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
进展”公布。入选的十大进展项目绝
大多数相关研究成果在《自然》《科
学》等国际顶尖刊物发表，得到国际
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视为“重大突破”
或“填补空白”。

1. 实现星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
和密钥分发及隐形传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和彭承
志研究组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王建宇研究组等，创新性地
突破了包括天地双向高精度光跟瞄、
空间高亮度量子纠缠源、抗强度涨落
诱骗态量子光源以及空间长寿命低噪
声单光子探测等多项国际领先的关键
技术，利用“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

现了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
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空间尺度严格
满足“爱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量子力
学非定域性检验；实现了千公里级星
地量子密钥分发和地星量子隐形传
态，密钥分发速率比地面同距离光纤
量子通信水平提高了 20 个数量级，为
构建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
通信网络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2. 将病毒直接转化为活疫苗及
治疗性药物

流感、艾滋病和埃博拉出血热等
烈性传染病时刻危害着人类的健康
和社会稳定，其幕后“黑手”是结构和
功能多样且快速变异的病毒，而疫苗
是预防病毒感染的有效手段。

北京大学药学院周德敏、张礼和
研究组以流感病毒为模型，在保留病
毒完整结构和感染力的情况下，仅突
变病毒基因的一个三联遗传密码为
终止密码，流感病毒就由致病性传染
源变为预防性疫苗，再突变多个三联
码为终止密码，病毒就变为治疗性药
物。这种复制缺陷的活病毒疫苗在
老鼠、雪貂和天竺鼠模型中得到验
证，达到广谱、持久和高效的效果。

3.首次探测到双粲重子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于2017年7月

6日宣布，来自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底夸
克探测器国际合作组的科学家们发现了
一种被称为双粲重子的新粒子。与质子
和中子类似，新发现的双粲重子由3个
夸克组成，但其夸克组分不同：质子由2
个上夸克和 1 个下夸克组成，中子由 2
个下夸克和1个上夸克组成，而双粲重
子则由2个较重的粲夸克和1个上夸克
组成。由清华大学高原宁领导的中国研
究团队通过与国内理论家密切合作，主
导了此次双粲重子发现的物理分析工
作，对该粒子的发现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4.实验发现三重简并费米子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丁洪、钱

天和石友国研究组与合作者在上海光
源“梦之线”和瑞士光源上利用角分辨
光电子能谱实验技术，在磷化钼晶体
中观测到一类具有三重简并的费米
子。这是首次实验发现超出传统的狄
拉克/外尔/马约拉纳类型的费米子。
他们的实验发现开辟了探索凝聚态体
系中非传统费米子的途径，对促进人
们认识量子物态、发现新奇物理现象、
开发新型电子器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5.实现氢气的低温制备和存储
氢能被誉为下一代二次清洁能

源，但氢气的高效制备以及安全存储
和运输一直以来是阻碍氢能源大规
模应用的瓶颈。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马丁研究组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
研究所温晓东以及大连理工大学石
川等合作的研究表明，将铂单原子分
散在面心立方结构的碳化钼上制备
的催化剂可用于甲醇的液相重整，在
较低温度下（150—190 摄氏度）能够
表现出很高的产氢活性，可达每摩尔
铂每小时产氢 18046 摩尔。同时，该
研究团队在水煤气变换产氢过程中
也突破了低温条件下高反应转化率
与高反应速率不能兼得的难题。

6. 研发出基于共格纳米析出强
化的新一代超高强钢

超 高 强 钢 在 航 空 航 天、交 通 运
输、先进核能以及国防装备等国民经
济重要领域发挥支撑作用，而且也是
未来轻型化结构设计和安全防护的
关键材料。

北京科技大学吕昭平研究组与合
作者针对低成本高性能的目标，创新
性提出利用高密度共格纳米析出相来
强韧化超高强合金的设计思想，采用
轻质且便宜的铝元素替代马氏体时效
钢中昂贵的钴和钛等元素，大幅降低
成本的同时通过简单的热处理促进极
高密度、全共格纳米相析出，研发出共
格纳米析出强化的新一代超高强钢。

