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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荏苒，翻阅 2020 年一张
张浸渍汗水的科技日历，那些矢
志不渝的科技创新人物和感人至
深的经典画面仿佛又浮现眼前。

实验室里，他们争分夺秒研
发新冠病毒核酸诊断试剂和新冠
疫苗；工厂车间，他们仔细检查检
测刚下线的呼吸机；发射场上，他
们明察秋毫，仔细做临射前的最
后检查和准备；指挥大厅，他们根
据监视屏数据变化并适时发出指
令；层峦叠嶂间，他们用观天“巨
眼”，捕捉来自宇宙洪荒的蛛丝马
迹；大洋深处，他们驾驶自己的潜
器，勇闯万米洋底……这些画面
连缀起来就是活力四射的创新
2020、感人至深的温暖2020、书写
史诗的奇迹2020。

回顾刚刚告别的这一年，我
们可以发现，中国科技在战疫前
行中呈现出日趋鲜明的态势。具
体来说，包括以下3个方面。

一是科技创新节奏和速度日
益加快。以年度为统计时间周期
来看，中国科技创新事件非常密
集。从航天科技领域，就可见一
斑。继 2019 年创下年轨道量发
射 34 次 纪 录 之 后 ， 中 国 航 天
2020年共执行轨道发射任务量再
创 纪 录 ， 达 到 39 次 。 不 仅 如
此，其中多次轨道发射任务成为
中国航天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事件，甚至是人类航天历史上的壮举。比如，6 月
23日发射的北斗三号组网卫星，标志着北斗全球系
统提前建成。比如，7月 23日发射的天问一号火星
探测器将一次性完成“绕、落、巡”三大任务，标
志着中国行星探测的大幕正式拉开。再比如，11月
24日发射的嫦娥五号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
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了中国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采样重量达1.731千克。这些重大创新也顺
理成章地上榜年度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事件。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日益逼近世界前沿。从近些
年的经验来看，中国重大科创新闻事件不仅密集、
数量多，而且相关事件折射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科
研水平和能力稳步向世界科技前沿迈进，可以说，
中国创新既是世界科创大潮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又
勇立潮头，赢得了国际科技同行的尊敬。比如，在
载人深潜领域，中国作为后来者，步步为营，稳步
推进，在2020年终于圆了全海深梦想，奋斗者号万
米级海试不仅圆满成功，而且成为名副其实的深海
科考平台，毫无疑问，在此领域中国科学家星夜兼
程，已经进入世界最前沿。再比如，在高速铁路领
域，中国在现有技术基础上，研发出时速 600 公里
的磁浮试验样车并试跑成功，在该领域国际创新
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三是科技创新影响日益关乎人类福祉。中国科
创举世瞩目。无论是天问一号开启“奔火之旅”，还
是嫦娥五号从月面取样返回；无论是华龙一号并网
发电，还是可重复航天器成功返回，都是引起了国
际社会普遍关注，不仅吸引了海外主流媒体纷纷刊
出重点报道，而且相关新闻成为民众讨论的热点话
题。其热度一方面在于，认识和探索未知科技领域
是人类的普遍天性，中国实施的重大科技项目是人
类以现代科技力量认识世界、揭示宇宙规律的最新
努力，成果值得称道。另一方面，地球“方舟”之
上，人类命运相连，中国科创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将继续造福世界，从交通出行革命到清洁能源革命，
从月球资源开采到星际旅行，中国创新带给世界无限
可能。当代中国继承自身古典时期的传统，继续以科
技文明之光照亮人类前进之路。

在战疫中创新，在创新中战疫。这
是2020年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大特点。

“地球村”时代，肆虐的新冠疫情昭
示我们，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作为非传统
安全领域的重大威胁已悄然上升为危害
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最大敌人之一。面对
严峻挑战，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积极
广泛动员科技创新资源，一方面直面交
锋新冠病毒，打响科技战疫，切实保障
人民生命与健康权益；另一方面，按照

