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科院物理所和清华大学等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的
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他们从实
验中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我国科学家从实验
中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现象，也是物理学领域基础研
究的一项重要科学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美妙之处是不
需要任何外加磁场，因此，人们未来有可能利用量子反常霍
尔效应无耗散的边缘态发展新一代的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
学器件，从而解决电脑发热问题和摩尔定律的瓶颈问题。相
关成果于 3 月 14 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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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带领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外十余家
单位，提出拟态计算新理论，并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结构动态

可变的拟态计算机。9 月 21 日，这项名为“新概念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及
系统研究开发”的项目在上海通过国家“863”计划项目验收。针对用户不同
的应用需求，拟态计算机可通过改变自身结构提高效能。测试表明，拟态计
算机典型应用的能效，比一般计算机可提升十几倍到上百倍。其研制成功，
使我国计算机领域实现从跟随创新到引领创新、从集成创新到原始创新的
跨越；同时也可从体系技术层面有效破解我国核心电子器材、高端通用芯
片、基础软件产品等软硬件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局。

世界首台拟态计算机研制成功10

高性能钼合金研制成功
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

孙军课题组开发了分子级掺杂的液相混合制备含
纳米稀土氧化物钼合金的关键技术，解决了稀土氧
化物的纳米化与非团聚化、在钼晶粒内部和晶界均
匀弥散分布以及纳米超细晶结构的高温稳定性等
制约该领域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他们制备的钼合
金强度与延、韧性均超过已被报道的国际一流公司
同类材料最好水平，同时塑脆转变温度明显降低，
合金高温再结晶温度及高温强度与拉伸延性显著
提高，而且相关技术已实现产业规模化应用。研究
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材料学》杂志。

破译小麦A基因组之谜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

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小麦研究团队发起并
领衔，与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等合作，完成了小麦
A 基因组草图的绘制，从而开启了全面破译小麦
基因组的序幕。此次研究中，科学家共鉴定出
34879 个编码蛋白基因，发现了 3425个小麦 A 基
因组特异基因和 24 个新的小分子 RNA，鉴定出
一批控制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并发现小麦 A 基
因组中的抗病基因明显多于水稻、玉米和高粱。这
将有力地促进小麦基因组学研究和小麦分子设计
育种的开展。3 月 24 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该
项研究成果。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发现新的共振结构
3 月 26 日，中科院高能所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 / 北京谱仪实验合作组宣布，在最近采集
的数据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共振结构，暂时将其
命名为 Zc（3900）。粲能区的粒子一般都含有粲

夸克和反粲夸克，称为粲偶素，都是中性的，不
带电荷。新发现的 Zc（3900）含有粲夸克和反粲
夸克且带有和电子相同或相反的电荷。这提示
其中至少含有 4 个夸克，可能是科学家长期寻
找的一种奇特强子。专家认为，该发现提供了
奇特强子态存在的有力证据，对于定量地理解
强子是如何由夸克组成的、检验强相互作用理
论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证实精子指导胚胎早期发育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刘江团队以

与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 85%的斑马鱼为模型
开 展研究 发现，斑 马鱼的 胚胎 发育 中 除了
DNA 可以从父母传递到子代外，精子的 DNA
甲基化图谱也可以被遗传到子代中，并用于指
导胚胎早期发育。而 DNA 上的甲基化正是表
观遗传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类。该研究结果颠覆
了传统上认为早期胚胎发育主要是由卵子决
定的观念，证明子代继承父源的 DNA 甲基化
图谱，抛弃了母源的图谱，精子中携带的信息
指导胚胎的发育。5 月，《细胞》杂志以封面文章
的形式特别报道了该发现。

多潜能干细胞研究获突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宏魁等人，仅

使用 4 个小分子化合物的组合对体细胞进行处
理，就成功逆转其“发育时钟”，重新赋予体细胞

“多潜能性”。7 月 18 日，《科学》杂志发表了这一
研究成果。这个新方法摆脱了以往技术手段对卵
母细胞和外源基因的依赖，避免重编程技术进一
步应用所遭受的一些质疑，例如破坏胚胎或基因
突变风险等。利用这种方法，他们将成年小鼠的
肺部成纤维细胞培育成一只叫“青青”的健康小
鼠。论文发表时“青青”刚过完 100 天的生日，并
已有“孩子”。这是一项革命性的研究成果，为未
来细胞治疗甚至器官移植提供了理想的细胞来
源，将极大推动治疗性克隆的发展。