7. 利用量子相变确定性制备出
多粒子纠缠态

实现多粒子纠缠是量子物理实
验研究的一大追求。清华大学物理
系尤力和郑盟锟研究组，通过调控
铷-87 原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中
的自旋混合过程，使其连续发生 2 次
量子相变，实现了包含约 11000 个原
子的双数态的确定性制备。通过直
接观测该纠缠态，他们表征其不同内
态间原子数的差值的涨落低于经典
极限 10.7±0.6 分贝，其集体自旋的归
一化长度为近似完美的 0.99±0.01。
这 2 个指标创造了目前能确定性制备
的量子纠缠粒子数目的世界纪录。

8.中国发现新型古人类化石
长期以来，古人类学界对在中国

境内发现的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
世早期过渡阶段古人类成员的演化
地位一直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是：
他们是由本地的古人类连续进化而
来？还是外来人群的成功入侵者？
最近在河南灵井遗址发现的 2 件距今

10.5—12.5 万年前的古人类——许昌
人的头骨化石，为探讨这一阶段中国
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提供了重要信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吴秀杰研究组与美国华盛
顿大学 Erik Trinkaus 等合作的研
究显示，许昌人颅骨既具有东亚古人
类低矮的脑穹隆、扁平的颅中矢状
面、最大颅宽的位置靠下的古老特
征，同时又兼具欧亚大陆西部尼安德
特人一样的枕骨和内耳迷路（半规
管）形态。因此，许昌人可能代表一
种新型的古老型人类。

9.酵母长染色体的精准定制合成
基因组设计合成是对基因组进

行全新设计和从头构建，能够按需塑
造生命，开启从非生命物质向生命物
质转化的大门，推动生命科学研究由
理解生命向创造生命延伸。

天津大学元英进、清华大学戴俊
彪、深圳华大基因杨焕明等团队与合
作者利用多级模块化和标准化人工基
因组合成方法，基于一步法大片段组
装技术和并行式染色体合成策略，实
现了由小分子核苷酸到活体真核长染
色体的定制合成，建立了基于多靶点
片段共转化的基因组精确修复技术和
DNA 大片段重复的修复技术，成功设
计构建了 4 条酿酒酵母长染色体，实
现了真核长染色体合成序列与设计序
列的完全匹配；原创性地建立了基因
组缺陷靶点快速定位方法，解决了合
成基因组导致细胞失活的难题。

10. 研制出可实现自由状态脑成
像的微型显微成像系统

北京大学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程和平及陈良怡研究组与信息
科学技术学院张云峰和王爱民等合
作，运用微集成、微光学、超快光纤激
光和半导体光电子学等技术，在高时
空分辨在体成像系统研制方面取得
突破性技术革新，成功研制出 2.2 克
微型化佩戴式双光子荧光显微镜，在
国际上首次记录了小鼠大脑神经元
和神经突触活动的高速高分辨图像。

此项突破性技术将开拓新的研
究范式，在动物自然行为条件下，实
现对神经突触、神经元、神经网络、多
脑区等多尺度、多层次动态信息处理
的长时程观察，这样不仅可以“看得
见”大脑学习、记忆、决策、思维的过
程，还将为可视化研究自闭症、阿尔
茨海默病、癫痫等脑疾病的神经机制
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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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
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自治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决策部
署，将大数据发展作为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以建设
国家基础设施统筹类发展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为抓手，着力加强中国北方大数
据中心、丝绸之路数据港、数据政府先
试区、产业融合发展引导区、世界级大
数据产业基地等建设。

“加快大数据发展，实施大数据融
合发展战略，对推进我区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
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自治区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杨臣华说。

基础设施初具规模，数据资源丰富

《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发展总体规
划（2017-2020 年）》提出，重点建设和
林格尔新区大数据产业核心区，培育集
聚一批大数据龙头企业，加快形成数据
中心、应用平台、增值服务、配套端产品
等大数据全产业链，创建国家大数据产
业集聚区。

