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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引领
科技发展方向

“十三五”时期，中国有许多科
技创新成就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近日登上网络热搜的一个特殊
计数单位“亿亿亿倍”，来自中国最
新研制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二
号”，指它求解高斯玻色取样数学
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还 要 快 10 的 24 次 方 倍 （亿 亿 亿
倍）。而“九章二号”的前身正是
在“十三五”时期诞生的量子计算
机“九章”。

量 子 计 算 被 认 为 可 能 是 下 一
代 信 息 革 命 的 关 键 技 术 。 它 可 以
通 过 特 定 算 法 获 得 比 传 统 计 算 机
更 强 的 算 力 ， 解 决 一 些 具 有 重 大
社 会 和 经 济 价 值 的 问 题 。 研 制 量
子 计 算 机 被 看 作 世 界 科 技 前 沿 的
重大挑战之一。

2020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
建伟、陆朝阳等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合作，构建了 76 个光子的
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计算玻色
取样问题，“九章”处理5000万个样
本只需200秒，而当时世界最快的超
级计算机需要6亿年。这一成果使中
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
性”的国家。

高品质光子源、高精度锁相、规
模化干涉……一项项创新与突破，让

“九章”后来居上，在量子计算第一
阶段树起一座里程碑。而今，“九章
二号”再次占据行业领先地位。未
来，中国将继续在量子计算领域不断
求索。

中国的前沿科技还瞄准太空，探
索浩瀚宇宙。

2017年6月，中国首颗X射线天
文观测卫星“慧眼”顺利发射升空。

据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
理中心主任、“慧眼”卫星首席科学
家张双南介绍，宇宙中很多极端天体
物理过程都会产生并发射强烈 X 射
线，探测宇宙中的X射线对探索宇宙
奥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慧眼”卫星与国外同类
卫星相比，具有覆盖能段宽、在高能
X射线能段的有效面积大、时间分辨
率高、有效工作时间占比高等优点。
“‘慧眼’是世界上探测能区覆盖范围
最广的天文望远镜之一，可以进行很
宽谱段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观测。”
张双南说。

在 4 年运行时间里，“慧眼”卫
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比
如成功监测引力波源所在天区，直
接测量到宇宙最强磁场，发现距离
黑洞最近的相对论喷流，观测到黑
洞双星爆发过程全景……截至今年 8
月，利用“慧眼”卫星的观测，科
研人员已投稿和发表了超过 80 篇学
术论文。目前，这颗“宇宙星探”
虽已超过了其设计寿命，但运行状
态仍然良好，各项指标正常，科学
家们还在期待接下来它能有更多新
发现。

面向经济主战场，依靠
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十三五”时期，一些科技创新
成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2017 年底，首批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公布，标
志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
大 科 技 项 目 进 入 全 面 启 动 实 施 阶
段。两年后，这一名单中成员数量
增至 15 家，覆盖了自动驾驶、城市
大脑、医疗影像、智能语音、智能
视觉、基础软硬件、智能供应链、
图像感知、视觉计算等多个领域的
应用场景。

以人工智能重大需求为牵引，促

进行业开放共享，助力中小微企业成
长，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
业生态发展的引领力量，是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的重要使命。如今，各
个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相继交出成
绩单。

超大曲面屏、智能控制台、零
重力座椅等智能化装置，没有了传统
汽车的方向盘、刹车踏板，车外全玻
璃车顶与外部传感器融为一体……在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
由百度公司自主研发的具备L5级自动
驾驶能力的汽车机器人令人眼前一
亮。据了解，目前，百度的 Apollo
自动驾驶技术已获得411张国内测试
牌照，累计测试里程达 1800 万公
里，在零售、载人、清扫、巡检、
矿山挖掘等应用场景都有落地。百
度副总裁、自动驾驶技术部总经理
王云鹏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应用场景几乎涵盖国计民生各领
域。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打通从科研模
型到应用的高速通道，对实施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汽车
产业变革机遇意义重大。”

科大讯飞在全国建立了 15 个产
业加速中心，将人工智能技术免费
提供给创业者和中小企业，促进了
各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规划、建
设和运营，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目前，已落地孵化
培育开发者团队和公司 600 余家，
带动就业 3 万人，实现人工智能科
技产业规模约 800 亿元。“有了科大
讯飞的人工智能技术，再结合自己
的情况，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就可以
自主研发自己的产品。”科大讯飞副
总 裁 、 产 业 加 速 中 心 总 经 理 方 明
说，除了提供技术，科大讯飞还把
供应链开放给认证过的初创企业，
把大企业的订单拆解后，分给不同
的小微企业。“这相当于科大讯飞

‘弯下腰’，让创业者和中小企业站
在科大讯飞的肩膀上起飞。”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
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

“十三五”时期，不少“国之重
器”震撼亮相。

仰望九霄，中国人在太空“筑
巢”的梦想化为现实。今年 4 月 29
日，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送入预定轨道，中
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从
发射载人飞船将航天员送入太空，到
太空出舱、发射空间实验室，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先后用 6 艘载人飞船、5
艘无人飞船、一艘货运飞船、一个目
标飞行器和一个空间实验室，支持
11 名中国航天员、14 人次完成多趟
太空之旅。通过历次“神舟”和“天
宫”飞行任务，中国先后突破掌握了
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关
键技术，成就了中国空间站的诞生。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

