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厘米级天尺”——用户对北斗导航系统优异的精度
定位性能纷纷点赞。而为了打造这把超高精度的天尺，新中
国科技工作者奋斗了 34 年，其中仅可行性论证就足足花了 9
年，而后又经过长达25年的建设历程。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就把以火箭为核心的航天科技作为
重点发展目标，但是由于科技和工业基础薄弱，建设导航卫
星星座系统之路十分艰辛。

1970 年，中国开始研究卫星导航系统的技术和方案，
1986年开始进行可行性论证。1994年、2004年相继启动了北
斗一号、二号系统工程建设，其导航服务范围和导航精度持
续提升。到 2015年，其精度已经达到米级。随着北斗地基增
强系统建设和2016年11月启动夔龙系统建设，北斗导航精度
大踏步迈向厘米级，支撑包括智能驾驶在内的各种导航定位
服务。

北斗导航系统定位精度的提高得益于诸多方面，其中非
常重要的就是授时精度的跃升。实际上，计时钟作为导航卫
星的频率基准，直接决定着导航卫星定位、测距、授时的准
确性，是导航卫星的关键。不同的计时工具在精度上差别很
大，机械表一天差不多有 1秒误差，石英表一天大概有 0.1秒
误差，而原子钟数百万年才有1秒误差。中国科学家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加大原子钟研制力度，到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
国首台地面主动性氢原子钟。为适应卫星载荷需求，中国科
学家进行了使其小型化的努力，北斗系统初期建设配置了铷
原子钟，其在轨服务能力可满足中国区域导航定位要求。之
后，中国科学家对原子钟升级。2018年底，大约每 3000万年
的误差仅1秒的原子钟诞生，“中国精度”再次实现新突破。

高精度授时除了应用在卫星导航领域之外，在通讯、金
融、电力、交通等众多领域也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中国精
度”为这些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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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中旬，中国万米级载人潜水器钛合金球形舱焊接工作
完成，它由中国自主研发制造，可承受万米深海压强，凝聚了中国科学
家几十年的心血。预计 2020年，中国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将进入海试阶
段，具备到达全球海洋任意深度的能力，实现全海深进入。

挺进深蓝，全海深进入，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新中国海洋科技致
力于突破的目标。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载人深潜事业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浅海到深海、从单项研制到系列发展的跨越。蛟龙号 7000米
级载人潜水器历经10年论证与立项，又经10年科研攻关，于2012年完
成研制和海试。2017 年，深海勇士号 4500 米级载人潜水器研制成功，
其国产化率达95%以上。加快发展无人深潜技术，以新一代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为引领，构建载人与无人优势互补、协同作业的潜水器共融体
系，中国正在向实现全海深科学研究与资源勘查的目标稳步迈进。

深8588米！相当于从喜马拉雅山主峰峰顶打到山脚。2019年2月，
中国石化宣布所属西北油田顺北油气田的顺北鹰1井完钻井深创亚洲纪
录，这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世界先进的超深井钻井技术。把深埋在地下的
石油资源开采出来，为中国经济提供新动力，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和石油工
作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1952年8月，甘肃玉门油田开发会战打响。5
年后，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建成。1955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是
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之后四川、大庆、胜利等大油田相继开发。

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摸清辽阔疆域地下各种矿产资源的家底是一
项更基础的工程，2008年启动了“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即

“深地探测计划”。2014年4月，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的松科二井开钻，
历时4年多，完钻井深7018米，成为亚洲国家实施的最深大陆科学钻井
和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成立22年来实施的最深钻井，在深部钻探技
术和白垩纪陆相古气候研究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9年 3月 10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冲天
而起，成功把中星6C卫星发射入轨。“第300次！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第
300次发射！”中国航天人品味着这个数字包含的特殊意义。而这一刻
距离长征火箭首次飞天过去了49年。