截至去年底，我区互联网省际出口
带宽突破 4000Gbps，全区互联网用户
总普及率接近 100%。全区云计算数
据中心承载能力为 110 余万台，2017
年新增 10 万余台，实际运行突破 50 万
台，总量居全国首位。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区信息化步伐
不断加快，“两化融合”效果明显。目
前，已有 28 户企业进入了工业和信息
化部贯标试点企业名单，建成了稀土、
煤炭、聚氯乙烯、葵花籽、畜产品等大宗
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和包头市工业云创
新服务平台、网络协同制造平台等。智
慧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呼和浩特市、包
头市、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
成为全国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城市。

“网络经济和行业信息化深入发
展，沉淀了大量的数据资源，为大数据
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以大数据及
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智慧产业打
造了优势发展平台。”自治区大数据发
展管理局数据安全组组长全鑫说。

大数据产业体系逐渐形成

1 月 19 日，以“慧聚新业，智创未
来”为主题的中国·内蒙古（和林格尔新
区）首届智慧产业峰会开幕。和林格尔
新区组建以来，通过瞄准新方向，培育
新产业，引进新技术、新业态，推动大数
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正在实现“智慧”起跑。

随着和林格尔新区大数据产业园
等一批大数据园区加快建设，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华为、浪潮、苹果等一批国内
外知名企业相继落户，产业集聚效应开
始显现。电子信息产业稳步发展，初步
形成电子元器件、软件开发、信息服务
等门类的电子信息产业体系。

“ 我 区 重 点 推 动 了 呼 和 浩 特 、乌
兰察布、鄂尔多斯、赤峰、通辽等地区
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规划和建设，呼
和 浩 特 为 中 心 的 大 数 据 产 业 发 展 聚
集 区 建 设 以 及 和 林 格 尔 新 区 大 数 据
产业核心区建设，帮助引进了一批重
点项目，推动创建国家大数据产业集
聚 区 。”自 治 区 经 信 委 信 息 化 推 进 处
处长葛胜敏说。

据了解，我区按照核心区集聚引
领、各地特色发展的思路，结合各地区
产业基础、定位和地理资源情况，规划
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大数据产业发展
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大数据对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作用，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重点项目
为抓手，全力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发展。

大数据行业应用不断深化

近日，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内蒙古数据与应用中心在我区正式成
立。该中心将显著提升我区的卫星数
据获取能力，进而促进遥感技术在地质

测绘、灾害监测、生态环境评估、农牧业
生产等领域的应用水平。

随着各领域大数据应用逐渐开展，
大数据在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
效应开始显现。公安、卫计、环保、扶
贫、社保、工商、质监、统计、社会信用等
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我区在政务、乳业、农林畜
牧、能源、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开展了
大数据深度应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
能源云、乳业大数据平台、稀土交易大
数据平台、牧区全产业链溯源数据平
台和煤炭、药材、草业大数据应用等一
批大数据应用系统，加快推进了国家
大数据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进度。

此外，自我区被国务院办公厅列为
“互联网+政务服务”全国 9 个试点示范
省区之一，呼和浩特、乌海 2 个城市被
确定为国家信息惠民试点城市后，我区
重点开展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示范
工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逐步向全区推广。

有关专家表示，我区大数据发展显
现出政策红利叠加释放、后劲动能大幅
增强、潜力优势加速转化的阶段性特
征，内外部环境较为有利，处于可以大
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抢抓机遇、
顺势而为，增强紧迫意识，保持战略定
力，加强统筹规划，集中优势资源，必将
加快推进我区大数据发展，促进经济转
型和产业升级。

大数据引领内蒙古大数据引领内蒙古““智慧智慧””快跑快跑

3 月 14 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
蒂芬·威廉·霍金在家中逝世，享年 76
岁。

提到霍金，人们往往会想起他标
志性的轮椅，以及那本畅销全球的《时
间简史》。这位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
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带领人类
一次次探索宇宙未知的物理巨人，这
一次转身拥抱星河，独自走向了宇宙。

