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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我国科学家利用化学物质合成完整活性染色体

我国科学家利用化学物质合成了 4 条人工设计的酿酒酵母染色体，标志着人类向“再造生命”又迈

进一大步。该研究利用小分子核苷酸精准合成了活体真核染色体，首次实现人工基因组合成序列与设计

序列的完全匹配，得到的酵母基因组具备完整的生命活性。该研究结果 2017 年 3 月 10 日在《科学》发表，

我国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具备真核基因组设计与构建能力的国家。

2017 年 12 月 31 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选出的 2017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在京揭晓。此项年度评选活动至今已举办 2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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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产水下滑翔机下潜 6329 米刷新世界纪录

我国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水下滑翔机于 2017 年 3 月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完成大深度下潜

观测任务并安全回收，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6329 米，刷新了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海翼”

号水下滑翔机是根据中科院 B 类战略先导专项的部署，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型水下观测平台。此次“海翼”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共完成了12次下潜工作，总航程超过134.6公里，

收集了大量高分辨率的深渊区域水体信息，为海洋科学家研究该区域的水文特性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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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诞生

2017 年 5 月 3 日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科研团队宣布光量子计算机成功构建。潘建伟团队在多光

子纠缠领域始终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团队利用自主发展的综合性能国际最优的量子点单光子源，通过

电控可编程的光量子线路，构建了针对多光子“玻色取样”任务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实验测试表明，

该原型机的取样速度比国际同行类似的实验加快至少 24000 倍，通过和经典算法比较，也比人类历史上

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 10 倍至 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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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飞

我国首款国际主流水准的国产大型客机 C919 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C919

的全称是“COMAC919”。C919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凝聚了国

内最优秀的设计人才和工程人才的智慧。针对先进的气动布局、结构材料和机载系统，研制人员共规划

了 102 项关键技术攻关，包括飞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电传飞控系统控制律设计、主动控制技术等。



2017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5、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

2017 年 5 月 18 日，我国首次实现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

试采实现连续 187个小时的稳定产气。这是“中国理论”“中国技术”“中国装备”所凝结而成的突出成就。

这是我国首次，也是全球首次对资源量占比 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泥质粉砂型储层可燃冰成功实现

试采。从“蓝鲸一号”起步的可燃冰试采，不仅对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保障、优化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甚至可能对世界能源接替研发格局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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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国“人造太阳”装置创造世界新纪录

国家大科学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EAST）实现了稳定的 101.2 秒稳态

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重要突破标志着我国磁约束聚变研究在稳态运

行的物理和工程方面将继续引领国际前沿。东方超环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运行持续时间

达到百秒量级的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对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ITER）计划具有重大科学意义。该

成果将为未来 ITER 长脉冲高约束运行提供重要的科学和实验支持，也为我国下一代聚变装置——中国聚

变工程实验堆的预研、建设、运行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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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突破传统分类新型费米子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首次发现了突破传统分类的新型费米子——三重简并费米子，为固

体材料中电子拓扑态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这一研究成果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由《自然》杂志在线发表。

此次新型费米子的发现从理论预言、样品制备到实验观测的全过程，都是由我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它

是凝聚态物理中固体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研究成果对促进人们认识电子拓扑物态、发现新奇物理

现象、开发新型电子器件以及深入理解基本粒子性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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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量子通信“从理想王国走到现实王国”

2017 年 1 月 18 日，我国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圆满完成４个月的在轨测

试后，正式交付使用。2017 年 6 月 16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彭承志等带领的团队宣布，利用“墨

子号”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并于此基础上实现了空间尺度下严

格满足“爱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

于 9 月 29 日正式开通。结合“墨子号”卫星，我国科学家成功与奥地利实现了世界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

信。“墨子号”圆满实现了三大既定科学目标，用潘建伟的话说，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终于“从

理想王国走到了现实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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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科院推出高产水稻新种质

由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夏新界研究员领衔的水稻育种团队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宣布，历

经十余年研究，团队日前培育出超高产优质“巨型稻”：株高可达 2.2 米、亩产可达 800 千克以上，具

有高产、抗倒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经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 DNA 指纹检测以及华智水稻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6k水稻SNP基因芯片指纹图谱检测，确认“巨型稻”是一种水稻新种质材料。这种“巨

型稻”光合效率高，单位面积生物量比现有水稻品种高出 50%，平均有效分蘖 40 个，单穗最高实粒数达

500 多粒，单季产量可超过 800 千克 / 亩。它是运用突变体诱导、野生稻远缘杂交、分子标记定向选育等

一系列育种新技术，获得的水稻新种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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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悟空”发现疑似暗物质踪迹

2017年 11月 30日，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的首批探测成果在《自然》杂志上刊发。“悟空”

