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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16 日 1 时
40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
射升空。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于
2011 年 12 月立项，是中国
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

首批科学实验卫星之一。
“墨子号”首席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表
示，我国自主研发的量子卫
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包括高精度跟瞄、星地偏振
态保持与基矢校正、星载量
子纠缠源等。量子卫星的
成功发射和在轨运行，将有

助于我国在量子通信技术
实用化整体水平上保持和
扩大国际领先地位，实现国
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水
平的跨越式提升，有望推动
我国科学家在量子科学前
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于
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
列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墨子号”设立了三大

科学目标：千公里级量子密
钥分发、千公里级星地双向
量子纠缠分发以及千公里
级地星量子隐形传态。仅
用了 1年时间，“墨子号”就
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三大
既定科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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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
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已
经顺利完成。全国各选举
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

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
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
表。

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

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党
内民主，严格按照党中央关
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
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
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
办法产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
党中央规定的条件，具有较
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
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事能
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明
显成绩，是共产党员中的优
秀分子；代表结构和分布比

较合理，各项构成比例均符
合党中央要求，具有广泛代
表性。他们中，既有党员领
导干部，又有生产和工作第
一线的党员，有一定数量的
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有
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

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
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
代表。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二十
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
认。

2296名二十大代表已选举产生

重大装备 拓展人类探索视界
编前：“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近期首次实现了地球上相距1200公里两个地面站之间的量子态

远程传输，向构建全球化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通信网络迈出重要一步；我国科学家日前利用“中国天眼”
FAST对一例位于银河系外的快速射电暴开展了深度观测，向着揭示快速射电暴中心引擎机制迈出重要
一步；目前，我国已拥有“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三台深海载人潜水器，不断实现了深海装
备技术发展的新突破和重大跨越……

十年来，科技界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奋力攻坚，重
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企业核心竞争力日渐增强，把创新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过去 10年，是中国空间
站从规划一步步变成现实的
10年。

2021年 4月 29日，随着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将中国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顺利送入
太空，中国空间站正式拉开
在轨建造大幕。

自 2020年以来，载人航
天工程先后成功实施了长征
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中国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问天实
验舱，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
号、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天
舟二号、天舟三号、天舟四号
货运飞船发射等 9次飞行任
务，突破了快速交会对接和
撤离返回、自动任务规划、复

杂构型航天器精密定轨和预
报、机械臂遥操作控制等一
系列飞控技术，建成了全国
产化稳定运行的飞行控制系
统平台，构建了一整套具有
中国特色的空间站在轨飞控
管理体系，掌握和初步验证
了空间站组装建造阶段的核
心关键飞控技术。

按计划，中国空间站将
在今年年底全面完成建设。
未来，中国空间站还将开展
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
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技
术、航天医学等一大批科学
实验和新技术验证，有望在
科学探索和应用研究上取得
重大成果和突破。

2014年4月13日，由我
国自主研发的万米钻机“地
壳一号”在位于松辽盆地的
松科二井现场实施开钻作
业；2018年 6月 2日，“地壳
一号”以完钻井深 7018 米
的成绩创下了亚洲国家大
陆科学钻井的新纪录，标志
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
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
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
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

“地壳一号”万米钻机
获得的岩心，为我国科学家
建立地球演化档案提供了
难得的资料，也为大庆油田
未来 50年发展和我国能源
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
撑。

松科二井工程首席科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成

善说，松科二井完井是国际
大陆科学钻探计划历程中
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入
地”工程的一件标志性事
件。实施这个工程最主要
的目的，就是要探究距今
1.4亿年至 6500万年期间，
即白垩纪时期重大地质事
件、烃源岩的生成与古环境
古气候变化的奥秘。

相关行业专家表示，
“地壳一号”万米钻机的研
制及应用，标志着我国地学
领域对地球深部探测的“入
地”计划取得重大阶段性进
展，为后续国家地壳探测工
程的全面实施、探求地球深
部奥秘提供了高技术手段，
也将带动我国深部油气资
源和地热资源勘探开发行
业的技术进步。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FAST）被誉为“中
国天眼”，其发射面积相当
于 30 个标准足球场那么
大。如果在里面倒满矿泉
水，全世界 70 亿人平均每
人可分4瓶。

FAST 的建设，是一个
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工程，
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
程和岩土工程等各个领
域，在每一个领域几乎都
是开创性的工作。2016年
9 月 25 日，FAST 在贵州平
塘落成启用。该望远镜大
幅拓展了人类的视野，探
索宇宙起源和演化，可让
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领先
世界 20年。

2017 年 10 月，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对外公布，
FAST 发现 2 颗新脉冲星，

距离地球分别约 4100光年
和1.6万光年。

数据显示，FAST 验收
以来年运行机时达 6200个
小时，其卓越性能和稳定
运行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科 学 成 果 ：
FAST 已发现的脉冲星超
660 颗，基于 FAST 观测数
据发表的高水平论文超过
百篇；FAST的高灵敏度观
测还发现了重复快速射电
暴及其偏振角变化，揭示
快速射电暴来源于遥远宇
宙的磁星……

据了解，FAST 已开展
脉冲星计时系统研制和先进
接 收 机 系 统 研 制 ，未 来
FAST 还将深入脉冲星搜
索、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巡
视、星际的形成以及引力波
探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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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号”探路量子通信

“睁开”探寻宇宙奥秘的“巨眼”

“地壳一号”挺进地球深处

打造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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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中的“中国天眼”

今年即将建成的中国“天宫”空间站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