既定战略，千方百计排除新冠疫情的影
响，继续坚定推动科技创新向纵深发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经过艰
苦卓绝的奋勇拼搏，中华号科创巨轮驶
过新冠疫情的激流险滩，继续劈波斩浪
向前。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站在新旧交
替的时光节点，让我们一起回首那段刻
骨铭心的峥嵘岁月，铭记下中国科技华
光璀璨的恢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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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月面取样示意图。
▼万米级载人深潜器“奋斗者”号。

33月月22日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 （（本版图片均来自本版图片均来自新华社新华社））

中外科学家合作绘制的银河系结构图。中外科学家合作绘制的银河系结构图。

①习近平总书记指挥科技战疫

3月2日，初春的北京依然寒气逼人，全国新冠疫情
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新冠肺炎防
控科研攻关工作，他深入军事医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医
学院，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一线的广
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并就科技
战疫进行了深刻阐释和系统部署。

习近平在考察时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
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
技术创新。要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
紧迫任务，综合多学科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在
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尽快
攻克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3月 16日出版
的2020年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3月2
日的相关讲话，题为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
科技支撑》，成为指导中国科技战疫并取得重大胜利的重
要文献。

②五中全会部署科技自立自强

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举行，全会
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
称 《建议》） 第三部分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
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建议》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注意到，本
次全会对科技创新专章部署，放在规划任务的首位，这在
我们党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历史上
是第一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大势、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布局，凸显了以改革促创
新、以创新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建议》上升为
国家意志并进入实施层面，我国必将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实现更多更大突破，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大步挺进创新型
国家前列。

③嫦娥五号成功月面取样返回

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在预定区域成
功着陆，标志着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取得圆
满完成。当日，习近平总书记向探月工程任务指挥部及
参加嫦娥五号任务的全体同志发去贺电，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可上九天揽月。”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实施是中国
航天特别是探月工程的一座丰碑，在该次任务中连续实现
了我国航天史上首次月面采样、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
对接、带样返回等多个重大突破，为我国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发展规划画上了圆满句号。

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
航天系统工程，成功实现了多方面技术创新，突破了一系
列关键技术，对于我国提升航天技术水平、完善探月工程
体系、开展月球科学研究、组织后续月球及星际探测任务，
具有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④奋斗者号胜利完成万米海试

11 月 28 日上午 8 时 30 分许，海南三亚南山港码头，
“探索一号”科考船载着大国重器“奋斗者”号胜利返航并
靠泊下锚。就在此前1个多月内，“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
在“地球第四极”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多次下潜深度超过1
万米，特别是在 11月 10日 8时 12分，“奋斗者”成功坐底，
深度达10909米，创造本次海试载人深潜的最深纪录。经
过严酷实战考验，“奋斗者”号万米级海试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科考迈进梦寐以求的全海深时代。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
搭乘“探索一号”胜利返航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热情洋
溢的贺信，他在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的同时，充分肯
定了“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成功的重大意义，即标志着我
国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
力，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习近平勉
励海试团队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勇攀深海科技高峰，为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为人类认识、保护、开发海洋不断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⑤天问一号开启独立火星探测

此时此刻，来自地球的使者天问一号正在穿越茫茫的
星际旅程，向火星疾驰。从 7 月 23 日 12 时 41 分踏上“奔
火”征途以来，天问一号已经飞行了160多天，距离火星小
于 1000 万千米。据悉，2021 年 2 月 10 日将是天问一号接
近火星制动捕获的关键时间节点，届时它将成为全球关注
的焦点。

天问一号成功发射标志中国迈出了独立火星探测和
行星际探测的第一步，开启了中国航天新纪元。对国际航
天界来说，重约5吨的天问一号不仅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
次向火星发射的最大规模探测器，而且将实现对火星“环
绕、着陆、巡视探测”，将以高效率的“三合一”探测成为人
类“探火”的佼佼者。

“三合一”探测的效果还需要耐心等待，但是天问一号
到目前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成功拍摄并发回地球与月球
的合影，完成了深空“自拍”并回传地球。飞行控制团队对
其实施了数次轨道修正，其飞行姿态稳定，能源平衡，各系
统工作正常。地面测控通信各中心和台站对其跟踪正常。

⑥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完成

6月23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55颗卫星搭乘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北斗系统，
历时 26 年研发，经历了三代系统、共计发射了约 60 颗卫
星，终于完成全部组网星座发射任务，正式建成。

