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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获圆满成功
国防科技工业局宣布，11 月 1 日 6 时 42 分，再入返回飞

行试验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顺利着陆，中国探月

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

器于 10 月 24 日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进入地

月转移轨道。科研人员将对飞行试验获得的数据进行深入研究，

为优化完善嫦娥五号任务设计提供技术支撑。试验器服务舱将

继续在太空飞行，并开展一系列拓展试验。首次再入返回飞行

试验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已全面突破和掌握航天器以接近第

二宇宙速度的高速再入返回关键技术，为确保嫦娥五号任务顺

利实施和探月工程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4500 米级深海遥控作业型潜水器海试成功
“海马”号的研制是“863”计划支持的重点项目，是我

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

控潜水器系统，并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国土资源部作

为该项目的主持部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作为业主单位牵头，

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青岛海洋化工研究院、同济大

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共同协作完成研制与海试。在南海进行

的三个阶段的海试中，“海马”号共完成 17 次下潜，3次到达

南海中央海盆底部进行作业试验，最大下潜深度 4502 米，完

成 91 项技术指标的现场考核，并通过专家组验收。

量子通信安全传输创世界纪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及其团队与中科院上海微系

统所和清华大学合作，通过发展高速独立激光干涉技术，结合

高效率、低噪声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将可以抵御黑客攻

击的远程量子密钥分发系统的安全距离扩展至 200 公里，并将

成码率提高了 3个数量级，创下新的世界纪录。11 月 7 日出版

的《物理评论快报》发表了这一重要成果，审稿人评论认为“实

用量子密钥分发的重要里程碑”及“物理和技术上的重大进展”，

并被选为“编辑推荐”论文。

《2014 年度世界十大科技进展》评选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
国工程院院士评选的，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在北京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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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稻亩产首破千公斤
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院士团队牵头的国家

“863”计划课题“超高产水稻分子育种与品种创制”取得重

大突破。9月 24 日和 10 月 10 日，分别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

安任组长的专家组和农业部测产专家组组长、中国水稻研究所

所长程式华等专家，在牛形村和红星村现场测产，平均亩产分

别达到 1006.1 公斤和 1026.7 公斤，首次实现了超级稻百亩片过

千公斤的目标，创造了一项里程碑式的世界纪录。这是农业部

首次针对超级稻千公斤攻关品种组织的国家级测产验收。2014

年，“Y两优 900”在全国 13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 个示范片开

展高产示范攻关，在较为不利的气候下仍获得丰收。

能量最高质子回旋加速器首次出束
7 月 4 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承建的 100 兆电子伏质

子回旋加速器首次出束，这标志着国家重点科技工程——串列

加速器升级工程的关键设施全面建成。该加速器是国际上最大

的紧凑型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能量最高

质子回旋加速器。其设计突破 70 兆电子伏以上能区回旋均采

用分离扇或螺旋扇的国际惯例，表明我国已掌握该领域一系列

创新技术。工程建成后将填补我国中能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的

空白，使我国成为少数几个拥有新一代放射性核束加速器的国

家。在国防核科学研究、新核素合成、天体物理研究、医用同

位素研发、治癌技术研究等前沿领域中有望取得突破性成果。

甲烷高效转化研究获重大突破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包信和院士领衔的团队基于“纳

米限域催化”的新概念，创造性地构建了硅化物晶格限域的单中

心铁催化剂，成功实现了甲烷在无氧条件下选择活化，一步高效

生产乙烯、芳烃和氢气等高值化学品。与天然气转化的传统路线

相比，该技术彻底摒弃了高耗能的合成气制备过程，大大缩短了

工艺路线，反应过程本身实现了二氧化碳的零排放，碳原子利用

效率达到100％。相关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有关专家认为：

这是一项“即将改变世界”的新技术，未来的推广应用将为天然

气、页岩气的高效利用开辟新的途径。目前，这项技术相关的专

利申请已进入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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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 2月 3日，编辑：申师源）

首次获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结构
清华大学医学院颜宁教授研究组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人源

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1 的晶体结构，初步揭示了其工作机制及

相关疾病的致病机理。据介绍，该成果不仅是针对葡萄糖转运

蛋白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同时为理解其他具有重要生理功能

的糖转运蛋白的转运机理提供了重要的分子基础，揭示了人体

内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进入细胞膜转运的过程，对于人类进一

步认识生命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成果对于研究癌症和

糖尿病的意义不言而喻。

光通信技术取得新突破
“超高速超大容量超长距离光传输基础研究”国家“973”

项目在武汉通过验收，在国内首次实现一根头发丝般粗细的普

通单模光纤中以超大容量超密集波分复用传输 80 公里，传输

总容量达到 100.23Tb/s，相当于 12.01 亿对人在一根光纤上同时

通话。这一项目由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牵头，华中科技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单位参与，实

现了我国光传输实验在容量上的突破。

首次揭示阿尔茨海默氏症致病蛋白三维结构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施一公院士研究组在世界上首次揭

示了与阿尔茨海默氏症发病直接相关的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

（γ-secretase）精细三维结构，为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发病机理

提供了重要线索。相关成果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该研究组利用瞬时转染技术，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成功过量表达

并纯化出纯度好、性质均一、有活性的γ-secretase 复合体。

首套 30 米分辨率全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数据集成功研制
并捐赠联合国

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完成的这一“863”重点项目研究

成果，涵盖全球陆域范围和两个基准年（2000年和 2010年），

包括水体、耕地和林地等十大类地表覆盖信息，提供着全球地

表覆盖空间分布与变化的详尽信息，将同类全球数据产品的空

间分辨率提高了 10 倍，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可持续发展规

划等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资料。9月 22 日，国务院副总理张

高丽将这一成果赠送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供联合国系统、

各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免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