首个半浮栅晶体管问世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张卫课题组成功研制

出第一个介于普通 MOSFET 晶体管和浮栅晶体
管之间的半浮栅晶体管（SFGT）。8 月 9 日，《科
学》杂志发表了该研究成果。这是我国科学家首
次在该杂志上发表微电子器件领域的论文。作为
一种基础电子器件，半浮栅晶体管在存储和图像
传感等领域的潜在应用市场规模超过 300 亿美
元。它的成功研制将有助于我国掌握集成电路的
核心技术，从而在国际芯片设计与制造领域内逐
渐获得更多话语权。SFGT 原型器件在复旦大学
的实验室中研制成功，而与标准 CMOS 工艺兼

容的 SFGT 器件也已在国内生产线上被成功制
造出来。

首次看清艾滋病病毒共受体 CCR5“真面目”
艾滋病病毒攻击人类免疫系统有两个“帮凶”

———被称为共受体的 CXCR4和 CCR5。艾滋病病
毒只有在它们的帮助下，才能与细胞膜融合并最终
钻入细胞。继 2010 年成功解析 CXCR4 晶体结构
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吴蓓丽的一项研究看
清了第二个“帮凶”CCR5的“真面目”，成功解析其
高分辨率的三维结构。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对于人类
研发出更为有效的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新型药物
具有重要意义。9 月 13 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
相关研究论文，美国科学促进会还首次在上海召开
了新闻发布会。

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跻身世界前列
10 月 8 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科

学中心（筹）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通过美、德、日、
法、荷、中 6 个国家 30 余位权威专家的评估。该中
心 2008年开始建设，到目前已基本完成项目建设
任务，累计完成科学实验 100 余项。今年 8 月，中心
成功实现了 90.6 特斯拉的峰值磁场，刷新我国脉
冲磁场最高强度纪录，成为世界上继美、德之后第
三个突破 90 特斯拉大关的国家。这表明我国脉冲

强磁场实验装置已跻身世界上“最好”的脉冲场之
列，在电源设计和磁体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位列世
界顶级，将正式对外开放。

攻克棉花“癌症”黄萎病
一度令国际同行束手无策的棉花“癌症”黄

萎病，终被我国科学家攻克。由中国农科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和南京农业大学
等共同完成的“棉花抗黄萎病中植棉系列新品种
选育及应用”课题，历经 26 年刻苦攻关，在棉花
抗性机理研究、田间动态鉴定和抗性基因追踪、
高抗品种培育等关键环节，均获重要突破，培育
出的以抗黄萎病为主要特征的中植棉系列新品
种已推广应用 5580 万亩，直接经济效益逾百亿
元。专家鉴定认为，该课题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其中人工高压复合动态病圃抗黄萎病鉴
定、检测技术和棉花抗黄萎病新品种选育技术居
国际领先地位。

开发出超硬超稳定金属制备新法
10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

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在《科学》杂志上报告了一
种工艺简单、可控性强的加工技术，解决了纳米金
属材料制备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法同时提高硬度
和热稳定性的难题，适用于铝、铁、镍及其合金等多
种工程材料，可以提高材料的表层综合性能和整体
性能，具有重要的工业应用价值。在实验中，研究人
员选择镍进行加工，结果获得了具有小角度晶界、
平均厚度 20 纳米的纳米层片结构，其硬度高达 6.4
吉帕斯卡，发生晶粒粗化的温度要比以往加工的镍
材料至少高 40开尔文，从硬度到热稳定性均突破
了此前加工技术的极限。

获得提名的其他候选条目
（按报道时间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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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最高分辨率
单分子拉曼成像8

由中科院院士侯建国领衔的中国科大微
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单分子科学团队董
振超研究小组，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亚纳米分辨
的单分子光学拉曼成像，将具有化学识别能力
的空间成像分辨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 0.5 纳
米。6 月 6 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该项成
果。三位审稿人盛赞这项工作“打破了所有的
纪录，是该领域创建以来的最大进展”；“是该
领域迄今质量最高的工作，开辟了一片新天
地”。世界著名纳米光子学专家还在同期杂志
的《新闻与观点》栏目撰文评述了这项研究。

首次在实验中发现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及相关高校的科研人员对

H7N9 禽流感病毒溯源、H5N1 禽流感跨种间传
播机制的研究获得重要突破。两项成果分别在
线发表于 5 月 1 日和 3 日《柳叶刀》和《科学》杂
志。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所陈化兰团队的一
项研究表明，H7N9 病毒侵入人体发生突变后，
存在较大人际间流行的风险。相关成果 7 月 19
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中国科学家 10 月 26
日在杭州宣布，自主研发出首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疫苗株。该成果由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联合香港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和中国医学
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完成。