在霍金的主要研究领域——宇宙
论和黑洞当中，他证明了广义相对论
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
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
型，在统一 20 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
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
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
一步。

宇宙起源
2006 年，霍金曾表示，爱因斯坦

的广义相对论无法解释宇宙如何由大
爆炸形成，如果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
论相结合，就有可能解释宇宙是如何
起始的，“这是回答我们为何在此，我
们从何而来的宇宙学核心问题”。

他和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一起
证明了奇点定理，认为宇宙起源于一
个时间和空间消失、物质密度无限大
的奇点。

在霍金想象中，宇宙起源有点像
沸腾水中的“泡泡”。他认为，宇宙的
开端，可能出现了许多“小泡泡”，然后
再消失。“泡泡”膨胀的同时，会伴随着
微 观 尺 度 的 坍 缩 。 一 些 坍 缩 的“ 泡
泡”，由于不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来
不及发展出星系和恒星，更不用说智
慧生命了。但一些“小泡泡”膨胀到一
定尺度，就可以安全地逃离坍缩，继续
以不断增大的速率膨胀，形成了我们
今天看到的宇宙。

黑洞理论
1974 年，霍金提出了著名的“霍

金辐射”学说，该学说是霍金对天体物
理学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霍金在该学说中指出，黑洞在特定
条件下会放射出一种微小的放射物，最
后所有的黑洞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
地蒸发掉。但是根据量子力学所描述
的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黑洞及被其

“吞噬”掉的物质是不会简单消失的。
30 多年来，霍金试图以各种推测

来解释这些相矛盾的观点。他还曾提
出，黑洞中有关量子力学的规律是不
同的。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研 究 后 ，霍 金 在
2004 年柏林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些
被黑洞吞没的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地从黑洞中“流淌”出来。也就是
说，黑洞既“破坏”也“建设”。

人类未来
2008 年，霍金曾在美国乔治·华

盛顿大学大胆预言，假如人类的历程
再走 100 万年，“人类的足迹必将进入
那些从未涉足过的宇宙空间”。

霍金说，人类向外太空扩展将带
来比发现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更巨
大的影响，彻底改变人类未来。他认
为，人类将在 30 年内在月球上建立基
地，以开展长期的宇宙探索活动；在
200 年至 500 年内，人类将发明新的
推进系统，让在太阳系外的宇宙空间
开展载人探索变得可能。

“请（对宇宙）充满好奇，”他说，
“我们必须为了人类继续走向太空。
如果不逃离我们脆弱的星球，我们将
无法再生存 1000 年。”

这位身体无力却思想飞扬的科学
家说，如果外星生命有足够智慧，以至
于能向太空中发送信号，那么他们肯
定也聪明到了可以制造破坏性核武器
的地步了。他本人倾向于这样一种假
设——宇宙间的原始生命是非常普遍
的，但是智能生命却相当罕见。

人工智能
霍金坦承，人工智能的初步发展

已证明了其有用性，但他担心这类技
术最终会发展出与人类智慧相当甚至
超越人类的机器。“到时它（机器）将可
能以不断加快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
而人类则受制于生物进化速度，无法
与其竞争，最终被超越。”

2014 年，霍金曾与另外几位科学
家为英国《独立报》撰文，称人们目前
对 待 人 工 智 能 的 潜 在 威 胁“ 不 够 认
真”，“短期来看，人工智能产生何种影
响取决于谁在控制它。而长期来看，
这种影响将取决于我们还能否控制
它。”如何趋利避害，是所有人需要考
虑的问题。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霍金的宇宙世界

“墨子号”卫星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

你知道吗

我 区 将 大
数 据 发 展 作 为
培 育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新
引擎，着力加强
中 国 北 方 大 数
据中心、丝绸之
路数据港、数据
政府先试区、产
业 融 合 发 展 引
导区、世界级大
数 据 产 业 基 地
等 建 设 。 随 着
各 领 域 大 数 据
应用逐渐开展，
大 数 据 在 带 动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中 的 效 应
开始显现。

焦点看台

质量仅为 2.2 克的可佩戴式双光子荧光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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