1970年 4月 24日，中国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搭载着中国首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一次发射创造两项纪录，中国
航天史迎来第一个发展里程碑，而这也是中国航天日花落“4 月 24
日”的由来。为了这一刻，中国科技工作者奋斗了14年。

1956 年 2 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 《建立中国国防航空
工业的意见》。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统一
领导中国的航空和火箭事业，中国航天事业由此启程。

从第一枚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到一箭三星；从研制发射通信
卫星到气象卫星、导航卫星并组成卫星星座；从无人试验飞船到载人飞

船和宇航员出舱；从单人短暂太空飞行到多人太空工作生活超过 30
天；从探测器绕月飞行到月面软着陆并进行定点和巡视探测……中国
航天大步迈向国际航天最前沿，为人类认识和利用太空做了杰出贡献。

空间科技进步永无止境，中国航天正在蓄积力量，向更高目标挺进。
嫦娥五号计划于今年发射，完成月面采样返回的任务，实现中国

航天“4个首次”：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次
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
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中国计划于 2020 年前后发射空间站核心舱，
2022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届时，它将成为国际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向
国际社会开放。中国计划于2020年首次执行火星探测任务，实现火星
环绕、着陆和巡视，对火星开展全球性、综合性的环绕探测，并对局
部地区开展巡视探测。

九重云霄，见证中华腾飞！

时空是人类感知世界最基本的维度，新中国的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
上刷新了国人的时空观和生产生活方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中国构建
了日益高效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机场航线网和互联网，推动实现人
流、物流、信息流无障碍流动。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3万公里，是新
中国成立时的约6.5倍。其中高速铁路近3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总
里程的 2/3，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让

“天堑”变“通途”，让“异地”变“同城”，催生了一批“高铁新城”，
激活了“高铁经济”。铁路软件设施也大幅改善：网络购票、刷脸进
站、智能机器人引路等，让人们铁路出行变得更从容、更舒心。

1984年，一种被称作“高速公路”的封闭性新型道路基础设施被
引入中国，当年6月和12月，两条线路即沈大线与沪嘉线在辽东半岛和
华东地区先后开建并分别于 1990 年和 1988 年实现通车，其行车效率、
安全性、舒适性大为提高。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热潮就此拉开大幕。到
2018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 14.3万公里，总里程稳居世界第一位。普
通公路建设更是增长迅猛，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8.1 万公里，激增到
2018年底的逾470万公里。

今年9月底，一座超大型的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将正式启用，它的体量相当于首都机场1号、2号、3号航站楼的
总和，远期规划7条跑道，其年客流吞吐量将达1亿人次。遥想新中国
成立之时，仅有“两航起义”回归人民手中的十几架飞机和为数极少的
机场。到2018年，中国大陆民用航空 （颁证） 机场达到235个，运输飞
机3639架，完成飞机起降1100万架次。国人空中交通出行和货物航空
运输更便捷高效。

2019 年 6 月 6 日，工信部正式向电信、移动、联通、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中国率先开启5G商用元年，这距离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约
25年，距离中国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61年。中国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尤其是从只能进行语音通话的1G网络向2G、3G、4G和5G网
络加速演进，把中国快速融入“地球村”，推动“互联网+”向各行各
业持续渗透，消费型互联网和生产型互联网获得空前大发展。可以预
期，随着以高速率、大带宽、广联接为重要特征的5G网络普及，中国
互联网将迈入更高发展阶段。

更高 中华腾飞九重霄

更快 重构时空真豪迈更快 重构时空真豪迈

更深 水下万米若蛟龙

1980年1月12日，南纬77度51分、东经166度37分，南极洲罗斯
岛麦克默多科考站机场，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平稳降落，从机上走下来
的包括两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他们是张青松和同伴董兆乾。
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登上遥远的南极并开展科考，揭开了中国极地
事业发展的序幕。

张青松和董兆乾登陆南极之时，南极洲上已经有多国建立众多科
考站，中国无疑是南极科考的后来者。然而，中国科学家进入南极科
考、认识南极的梦想早已启航。在1956年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
规划纲要时，有关方面就讨论了南极考察工作。