禽流感病毒研究获突破4

6 月 17日，由国防科大研制的天河
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以峰值计算速度

每秒 5.49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秒 3.39 亿亿
次双精度浮点运算优越性能，在第 41 届世界超
级计算机 500 强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标志着
我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11 月
20日，在美国丹佛市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
上，国际 TOP500 组织正式发布了第 42 届世界
超级计算机 500 强排行榜。安装在国家超级计
算广州中心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再次
位居榜首，蝉联世界超算冠军。

天河二号蝉联世界超算冠军5

世界上“最轻材料”研制成功6 浙江大学研制出一种被称为“全碳
气凝胶”的固态材料，密度仅每立方厘米

0.16 毫克，是空气密度的六分之一，也是迄今为
止世界上最轻的材料。“全碳气凝胶”在结构韧
性方面也十分出色，可在数千次被压缩至原体
积的 20%之后迅速复原。此外，“全碳气凝胶”还
是吸油能力最强的材料之一。现有的吸油产品
一般只能吸收自身质量 10 倍左右的有机溶
剂，而“全碳气凝胶”的吸收量可高达自身质量
的 900 倍。这一研究成果于 2 月 18 日在线发表
于《先进材料》杂志，并被《自然》杂志在“研究
要闻”栏目中重点配图评论。

9 月 6 日，由中科院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
装备“深紫外固态激光源前沿装备研制项目”
通过验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制
造实用化、精密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的国
家。中科院科研人员在国际上首先生长出大尺
寸氟硼铍酸钾晶体，并发现该晶体是第一种可
用直接倍频法产生深紫外波段激光的非线性
光学晶体。科研人员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棱镜耦
合专利技术，率先发展出直接倍频产生深紫外
激光的先进技术。目前，中科院在棱镜耦合器
件上已获中、美、日专利。我国科学家已应用该
系列装备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使我国深紫
外领域的科研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世界唯一实用化深紫外
全固态激光器研制成功7

8 月 24 日上午，目前世界最大单机容量核能发电
机———台山核电站 1 号 1750 兆瓦核能发电机由中国东方电

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完成制造，并从四川德阳市顺利发运。台
山核电站是我国首座、世界第三座采用 EPR 三代核电技术建设的
大型商用核电站。东方电机为台山核电站提供首期全部两台核能发
电机，单机容量高达 1750 兆瓦，是东方电机迄今为止制造的技术难
度最高、结构最复杂、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核能发电机。东方电机
开发设计了转子线圈装配新工艺、定子线棒制造新工艺、护环装配
新工艺、油密封系统装配新工艺等一系列创新成果。

世界最大单机容量核能发电机研制成功9 俄罗斯 11 月 21 日用一枚“第聂伯”运载火箭顺利发射了多
颗卫星。根据计划，本次发射的一颗意大利卫星在入轨一个月

后，还将释放出其携带的多颗子卫星，使发射载荷总数达到 32 个，超过美国
“一箭 29 星”的世界纪录。据介绍，此次发射的卫星中最大的一颗是阿联酋
的地球遥感卫星，质量为 300 千克，能够从距地球 600 公里高的轨道上拍摄
精确度达 1 米的地面影像。本次发射还有 14 颗微型立方体卫星，每颗质量
不超过 10 千克，这类卫星常用作科研或测试。这是“第聂伯”运载火箭今年
的第二次发射。“第聂伯”运载火箭为三级液体燃料火箭，起飞质量约 211
吨，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商业卫星。

“一箭32星”发射创新纪录10

新型二维纳米材料研制成功
澳大利亚科学家研制出一种由氧化钼晶体

制成的新型二维纳米材料，有可能给电子工业带
来革命，使“纳米”一词不再停留于营销概念而成
为现实。这种新材料厚度仅有 11 纳米，它有着独
特的性质，电子在其内部能以极高速度运动。研
究小组已经用新材料制造出纳米尺度的晶体管。
他们预计，如果被电子工业所接受，氧化钼有可
能在 5 到 7 年内成为电子产品的标准材料。相关
论文发表在 1 月 4 日的《先进材料》杂志上。