测量到电子宇宙射线能谱在1.4万亿电子伏特（TeV）能量处的异常波动。这一神秘讯号首次为人类所观测，

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取得了一项开创性发现。如果后续研究证实这一发现与暗物质相关，将是一项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人类就可以跟随着“悟空”的脚步去找寻宇宙中５％以外的广袤未知，这将是一

个超出想象的成就。即便与暗物质无关，也可能带来对现有科学理论的突破。“悟空”投入相对小，在“高

能电子、伽马射线的能量测量准确度”和“区分不同种类粒子的本领”两项关键技术指标方面世界领先。

（来源：科技部，2018 年 1 月 3 日）



【国际科技合作动态】

 中意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2 月 2 日 15 点 51 分，中意合作的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成功入轨。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互致贺电，祝贺中意合作的电

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发射成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意两国在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项目合作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中意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将有力提升两国利用航天技术对地球电磁环境的监测能力和水平，为地震预警、

防灾减灾发挥重要作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高度重视中意关系，愿同意方一道努力，加强两

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马塔雷拉在贺电中表示，电磁监测试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是两国重要合作成就，体现了双方在科研领

域的坚实伙伴关系。意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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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2018年2月2日）



【国际科技合作动态】

 万钢部长会见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菲利普·库亚尔

2018 年 1 月 23 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京会见了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菲利普 • 库亚尔（Philippe 

Couillard）一行。万钢部长向库亚尔省长介绍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及规划提出的中国面

向 2030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并表示未来双方在人工智

能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万钢部长同时指出，双方应继续推动在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生命健康等共同

感兴趣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合作，并大力支持青年双创活动。

库亚尔省长对万钢部长的建议表示赞同，并高度评价了双方多年来的联合研发项目合作。库亚尔省

长指出，魁北克省政府对于同中方密切清洁能源、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兴趣强烈，愿同中方

探讨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的可能性。

万钢部长同库亚尔省长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魁北克省政府关于科学技术领域

合作的联合声明》。

（来源：科技部，2018 年 1 月 30 日）



【国际科技合作动态】

 中国—塞尔维亚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四届例会在北京举行

2018 年 1 月 18 日，中国—塞尔维亚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四届例会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副部长

黄卫与塞尔维亚教育科学和技术发展部国务秘书弗拉基米尔 • 波波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会议。黄卫向塞方介

绍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以及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发展现状以及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情况，特别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的四项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及“16+1 合作”框架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的举办情况。塞方对中方的科技

创新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向中方介绍了研发创新政策、科研管理体系、参与科研活动及创新活动的主要

单位及取得的成果，同时介绍了其国际科技合作情况特别是参与欧盟地平线 2020 的情况。

双方一致认为，科技合作是中塞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部与塞尔维亚共和国教育科学和技术发展部关于联合资助中塞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开启了

中塞科技合作关系的新篇章。双方应充分利用中塞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的统筹引领作用，以“一带一路”

倡议和“16+1 合作”为契机，不断深化中塞科技创新合作，密切科技领域人员交流，探讨共同举办研讨

会等活动，鼓励塞方青年科学家通过“国际杰青计划”来华进行短期科研交流；落实好具有开创性意义

的首批联合研发项目，推动在生物医药、农业和食品等优势领域共建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搭建

长效合作平台；鼓励双方产业集群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推动两国科技创新合作向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更广泛参与的方向发展，为双边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

双方总结了委员会第三届例会项目的执行情况，讨论并通过了首批 6 个双边政府间联合研发项目及

19 个第四届例会人员交流项目，涉及农业与食品技术、生物医药、环境保护、材料科学、机器人技术、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四届例会议

定书》。

（来源：科技部，2018 年 1 月 25 日）



【国际科技合作动态】

 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2018 年 1 月 11-12 日，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分别在合肥、成都举行，标志着中法聚变联

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由国家科学技术部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简称“CEA”）

签订协议成立，四家成员单位包括：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简称“核聚变中心”）、中科

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CEA 聚变研究所。研究中心主要围绕为

ITER 组织及其成员方提供支持、开发和验证磁约束聚变装置关键部件及技术，对共同感兴趣的项目开展

联合竞标，在聚变科学和实验物理研究、核聚变能安全规范和技术标准、下一代聚变堆装置等重点领域

开展合作。

中法聚变科技合作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双方在微波加热与等离子体放电等领域开展了合作。为进一

步推进中法双边在核聚变领域的务实合作，中法双方决定筹建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2017 年 2 月 21

日，中法两国间总理会晤时，科技部与 CEA 签署《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合作意向书》，明确共同筹建中

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方与 CEA 就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的相关协议达成了一致。

2017 年 11 月 24 日在京举行的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上，在刘延东副总理和法国勒德里昂

外长见证下，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和法国驻华大使签署了关于成立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的

政府间宣言。国际合作司司长代表科技部与 CEA 签署了《关于创建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的合作框架协

议》，四家成员单位共同签署了《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执行协议》。

（来源：科技部，2018 年 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