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北京 12 月 14
日电 由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刊
《工程》(Engineering) 组织评
选 的“2021 全 球 十 大 工 程
成 就 ”14 日 在 北 京 发 布 ，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 基 因 剪 刀 ”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
研发及应用、抗击新冠疫
情的公共卫生防疫治理等
入选。

这是中国工程院首次
评选和发布全球十大工程
成 就 ，参 评 项 目 是 近 5 年
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实践
验证有效的、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的
重大成果，能够反映某一
个或多个领域当前工程科
技最高水平。评选活动由
中国工程院院刊学科编委

会和中国工程院“全球工
程前沿”项目组专家联合
担任评选委员会，遵循独
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三
项原则，经过全球征集提
名、专家遴选推荐、公众问
卷调查，最终确定“2021 年
度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
选结果：

——AlphaGo 和 Alpha-
Fold。 2016 年 ，AlphaGo 首
次 战 胜 人 类 围 棋 九 段 选
手；2018 年，AlphaFold 高精
度预测了人类蛋白质三维
空间结构。有机结合海量
数据、先进算法、超强算力
和领域知识，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启了认知决策赋能
的新阶段，日益显现出广
阔的应用前景。

——CRISPR/Cas9 基 因
编 辑 技 术 研 发 及 应 用 。
2020 年 ，诺 贝 尔 化 学 奖 授
予开发 CRISPR/Cas9 基因编
辑技术的科学家。这项被
誉 为“ 基 因 剪 刀 ”的 新 技
术，通过对 DNA 剪切实现
基因组精准、高效修饰，带
来 了 分 子 生 物 学 的 新 变
革；在遗传病及肿瘤治疗、
基因筛查与检测、动植物
育种与改良等领域，有着
巨大的技术潜力。

—— 极 紫 外 光 刻 系
统。极紫外光刻系统以波

长 13.5 纳米的极紫外光为
光源，可实现将芯片制程
最小工艺节点推进至 7 纳
米 、5 纳 米 甚 至 3 纳 米 。
2019 年 ，荷 兰 阿 斯 麦 公 司
成功推出新一代极紫外光
刻系统，代表了当今最先
进的第五代光刻系统，可
望将摩尔定律物理极限推
向新的高度。

——第五代移动通信
技 术 。 2018 年 ，全 球 第 一
个 5G 技术标准制定完成；
2019 年，5G 技术首次实现
大规模商业化部署。具有
高速率、低时延和大连接
特点的 5G 技术，可用于增
强移动宽带、超高可靠低
时延通信和海量机器类通
信，实现人-机-物互联互
通，大大加快人类社会数
字化转型步伐。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 2020 年 ，全
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
电 望 远 镜 FAST 正 式 开 放
运 行 。 FAST 以 喀 斯 特 洼
坑为台址，铺设由数千块
单元组成的 500 米球冠状
主动反射面，以轻型索拖
动 馈 源 平 台 和 并 联 机 器
人，实现望远镜接收机高
精 度 定 位 。 FAST 使 人 类
探索宇宙未知空域的眼力
更加深邃，眼界更加开阔。

——杂交水稻。杂交
水稻主要利用雄性不育系
作为遗传工具，培育具有
杂种优势的高产、抗病、优
质 水 稻 品 种 。 2020 年 ，中
国科学家团队培育的第三
代杂交水稻，创双季稻亩
产 1530.76 千克的新纪录。
杂交水稻的研发成功和大
规模推广，是世界作物科
学与技术的重大突破，为
全球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
保障。

——洞察号火星登陆
探测器。2018 年，美国“洞
察”号无人探测器在火星
成功着陆。作为第一个专
门研究火星内部结构的探
测器，洞察号携带先进设
备，对火星地壳、地幔和地
核进行探测，旨在认识火
星如何形成和演化及现今
的构造活跃程度。这标志
着人类由对于类地行星的
探测，迈向行星的“内心世
界”。

——抗击新冠疫情的
公共卫生防疫治理。面对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各国
纷纷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中国、新西兰、韩国等许多
国家运用科学的疫情防控
策略，开展大规模核酸检
测、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
码识别，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实施分区
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有效地控制
了疫情大规模扩散。

——长江三峡水利枢
纽工程。2020 年，历经 20
多年建设和运行的中国长
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完成
整体验收。这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有 20 多 项 经 济 技 术 指 标
位居世界前列，兼具防洪、
发电、航运、生态补水等十
多项功能，发挥着巨大的
经济社会效益和节能减排
的生态效益。