首次功能性治愈艾滋病患儿
美国研究人员“功能性治愈”一名出生时

携带艾滋病病毒女婴的消息引起轰动。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密西西比大学等机构在《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报告说，这名现年 3 岁的
孩子在停止治疗 18 个月后依然保持健康，即
便最敏感的检测，也没有发现其体内有艾滋病
病毒活动的迹象。这让他们兴奋不已，因为这
可能彻底改变针对艾滋病患儿的治疗方式。研
究人员表示，对新生儿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后可以阻止体内藏匿的 HIV 感染宿主细胞，该
疗法能够清除、抑制该病毒，在非终身治疗的
情况下实现“功能性治愈”。

“普朗克”探测器绘出最精确宇宙微波背景图
欧洲航天局 3 月 21 日公布了根据“普朗

克”太空探测器传回数据绘制的宇宙微波背景
辐射图，这幅迄今最精确的反映宇宙诞生初期
情形的全景图几近完美地验证了宇宙标准模
型。这幅图根据欧航局 2009 年发射的“普朗
克”探测器在头 15 个半月内收集的数据绘制

而成，比美国航天局此前发射的宇宙背景探索
者（COBE）卫星和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
器（WMAP）探测到的微波背景辐射更为精确，
见证了宇宙诞生 38 万年后的情形。除了以前
所未有的精确度很好地验证了宇宙标准模型
外，这幅图还反映出一些与现有宇宙理论的不
同之处，修正了人们此前的认识。

阿尔法磁谱仪首批研究成果公布
丁肇中团队在实验中观察到宇宙射线流

中正电子存在的比率符合关于暗物质存在的
理论预测，但目前尚没有充分证据排除其他可
能性。据介绍，用于探测宇宙射线中的粒子的

“阿尔法磁谱仪 2”在从 2011 年 5 月至 2012 年
12 月的运转期间，记录了 250 亿个宇宙射线事
件。科研人员说，他们在宇宙射线流中发现了
过量的正电子存在。实验还显示，实验数据随
着时间推移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也与宇宙
射线来源方向没有明显关系。该研究结果发表
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首次证明存在无穷多素数对
据《自然》杂志网站报道，美国新罕布什尔

大学的华人数学家张益唐日前证明，存在无穷
多个之差小于 7000 万的素数对，从而在解决

孪生素数猜想这一终极数论问题的道路上前
进了一大步。虽然 7000 万貌似是一个非常大
的数字，但不管数字多大，有限范围的存在意
味着，相连素数之差并不是一直增长的。而且，
从 2 到 7000 万的跨越，与 7000 万到无穷大的
跨越不可同日而语。对此，美国圣何塞州立大
学数论教授 Dan Goldston 评论说：“每缩小一
段范围，都是在获得终极答案的道路上踏上一
个脚印。”张益唐于 5 月 13 日在哈佛大学展
示了最新研究。

实验显示记忆可编造移植
美国一研究团队 7 月 25 日宣布，他们已

成功给小鼠的大脑植入虚假记忆，从实验上证
实了人为改造记忆的可能性。简而言之，研究
人员人为激活小鼠大脑中一个特定记忆，并同
时给予新刺激，使两者联系在一起转化成一个
新记忆，但这个记忆的内容在现实中从未真正
发生，是一个虚假的记忆。这一研究对记忆的
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都有潜在影响。理论
方面，研究人员将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从细胞
水平剖析记忆机理。在实际应用方面，这一研
究可帮助阐明人类错误和虚假记忆的机理，比
如目击证人由于虚假记忆造成的错误口供等。
研究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全球最薄可弯曲有机发光二极管问世
日本东京大学和奥地利约翰·开普勒大学

的联合研究小组宣布，他们研发出世界最薄最
轻的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厚度仅为 2 微
米。它具有良好的柔韧性，任意弯曲都不会影
响其通电性能。研究小组此前还利用超薄高分
子薄膜，成功开发出由碳分子材料组成的超薄
有机太阳能电池和有机晶体管集成电子回路。
此项新技术发明，可以使得有机发光二极管、
有机太阳能电池和有机晶体管等元器件集成
在同一个高分子薄膜上，比先前的同类电子设
备更加轻薄实用。相关研究论文 7 月 28 日发
表在《自然—光子学》杂志上。

研制出最精确原子钟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报告说，这一原子钟用镱元
素制成，首先将约 1 万个镱原子冷却至 10 微
开尔文，即在绝对零度以上百万分之十摄氏
度，然后将其封闭到由激光制成的被称为光晶
格的“容器”中，另一个每秒“滴答”518 万亿次
的光晶格则将引发这些原子在两个能量级之
间“摆动”，最终制成了迄今最稳定的原子钟。
研究人员说，镱原子钟的精度达 10 的 18 次
方，比此前最精确的原子钟提高约 10 倍。这种

