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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引力中心罗俊院士团队
历经 30 年艰辛工作，测出目前国际上最精
准的万有引力常数 G 值，8 月 30 日《自然》
杂志刊发了罗俊团队这一最新测 G 成果。以
往 G 值测量的相对精度虽然接近 10-5，相互
之间的吻合程度仅达到 10-4 水平。因为精度
问题，很多与之相关的基础科学难题至今无
法解决。此次罗俊团队采用两种不同方法，
用扭秤周期法和扭秤角加速度反馈法测 G，
精度均达到国际最好水平，吻合程度接近
10-5 水平。

科学家测出国际
最精准万有引力常数

中科院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
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是继原核细菌“人造生
命”之后的一个重大突破。8 月 2 日，该成果在
线发表于《自然》。历经 4 年，通过 15 轮染色体
融合，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
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作者采
用工程化精准设计方法，成功将天然酿酒酵母
单倍体细胞的 16 条染色体融合为 1 条，染色体

“16 合 1”后的酿酒酵母菌株被命名为 SY14。经
鉴定，染色体三维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 SY14
酵母具有正常的细胞功能，除通过减数分裂有
性繁殖后代减少外，SY14 酵母表现出与野生型
几乎相同的转录组和表型谱。

科学家“创造”世界首例
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

9 月 18 日，国审稻新品种“中科 804”现
场会上，“中科 804”从 3000 亩示范片中脱
颖而出，其在产量、抗稻瘟病、抗倒伏等农
艺性状方面均表现突出。“中科 804”和“中
科发”系列水稻新品种是中科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院士团队成功利用“水
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
计”理论基础与品种设计理念所育成的标志
性品种，实现了高产优质多抗水稻的高效培
育。“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
品种设计”研究成果于 2017 年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

我国水稻分子设计育种
取得新进展

北京大学江颖和中科院王恩哥院士领
衔的一支联合研究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高
精度显微镜，首次获得水合离子的原子级
图像,并发现其输运的“幻数效应”，未来在
离子电池、海水淡化以及生命科学相关领
域等有重要应用前景。该成果 5 月 14 日于

《自然》杂志在线发表。

科学家首次揭示
水合离子微观结构

10 月 20 日，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AG600 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
实现水上首飞起降。AG600 飞机是我国首
次按照中国民航适航规章要求自主研制的
大型特种用途飞机，也是目前世界上在研最
大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 飞机具有执行森
林灭火、水上救援、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等
多项特种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应急救援重大
航空装备，对于填补我国应急救援航空器空
白、满足国家应急救援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
能力建设需要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成功水上首飞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于 5 月 17 日对外展
示了我国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
三号”原型机，这也是该原型机首次正式对外
亮相。据了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也称“E
级超算”，被全世界公认为“超级计算机界的
下一顶皇冠”，它将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能
源危机、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发挥
巨大作用。

我国新一代“E级超算”
“天河三号”原型机首次亮相

1 月 25 日，克隆猴“中中”和“华华”登上
《细胞》杂志封面，这意味着我国科学家成功
突破了现有技术无法克隆灵长类动物的世
界难题。自 1996 年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
生以来，20 多年间，各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
先后克隆了牛、鼠、猫、狗等动物，但一直没
有攻克与人类最相近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克
隆的难题。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孙强团队
经过 5 年努力，成功突破了世界生物学前沿
的这个难题。利用该技术，科研团队未来可
在一年时间内，培育出大批基因编辑和遗传
背景相同的模型猴。

两只克隆猴
在我国诞生

2018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其他候选新闻条目
（按发布时间顺序排列）

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中科院物理研究
所高鸿钧院士与丁洪研究员领导的一个联
合研究团队首次在铁基超导体中观察到了
马约拉纳零能模，即马约拉纳任意子。这种
马约拉纳任意子纯净度较高，能够在相比以
往更高的温度下得以实现，且材料体系简
单。该发现或对稳定的高容错量子计算机研
发有极大帮助，于 8 月 16 日发表于《科学》
杂志。

科学家首次在超导块体
中发现马约拉纳任意子

全球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 10
月 24 日正式通车运营。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
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长 55 公里，使用寿命
120 年，抗 16 级台风、8 级地震，是在“一国两
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建设的超大
型跨海交通工程，2009 年 12 月正式开工。如
今，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让珠江口天堑
变通途，改变了珠三角的地理格局，香港将获
得更广阔的珠江西岸腹地。

港珠澳大桥
正式通车运营

我国首个深海实时科学观测网建成

我国新一代海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在完
成 2017 年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后，于 2018 年
2 月 7 日返回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母港。我国
科学家在本航次成功建成我国第一个深海实时
科学观测网，西太平洋深海 3000 米范围内的温
度、盐度和洋流等数据实现 1 小时 1 次实时传
输。据悉，观测网获取的连续和实时数据将为我
国科学家研究西太平洋环流的三维结构、暖池变
异及其对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宝贵资料，为
我国的气候预报和环境保障业务提供重要的基
础支撑。