“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
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中国探月工程成果愈加丰硕。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
降落在月球背面，并通过“鹊桥”中继
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
影像图，揭开了月背的神秘面纱。这是
人类探测器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开启
了人类月球探测的新篇章。2020年12
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经历23天的太
空之旅，怀揣取自月球的土壤，稳稳降
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着陆区域。这
是人类时隔40多年后再次完成从月球
采样返回的壮举，创造了5项“中国首
次”。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实施，标志
着中国具备了地月往返能力，并且实现
了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
的完美收官，为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火星探测大步前进，开启星
际新征程。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国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正
式启航。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火星环
绕、着陆、巡视探测三大任务，这在
世界航天史上尚属首次。浩渺无垠的
深空中，超1亿公里测控技术等一系
列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天问一号
的每一个动作都完美利落。今年 5
月，天问一号探测器及其搭载的“祝
融号”火星车“登火”成功。截至今
年8月，“祝融号”火星车所有科学载
荷开机探测共获取约 10GB 原始数
据，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

潜入深海，中国的“奋斗者”号
全力探秘。2020年11月28日，“奋斗
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
米海试并胜利返航，标志着中国具有
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
和研究的能力。据“奋斗者”号总设
计师叶聪介绍，2016年，他们接下向
万米深渊发起挑战的任务，近5年来，
从设计到建造、调试，他和同事面对
万米极端环境，几乎把工业能力用到
极限，保证了项目高质量按期完成。
今年10月8日，“奋斗者”号在马里亚
纳海沟海域完成首次常规科考应用。

“深海科研工作者已触碰到世界海洋最
深处，但是对海洋的探索永不会停
步。”叶聪表示，“研制‘奋斗者’
号，就是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为深海研究提供高技术装备。未
来，我们会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提升
综合性能，满足更复杂的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创
造高品质生活

“十三五”时期，科技还为人民
的生活提供了更多新可能。

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的农业农村展区，参观者能看到一
个透明玻璃房里开着不同颜色的灯
管，照射着当中种植的一株株水稻。
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带来的参展项目

“无人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据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研究
员杨其长介绍，这项技术旨在用工业
化的方式解决育种难题。无人植物工
厂里生长的水稻比普通种植方式缩短
了一半生长周期。这就减少了种植对
土地面积的依赖，也能使亩产产量大
幅提升。“这项技术不仅为育种科学
家们提供了一种重要手段，也为未来
的 粮 食 安 全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技 术 储
备。”杨其长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也都离不开强大的
科技支撑。国药集团在核酸检测、疫苗
研发、药物器械研制生产等方面开展科
研攻关，短时间内取得多项突破，研发
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中国移动开发出
5G医护助理机器人，可代替医护人员
完成远程看护、测量体温、消毒、送
药等工作，减轻医护人员工作压力。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搭建的“一网畅
行”大数据平台，能实时监控全国疫
情情况并预测分析，平均预测误差不
到1%。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开发多套
大数据算法模型，发布“企业复工电
力指数”产品，客观反映复工复产情
况，形成区域监测分析报告约400份。
中国石化依托生产管控仿真平台，为
勘探、炼化、运输等生产作业现场提
供远程专家支持、在线管控和动态监
测，保障正常生产运营。

“十三五”期间，中国系统加强
了医疗器械领域的科技布局，研发出
一批高端医疗器械，基本补齐了中国
高端医疗器械短板，部分产品迈入全
球竞争行列。比如中国自主研发的、
医学影像设备领域最尖端的技术代表

“一体化全身正电子发射/磁共振成像
装备”。据介绍，该设备首次实现正
电子与核磁两种模态数据实时同步采
集，最快 10 分钟完成全身扫描，在
肿瘤、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等全身
复杂疾病的早期精准诊断方面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

近年来，中国取得的科技创新成
果不一而足。科技部数据显示，“十
三五”以来，中国科技创新主要指标
稳 步 提 高 ，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排 名 从
2015 年第 29 位跃升至 2021 年第 12
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 2015 年
1.42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 2.44 万亿
元，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由 9836 亿
元增至 2.8万亿元，中国科技实力跃
上新台阶。今天，中国已经步入科技
创新的快速轨道，一些科技前沿领域
进入并跑、领跑阶段，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创新大国和全球创新版图中
日益重要的一极。

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科技赋能发展，创新决胜未来
本报记者 李 贞

“‘十三五’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加快发展，创新能力大
幅提升，在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民生科技等领域取得一
批重大科技成果。”10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

“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时强调。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展览重点展示“九章”量子计算原

型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天机”类脑芯片等
基础前沿重大突破以及散裂中子源、“慧眼”卫星等科学装
置；面向经济主战场，重点展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京华号”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等；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重点展示中国空间站模型、火星车、“嫦娥五号”、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集成电路装备、全球首个
第四代核电高温气冷示范堆、“国和一号”核电机组等国之
重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重点展示一体化全身正电子发射/磁共
振成像装备、无人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以及“科技抗疫”

“科技冬奥”的最新成果……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模型，生
动诠释着“十三五”期间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和突
出成就。

回望“十三五”，一大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涌现，如
星辰闪耀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征途上。当前，中国科技实力正
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
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010月月2121日日，，观众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国家观众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国家““十三五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展出的科技创新成就展展出的
时速时速600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金立旺摄摄

▲10月 21日，在国家“十三五”科技
创新成就展上，工作人员介绍新一代“人
造太阳”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10月22日，观众在国家“十三五”科
技创新成就展上用手机拍摄舱内航天服。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展出
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