原子钟有望在要求有稳定时间信号的领域派
上用场，包括互联网、金融系统和导航定位系
统等。

“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发射成功
印度当地时间 11 月 5 日 14 时 38 分，“曼

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从南部斯里赫里戈达岛
的萨蒂什·达万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发射后 40
分钟内，“曼加里安”号从火箭上分离，进入地
球同步轨道。预计探测器将围绕地球运行 20
到 25 天，之后将跋涉 7.8 亿公里奔向火星，于
2014 年 9 月抵达火星轨道。“曼加里安”号探测
器重约 1.35 吨，携带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 4
台科研设备和 1 架照相机，将分析火星大气和
地质等方面特征，并探索火星上是否曾存在某
种原始生命形态。印度这项火星探测计划，耗
资 45 亿卢比 （约合人民币 4.5 亿元）。目前国
际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欧盟成功执行了探测
火星任务。

室温维持量子叠加态创最长时间纪录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 11 月 14 日在《科学》杂

志上报告说，他们在室温下成功维持嵌入硅片中
一个磷原子核的量子叠加态长达 39 分钟，创造
了新的最长时间纪录。这一成果克服了研制超快
量子计算机的一个关键障碍。参与研究的牛津大
学的斯蒂芬妮·西蒙斯说：“39 分钟看上去或许
不是很长的时间，但理论上这段时间可以实施超
过 2000 万次（量子）计算。对任何量子计算机研
制者来说，如此耐用、持久的量子比特都有较大
帮助。”此前，科学家在室温下维持量子叠加态的
最长时间只有 ２ 秒钟左右。

获得提名的其他候选条目
（按报道时间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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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天局 9 月 12 日宣布，1977 年发射的“旅行者 1 号”探测器已经飞出太阳系，目前正在寒冷黑暗的
星际空间中“漫步”。人类，迎来向星际空间进军标志性的第一步。最新数据显示，2012 年 8 月 25 日可能就是

“旅行者 1 号”脱离太阳系的日子。目前，该探测器距太阳约 190 亿公里，但仍暂时受到太阳的影响。《科学》杂志发
表了相关报告。美国航天局副局长约翰·格伦斯菲尔德说，作为人类派往星际空间的“大使”，“旅行者 1 号”勇敢踏
足从未有探测器到达过的地方，这是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为人类的科学梦想与事业掀开了新篇章。

人类探测器历史性地飞出太阳系

研究人员创造出一种水滴网络，能够模仿生物组织中
的细胞的一些特性。利用一台 3D 打印机，英国牛津大学的一
个研究小组将这些小水滴组装成为一种与胶状物类似的物质，
从而能够像肌肉一样弯曲，并能够像神经细胞束一样传输电信
号，这一成果将有望应用在医疗领域。研究人员在 4 月 5 日出
版的《科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说，这样打
印出来的材料其质地与大脑和脂肪组织相似，可做出类似肌肉
样活动的折叠动作，且具备像神经元那样工作的通信网络结
构，可用于修复或增强衰竭的器官。

首次 3D打印出“活体组织”2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利用新设计方法建成的碳纳米
管计算机芯片包含 178 个晶体管，其中每个晶体管由 10 至
200 个碳纳米管构成。不过，这一设备只是未来碳纳米管电子
设备的基本原型，目前只能运行支持计数和排列等简单功能
的操作系统。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专家认为，受限于硅
自身性质，传统半导体技术已经趋近极限，而这项新突破使人
们看到用碳纳米管代替硅，制造出体积更小、速度更快、价格
更便宜的新一代电子设备的可能性。这一成果或将开启电子
设备新时代。

世界第一台
碳纳米管计算机建成3

英国剑桥大学的尚卡尔·巴拉苏布拉马尼
安等人在《自然—化学》杂志上报告说，过去研
究者能在实验室中制出四链螺旋结构的 DNA，
但一直不知道这种结构是否在人体内天然存
在。他们使用一种会发出荧光、只与四链结构
DNA 结合而不与普通双链结构 DNA 结合的
物质，首次证实了人类 DNA 中也存在四链螺
旋结构。巴拉苏布拉马尼安说，能够证实在人类
细胞 DNA 中存在四链螺旋结构，是一个里程
碑式的成就，对这一结构的研究将来也许会成
为控制癌细胞增生的关键。