科学家揭开人类胚胎发育激活机制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国
际上首次解读了指挥人类胚胎基因表达的“编程
语言”，相关论文于 3 月 9 日发表于《细胞》杂志。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刘江团队与山东大
学附属生殖医院陈子江团队、广州医科大学刘见
桥团队协同攻关，解决了研究材料缺乏的难题，
建立了微量细胞的研究方法，在国际上首次揭示
了人类胚胎基因组的激活机制。

“向阳红 01”科考船完成
我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

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向阳红 01”船
圆满完成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任务，5 月
18 日返回青岛母港。183 名科考队员在六个航段
跨越三大洋，登上南极，布放“白龙”浮标，抓取中
国单体最大块状硫化物，发现富稀土沉积区，首
次在南极发现海底热液与冷泉并存，书写了诸多
中国海洋科考新纪录。

高性能条纹相机研制成功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性能条纹相机 5 月 22 日在西安宣布研制成
功。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担任组长的验收专
家组表示，条纹相机整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部分核心关键技术和工艺难题得以突破，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该研制项目由中科院西安光学
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承担。据悉，该项目解决了我
国条纹相机这一高端科学仪器受制于人的窘境，
对我国精密测量仪器水平的提高以及打破国际
封锁、满足国家战略高技术等领域需求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

我国自主研发疏浚重器“天鲲号”
首次试航成功

6 月 12 日，经过为期近 4 天的海上航行，首
艘由我国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自主设计建
造的亚洲最大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成
功完成首次试航。海试期间，“天鲲号”的动力系
统和推进系统等诸多设备均成功经受了海洋环
境考验，向成为一艘真正的疏浚利器迈出关键一
步。据悉，“天鲲号”全船长 140 米，宽 27.8 米，最
大挖深 35 米，总装机功率 25843 千瓦，设计每小
时挖泥 6000 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 6600 千瓦。

“渤海粮仓”项目一期目标如期完成

7 月，由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刘小京团队牵头的“渤海粮仓”项目一期结题。
该项目 2017 年带动 95 个县市区 3110.9 万亩中
低产田粮食增产增效，5 年累计增粮 209.5 亿
斤。5 年来，科研人员在该项目的支持下，围绕
环渤海中低产区扩面积、增单产、水保障的粮食
增产总体思路，从新品种、新技术到标准化技术
体系，再到循环生态农场试验，以点带面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

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

8 月 23 日，建在广东东莞的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顺利通过由
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国家验收，投
入正式运行。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散裂中子
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介绍，历经 6 年半的紧张建
设，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技术和综合性能进入了国
际同类装置先进行列，将正式对国内外各学科领
域的科研用户开放。

科学家首次实现哺乳动物孤雄生殖

一项 10 月发表在美国《细胞—干细胞》杂
志的研究显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周琪院士、胡
宝洋和李伟等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处理单倍体
胚胎干细胞，成功培育出了双亲都是雌性或雄
性的小鼠，其中“双母”小鼠健康生长到成年，还
能繁育下一代。研究人员说，这一方法应用于其
他哺乳动物仍有障碍，因为每个物种都有独特
的印记基因。但新方法开创了研究基因印记的
新技术，发现了阻碍同性双亲小鼠发育的关键
印记区，对研究动物克隆以及与基因印记相关
的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家首次解析造血干细胞
体内归巢全过程

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潘巍峻
带领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高清解析了体内造
血干细胞归巢的完整动态过程，该研究成果 11 月
20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造血干细胞是血液系统
中的“始祖细胞”，它通过增殖、分化产生白细胞等
多类细胞维持生命。造血干细胞需要成功归巢到
造血组织后才能发挥功能，而理解归巢的全过程
是提高临床干细胞移植成功率的关键。

科学家发现4万年前人类已登上青藏高原

11 月 30 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中科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篇论文，公布了尼阿底
遗址这处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
研究成果。该发现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
推前到 4 万年前，这是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
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记录。此前人类活动
的最高遗迹发现于安第斯高原的 Cuncaicha 岩厦
遗址，海拔 4480 米，年代为约 1.2 万年前。尼阿底
遗址的发现书写了人类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
境的新纪录。 渊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冤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1 月通过原国家卫计委高致病性病原微生
物实验活动现场评估，成为中国首个正式投
入运行的 P4 实验室，标志着我国具有开展
高级别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能
力和条件。据介绍，P4 实验室是人类迄今为
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
室。埃博拉等危险病毒只有在 P4 实验室里
才能研究。专家表示，该实验室对增强我国
应对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预防控制能力，
提升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等科研能力起
到基础性、技术性的支撑作用。

我国首个 P4 实验室
正式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