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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 5 年，是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走向繁荣复兴
的 5 年，也是中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迈向引领跨越
的 5 年。

5 年来，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国科学院提出的“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要求为
指引，以制订和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为统领，开启
了改革创新的新征程，取得了跨越发展的新成就，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
了重大创新贡献。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梳理了十八大
以来中国科学院重大创新成果，以“三个面向”和“四
个率先”为主线，集中展示、系统反映了 5 年来，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以来，中科院实施

“率先行动”计划、加快改革创新发展取得的主要新进
展和新成就，生动展示科学院众多科研院所和广大科
学家的创新实践与创新成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我国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成果，反映了我国科技创新

事业由大转强、由跟踪迈向引领的巨大历史性进步。
率先行动，沐雨栉风；砥砺奋进，不忘初心。面向

未来，作为党、国家、人民可依靠、可信赖的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中国科学院人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始终坚持“三个
面向”，紧紧围绕“四个率先”，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
划，不断出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出创新思想，努力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奋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掠影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参观“天眼”望远镜模型。 王志刚摄

①、② 中国科学院深渊科考队，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深渊高技术
装备，成功执行两次综合性万米深渊科学考察，叩开了旷世奇古的海斗深
渊大门，取得系列国际领先的科考成果，表明我国具有在万米海斗深渊这
一世界前沿科学领域进行开创性工作的能力和潜力。

③、④ 建成国际一流的深海资源勘探、海洋科学考察与作业装备体
系，无人遥控潜水器、无人自治潜水器研发形成谱系化并成功开展了大量
实际航次应用，引领我国深海技术装备跨越发展。

① 研制了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矿产资源探测装备与技
术体系，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探测装备技术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500 米—2000 米—4000 米。突破了核心部件与技术瓶颈，形成
了靶区优选、资源勘查、资源开发三位一体的矿产资源“攻深探盲”
勘探装备技术体系。

② 提出的“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大科学

计划，为绿色“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供科学支撑，服务我国环境外
交战略。

③、④ 终结“克拉通”是稳定的传统理论，引领“克拉通破坏”
研究；率先提出“克拉通破坏成矿”理论，指导“中国岩金勘查第一
深钻”的实施，获得潜在经济价值 1000 余亿元，使其成为国际地球
科学前沿，大幅度提升了我国固体地球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已建成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中低能区）、合肥光源（低能区）、上海光
源（中能区），正在建设北京光源（高能区）。

建立了系列原创干细胞研究技术系
统和临床级干细胞培养技术系统。

构建了农区草地农业、半农半牧区草地畜牧业、农林牧结合区农林牧一体化等多
种农牧结合模式，为西藏草牧业发展转型升级提供了示范和样板。

催黑化绿，突破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全链条核心关键技术。 发布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的光量子计算机，为最终实现“量子称霸”量子计
算机在特定任务方面超越传统的超级计算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制了全球首个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每秒可处理 160 亿个神经元和 2
万亿个突触，与同期通用 CPU 相比，性能和能效提高百倍。

同时攻克把光栅“做大”和“做精”的世界性难题，使我国光谱
仪器行业摆脱“有器无心”局面。

①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
星质量约 2.5 吨，设计寿命 4 年，
本体呈立方体构型。该卫星装载
高能、中能、低能 X 射线望远镜
和空间环境监测器等 4 个探测有
效载荷，可观测 1~250keV 能量
范围的 X 射线。

② 实践十号卫星是我国成
功发射回收的第 24 颗返回式卫
星，也是首颗在内蒙古草原返回
着陆的卫星。实践十号卫星共开
展了 19 项研究，目标是揭示微重
力条件和空间辐射条件下物质运
动及生命活动的规律。

③ 2015 年 12 月 17 日，中国
科学卫星系列首发星———暗物质
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在酒泉卫星
发射基地成功发射升空，用它的

“火眼金睛”帮助科学家寻找披着
“隐身衣”的神秘暗物质。

④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墨子号”是中科院空间科
学先导专项首批科学实验卫星
之一，主要科学目标是借助卫星
平台，进行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
发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广域
量子密钥网络实验，以期在空间
量子通信实用化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在空间尺度进行量子纠缠
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开展
空间尺度量子力学完备性检验
的实验研究。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