中国科学家的南极破冰之旅为独立建设自己的科考站奠定了坚实
基础，经过此后几年精心筹备，1984年11月，中国实施第一次南极科
考任务，派出了590多人的科考队挺进南极，并于1985年2月在乔治岛
的菲尔德斯半岛上建成了南极长城站，中国极地科考事业由此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此后34年间，中国每年都派出科考队奔赴南极，建设了中山站、昆仑
站、泰山站。第五个科考站选址罗斯海并已经进入建设阶段。在此过程
中，中国极地科考船也从没有破冰能力的“向阳红10”号和初具破冰能力
的“极地号”，更换为专业破冰船“雪龙号”。前不久，中国自主研制的现
代化破冰船“雪龙2号”正式服役，中国极地科考能力实现又一次大飞跃。

1949年至1951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高时浏受聘为加拿大联邦政
府大地测量局工程师，在此期间，他进入加拿大北极圈里的无人区，
进行测量时巧遇地球北磁极。这是中国人在北极进行的重要科考经
历。之后，一些中国科学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北极。1999年7月至9月
间，中国实施首次北极科考，之后又组织了 9次。目前，中国第 10次
北极科考任务正在实施中。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7月，中国建立了一座北极科考站即黄河站，
它位于北纬 78度 55分、东经 11度 56分，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新
奥尔松，该站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中国北极科考能力。

更远 无惧极地狂风卷

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发展水电事业、破
解能源瓶颈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1957年4月，新中国第
一个大型水电枢纽工程落子钱塘江上游新安江。这是新中国自
行设计、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历时仅3年，第一台
发电机组就正式投产，1977年9台机组全部建成发电，总装机
容量为66.25万千瓦，为华东电网提供了强大支撑。

新安江水电站是中国水电的“黄埔军校”，为后续大规模
水电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就包括鼎鼎
大名的世界第一大水电站——三峡水电站即三峡工程。1994年
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约3年之后实现大江截流。2002年
11月，世界上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转子在三峡工地成功吊装，
标志着三峡首台机组大件安装基本完成，进入总装阶段。2003
年6月，三峡船闸开始试通航。2018年，三峡电站年发电量突
破 1000 亿千瓦时。三峡电站总装机 2250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
882 亿千瓦时，至今累计发电超过 1 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
标准煤3.19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58亿吨。三峡工程是新中国
在世界水电史上创造的伟大奇迹。

2018年10月20日，“鲲龙AG600”在湖北荆门成功完成水
上首飞，实现了水陆两栖全能，填补了中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研制能力的空白。此前，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和国产大型客
机C919分别于2013年1月、2017年5月首飞成功。中国大飞机

“三剑客”全都实现了突破。
新中国大飞机之路走得很不容易。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

开始提出在飞机研制方面急速追赶。1970年8月，大飞机项目
上马。经过10年奋战，运-10终于在1980年成功起飞，这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大飞机
项目一度搁浅。直到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
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中国大飞机项目正式立项，随
后经过10多年奋斗终于梦圆。

更大 平湖碧波映高峡更大 平湖碧波映高峡

更准 天尺万仞测毫分

科技步步高 神州日日新

▶“神舟”与“天
宫”组合体在轨运行
模拟图。

▶“神舟”与“天
宫”组合体在轨运行
模拟图。

▼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自行设计、自
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为三峡工程建
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本报资料

▼▼中国大型客机中国大型客机CC919919雄姿雄姿。。

▼中国极地科考功勋船“雪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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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家屠
呦呦凭借在疟疾治疗
药物研制中发现青蒿
素这一突出贡献，获
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 奖 。 图 为 屠 呦 呦

（左） 从瑞典国王手
中接过获奖证书。

▼▼ 钱 学 森 ，“ 两 弹 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
为“中国航天之父”和“中
国导弹之父”，是新中国科
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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