7 月 31 日上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
开通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对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发出贺
电，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仪式现场，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展览展
示并听取工程建设、运行服务、应用推广、国际合作和发
展展望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
建成开通，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政治优势，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对推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对推动当前国际经
济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对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努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⑦第三代核电技术接连获突破

3 月 2 日 9 时 12 分，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即中核集团福
清核电 5 号机组热态性能试验基本完成，为后续机组装
料、并网发电等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1 月 27 日 0 时 41
分，福清核电 5 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经现场确认，该机
组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机组状态良好，为后续
机组投入商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并创造了全球第三代核
电首堆建设的最佳业绩。这标志着中国打破了国外核电
技术垄断，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

作为与华龙一号并峙而立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另一个
中国方案，国和一号 （CAP1400） 在 2020年迎来里程碑
事件。9月 28日，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宣布，从 2008
年启动研发，历时 12 年科研攻关的国和一号研发完成。
该 项 目 是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 年）》确定的 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是我国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和出口权的第三代非能动大型先
进压水堆机组，满足全球最新安全标准要求，其安全性、经
济性和环境相容性达到第三代核电的世界先进水平。

⑧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成功返回

9月 6日，新华社发布的一条简讯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该简讯报道，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该航天器在轨飞
行 2 天后，于当日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试验取得圆满
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究取得重
要突破，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
往返方式。

航天专家指出，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是指可以重复使用
的、能够迅速穿越大气层,自由往返于地球表面与太空之
间，运送乘员和有效载荷；也可以指较长时间在轨停留和
机动、完成各种任务的航天器，其种类较多，涵盖载人飞

船船、、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推进飞行器推进飞行器、、行行星着陆器、航天飞机等。
近年来，随着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在商业航天领域大力

开拓，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和可重复使用的飞船迅速进入大
众视野，其迅猛发展势头和取得突出成就展现了廉价航天
的广阔前景。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在轨飞行 2 天后成
功返回，表明中国在此领域的创新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⑨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高速铁路已经成为一张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所带
来的交通变革不仅从根本上提升了国人的出行方式甚至
时空观念，而且正在走出国门，进入东南亚和非洲等
地，造福当地民众。

科技进步永无止境，中国高铁技术悄然间又在发生
新的革命。2020年6月，中国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专用牵引变压器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保定轨道交通产业
园下线，并于当天装车运往山东青岛四方磁浮列车试验
线现场。这标志着中国高速磁浮牵引供电设备研制取得
突破性进展，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拥有了自己的专用

“心脏”。在上海同济大学磁浮试验线上，时速 600 公里
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这标志着我国高速磁浮研
发取得重要新突破。试跑期间，工程技术人员开展了多种
工况下的动态运行试验，完成 7 大项 200 多个试验项点，
对诸多关键性能进行了全面的测试。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交通研发项目是国家“十三
五”重点研发计划《现代轨道交通专项》，研制重大突破表
明，人类向贴地飞行的新交通革命大大迈进一步。

⑩绘迄今最精确银河系结构图

宇宙空间的浩渺无垠常常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人类
在地球家园时刻保持对星辰大海的浓厚兴趣和无限遐
想，其中，我们所在“银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是
很多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此，中美德三国天文学家
领导的国际团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银河系是一个具有4
条旋臂的棒旋星系。据此，他们绘制了被认为是迄今最
精确的银河系结构图。

4 月 21 日，南京大学发布消息，该校天文与空间科
学学院郑兴武教授和美国科学院院士M·里德在国际著名
杂志上联合撰文，总结了由他们及德国马普射电天文研
究所K·门滕教授所领导的国际团队历经15年对银河系结
构的研究成果即根据获得的银河系旋臂的结构、太阳系
的位置以及它绕银河系中心旋转的速度，绘制出尺度为
10万×10万光年的全新银河系结构图。

郑兴武指出，这张迄今最精确的银河系结构图清晰
地展示出银河系是一个具有四条旋臂的棒旋星系。这一
成果昭示我们，人类是地球方舟上的命运共同体，应该
在合作中更好探秘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