续“上新”中国科创越跑越快
2022累累硕果令人瞩目 2023将继续提拓新思路

域퇘쇬폲“眼퇛”报뷝、
“梦眼”飞眼；“号ퟓ号”现쿖
输릫샯뗘뇭솿ퟓ첬뒫쫤；纤뷧쫗쳵
营즳쒮쳺路쿟提춨运펪；纤뷧ퟮ듳的맢쿋
成싧릹훾뛸돉；研뷠뫍뿉뢺떣쓜풴쇬폲研
…닺돶좫局뗚튻ꆭꆭ2022年，中맺科技创
新튻횱냧퇝ퟅ춻웆틽쇬的“火뎵춷”，全룄뇤쇋좫
局创新룱뻖。

进뷸2023年，技싛쫇늼뻖现쪩맺볒훘듳科技
目目、制짆新탍뻙맺쳥훆，新쫇强뮯웳튵科技创新
位쳥뗘캻、力룟人닅ퟔ位엠퇸훊솿뫍쓜솦，科톧技
术뚼将캪社믡뺭볃힢죫돤ퟣ的믮솦，提拓新的力
径路뺶。

本报记者 郜阳

每年，世界著名科技杂志都要对人类科

技突破性成果做出点评。而在刚刚过去的一

年，或许是时间的原因，人类科技的一个里程

碑，来不及入选世界十大科技成果。

去年12月13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其下属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一个团队，12月5日在国

家点火设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可控核聚变实验，实现

了“核聚变点火”，该反应产生的能量超过所消耗的能量。

这是一个全球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的成果，意味

着人类将于未来真正实现清洁能源。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科学家们就开始试验聚变反

应堆。虽然它们长期以来一直能够产生聚变反应，但

直到此前，这些反应总是需要输入超过它们最终所产

生的能量。而今，当输出的能量超出输入的能力，核聚

变理论上被认为“实现了”，就可能可以开始为人类发

电了。尽管，这仍限于基础理论阶段，人类离“核聚变”

用电尚有较长的应用距离。但，路径已然被发现，人类

甚至拥有了建造“人造太阳”的可能。

除了上述里程碑式的发现，美国《科学》周刊评选

出“2022年十大科学突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多项

涉及病毒细菌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引发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毒。

发表于去年1月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爱泼斯坦-巴尔

病毒可能是引发多发性硬化症的因素。这种病毒也被

称为人类疱疹病毒第四型，被认为可能导致传染性单

核细胞增多症（即“接吻病”）。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发

现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因为大多数病例可以通过阻

止感染病毒来预防。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在加勒比海的红树林沼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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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研惊喜连连
2022年春天，我国科学家独创了一种二氧化碳

转化新路径，通过电催化与生物合成相结合，成功以

二氧化碳和水为原料合成了葡萄糖和脂肪酸，为人

工和半人工合成粮食提供了新路径。“利用这种电催

化与生物合成相结合的模式，‘从无到有’地在克级

水平合成了葡萄糖，这显示了该策略较高的生产水

平与发展潜力。”研究完成者之一、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于涛说。

从鱼到人的演化中最关键的跃升环节具体在何

时、何地、如何发生？去年9月，登上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自然》的4篇文章，迅速将这一问题送上热

搜。“从鱼到人”的演化并不是从鱼直接变成人，而是

一部长达5亿多年的演化史。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团队在重庆、贵州等地

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

首次为有颌脊椎动物的崛起与最早期辐射分化提供

了确切证据，并据此取得一系列新发现，刷新了对有

颌类早期演化历史的传统认知。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

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中国科研人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歇。

逐梦太空收获颇丰
2022年，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画面犹在眼前：

耀眼的火光划破黑夜长空，神舟十五号直入苍穹；载

人飞船“投入”空间站母体“怀抱”，两个乘组6名航

天员首次“太空会师”……中国人用一次次壮美的腾

飞和不懈的探索，在遥远而神秘的太空中，不断留下

创新的印迹。

10月31日，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在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的托举下顺利升空，打响了我国空间站

建造任务的收官之战。11月30日5时42分，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船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

端口，加上问天、梦天实验舱，神舟十四号、天舟五号

飞船，中国空间站首次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达到

当前设计的最大构型，总重近百吨。

而在遥远的火星，我国科学家利用“祝融号”火

星车获取的数据，在地质年代较年轻的着陆区发现

了水活动迹象，表明火星该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

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

月壤研究、火星探测……中国探索宇宙的脚步

在继续，未来将会有更多发现，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

应用技术创新加速
晶体管是芯片的核心元器件。更小的栅极尺寸

使芯片上能集成更多的晶体管，从而提升性能。

2022年3月，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任天令团

队，首次制备出亚1纳米栅极长度的晶体管，具有良

好的电学性能。国际同行评价，这项新工作将栅极

的尺寸极限进一步缩小到“仅一层碳原子的厚度”。

2022年，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建

成后，两台机组年发电能力近200亿千瓦时，相当于

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6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632万吨，对优化我国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同样在去年，中国海油宣布在海南岛东南部海

域琼东南盆地再获勘探重大突破，发现了我国首个

深水深层大气田宝岛21-1，探明地质储量超过500

亿立方米，实现松南—宝岛凹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最大突破，是深海深地探测取得的有力进展。

■ 2022年11月29日，搭载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
二号F遥十五运载火箭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新华社 发

▲ 中国唯一自主三代核电机组“华龙一号”

▲

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的模拟图像 新华社 发

现 了 一 种 巨 型 细 菌 Thiomargarita

magnifica。这种细菌最长可达2厘米，用

肉眼就能看到。它比任何其他已知的细菌

大5000倍左右，这就好比我们发现了一名身高

超过8千米的人类。

另外，由鼠疫杆菌引发的黑死病是历史上

最致命的瘟疫之一。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

它在欧洲人的基因中留下了痕迹。近700年前

保护人们免遭瘟疫折磨的那些基因已不再有

益，现在导致欧洲人更容易罹患自身免疫性疾

病，比如克罗恩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另一项关于疫苗的研究则取得突破。针对

呼吸道合胞病毒引发疾病的两种疫苗的大规模

临床试验表明，它们可以保护受这种常见疾病

影响的两个群体：婴儿和老年人。这两种疫苗

都能防止60岁以上人群出现重症，同时还不会

引发明显的副作用。而若让孕妇接种其中一种

疫苗，能保护婴儿到其6个月大，因为孕妇能将

抗体传给胎儿。

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已逾三年。未来还有

哪类病毒可能出现？人类该如何寻求与微生物

共存的方式？安全疫苗从何而来？等等。毫无

疑问，这些都将成为全球科技界关注的焦点。

《科学》发布的“2022十大科学突破”还包

括：詹姆斯 ·韦布空间望远镜、多年生水稻、有

200万年历史的DNA、偏转小行星、美国通过新

气候法案、能创造艺术的人工智能等。这些科

学发现具有两个共性：其一，面对人类未来的生

存挑战；其二，注重于最基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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