首次发现人类DNA
存在四链螺旋结构4

多国研究人员 11 月 21 日在《科学》杂志上
说，他们利用埋在南极冰下的粒子探测器，首次
捕捉到源自太阳系外的高能中微子。科学家评论
说，他们观测到的是太阳系外高能中微子的首个

“坚实证据”。中微子天文学从此进入新时代。从
2010 年开始，来自美国、欧洲、日本与新西兰的
200多名研究人员开始利用“冰立方天文台”捕
捉中微子。所谓“冰立方天文台”，是指用 86 根钢
缆串联 5160 个光学传感器，埋入南极冰下制成
的一个体积达 1立方千米的探测器，这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利用中微子与冰作用
时发出的微弱蓝光进行工作。

首次捕捉到
太阳系外高能中微子5

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6 借助多年猴子细胞实验积累的数
据，美国比弗顿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

Shoukhrat Mitalipov 及其同事发现了能够适用
于克隆人体细胞的“秘诀”。在刊登于 5 月 16 日
出版的《细胞》杂志上的论文中，科学家表示，
去除人体卵母细胞内包含 DNA 的细胞核，然
后将这些细胞与胎儿皮肤细胞或 8 个月大婴
儿的皮肤细胞融合，产生出的胚胎携带着来自
皮肤细胞的 DNA。之后科学家能够使用这些
胚胎衍生出胚胎干细胞，理论上这些胚胎干细
胞能够分化成这个婴儿的所有类型的细胞。 总投资 15 亿美元、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

地面天文学观测装置———“阿塔卡马大型毫米
波／亚毫米波天线阵”（简称“阿尔马”）3 月 13
日在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正式投入使用。66
个重约 120 吨、直径从 7 米至 12 米不等的高精
度抛物面天线组成一架直径 16 公里的大型射
电望远镜，分辨率可达 0.01 角秒，相当于能看
清 500 公里外的一分钱硬币，“视力”超出“哈
勃”望远镜 10 倍。“阿尔马”项目由北美、欧洲和
亚洲等多个地区的天文机构合作完成。研究人
员介绍说，在这个革命性的观测装置协助下，
他们可对宇宙中的尘埃云和恒星的形成开展
深入研究。

世界最大地面天文观测
装置正式启用7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互联网发送其中一
人脑中的“想法”，实现对另一人大脑及手部动作的控制。

这项试验于 8 月 12 日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校园内进行。研
究人员表示，这项技术容易让人联想起各种科幻“心灵融合”情
节。但实际上试验中所用的只是易被脑电图仪识别的简单脑电波
信号，而不是人类真正复杂的思想，它不会让任何人拥有控制别
人行动的能力。研究人员对人类数年以后掌握、利用大脑交流的
能力充满信心。

首次实现两个人脑之间的远程控制9

12 月 2 日 1 时 30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嫦娥三号探测器发射升
空。14 日 21 时 11 分，嫦娥三号在月球正面的虹湾以东地区实现软着陆。15 日 4 时 35 分，嫦娥三号着陆器

与巡视器分离，“玉兔号”巡视器顺利驶抵月球表面。15 日 23 时 45 分，“两器”完成互拍成像。按照计划，嫦娥三号开
展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月表物质成分和可利用资源调查、地球等离子体层探测和月基光学天文观测等科学
探测任务。嫦娥三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第二步战略目标取得全面胜利。这是我国首
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实施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探测的国家。

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开展科学探测

首张人脑超清三维图谱问世8 一个由神经学家组成的国际
团队历经 10 年，通过对一名 65 岁

妇女的大脑样本进行切片研究和分析，
制作出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完整三维人脑
图，包含 1 万亿字节数据的高分辨率图
谱，非常精确和精细地展示了神经元组
织，有助于弄清甚至重新定义几十年前
解剖学研究所获得的大脑区域结构。研
究人员将结果发表在 6 月 20 日出版的

《科学》杂志上。该“大脑”图谱的分辨率
为 20 微米，此前基于磁共振成像的人脑
图分辨率为 1 毫米，其清晰度是普通扫
描图的 50 倍以上。

6 月 11 日 17 时 38 分，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顺利将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 3 名航天员
送入太空。6 月 13 日，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实现自动对接，6 月
23 日实现手控交会对接。6 月 25 日，神舟十号飞船从天宫一号
目标飞行器上方绕飞至其后方，并完成近距离交会，我国首次
航天器绕飞交会试验取得成功。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进驻
天宫一号，并开展航天医学实验、技术试验及太空授课活动，开
创中国载人航天应用性飞行的先河。6 月 26 日，神舟十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返回地面。

神舟十号飞船发射成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