—— 特 高 压 输 电 工
程。特高压输电是当今最
高效、最经济的远距离输
电 方 式 。 2009 年 ，中 国 首
个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
电工程投运；2019 年，世界
首个正负 11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在中国建成
投运。中国拥有全球规模
最大的特高压输电网络，
实现了能源跨区域、大规
模优化配置。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院
刊执行主编陈建峰发布评
选结果。他介绍说，中国
工程院院刊 2021 年开始组
织 评 选 全 球 十 大 工 程 成
就，旨在促进工程进步，引
领工程创新，发挥学术期

刊学术引领作用，引导全
球公众关注和支持工程事
业。

本次评选活动吸引来
自世界各国工程科技人员
的广泛参与，评选结果有
三个特点：一是在核心科
学或技术方面取得原创性
突破，或解决了长期存在
的瓶颈或难点，在单项或
多项科学技术指标上具有
显著的竞争力，居世界领
先水平；二是在技术整合、
系统集成，实现工程的安
全、精准、绿色等方面具有
鲜明的创新特征，或在重
大工程的资源配置和组织
管理方面有突出创新；三
是在带动产业发展方面取
得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
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升了全人类的生
产力水平。

陈 建 峰 院 士 表 示 ，中
国工程院院刊由中国工程
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
创办，致力于建设世界一
流工程科技综合性权威期
刊，为全球提供一个高水
平工程科技重大创新成果
发布交流平台。今后，中
国工程院院刊将每年组织
一次“全球十大工程成就”
评 选 活 动 并 面 向 全 球 发
布。

中新网北京 12 月 14
日电 针 对 美 国 务 卿 近 日
在印尼发表不当评论、声
称中国在亚洲有“侵略性
举 动 ”，中 国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汪 文 斌 14 日 在 例 行 记
者会上说，美方挑动分裂
隔阂，煽动对立对抗的做
法在世界上不受欢迎，在
亚太地区更加行不通。

有 记 者 提 问 ，布 林 肯
14 日在印尼发表演讲，批

评中国在亚洲的“侵略性
举 动 ”，同 时 说 拜 登 政 府
保证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
会演变为灾难性冲突。请
问中方对此有什么回应？

汪 文 斌 表 示 ，我 也 看
到有的媒体报道了布林肯
国务卿在访问亚洲国家时
发 表 的 相 关 言 论 。 他 指
出，美方一方面渲染鼓吹
所谓的“中国威胁”，一方
面 又 表 示 无 意 同 中 国 冲

突 ，这 种 自 相 矛 盾 的 做
法，同中美元首会晤的精
神不符，也难以得到地区
国家的认同。

汪 文 斌 说 ，如 果 美 方
真像其声称的那样“要为
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
设 性 作 用 ”的 话 ，就 应 当
切实尊重以东盟为中心的
区域合作架构，而不是以
意识形态划线，拼凑小圈
子 ，挑 动 集 团 对 抗 ；就 应

当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共
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
力，而不是频繁派舰机到
南 海 炫 耀 武 力 ，挑 衅 滋
事；就应当做地区对话与
合作的促进者，而不是挑
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地
区团结合作的搅局者。美
方挑动分裂隔阂，煽动对
立对抗的做法在世界上不
受欢迎，在亚太地区更加
行不通。

布林肯访印尼发表涉华不当言论
中方：美煽动对立在亚太行不通

中国工程院发布全球十大工程成就
“中国天眼”“基因剪刀”等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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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报道】作秀成
瘾！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14 日以视频形式参与台湾
一论坛，再次发表涉华错
误言论。事发后，日本网
络上也有人对安倍作秀感
到厌烦。

据报道，日本、美国和
台湾地区的智库等机构 14
日在台北举行论坛，蔡英
文参会。在论坛上，安倍
通过视频演讲宣称，“应该
对中国说，不能追求‘领土
扩 张 ’，减 少‘ 挑 衅 邻 国 ’
的举动......”时事通讯社声
称，安倍的发言是在针对
中国在台湾和所谓的“尖
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军事活动活跃
这一情况。但稿子写到这
儿必须立刻指出，台湾从
来不是一个国家，大陆与

台湾同属一个中国，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均为中国
固有领土，安倍口中“领土
扩张”无从谈起。

此 外 ，安 倍 还 在 演 讲
中宣称：“想要将我们的声
音更有力量，能够传递，必
须得到更多盟友。”时事通
讯社称，安倍晋三是在呼
吁日美等国与台湾加强合
作。

消 息 传 回 日 本 ，安 倍
晋三近期作秀成瘾也让部
分 日 本 网 民 厌 烦 。 有 人
称 ：“ 这 个 人 说 的 话 不 能
信 ”。“ 只 会 打 嘴 炮 ”。 还
有人评论称：“安倍在职首
相时间虽长，但没有取得
任何外交成果，这代表他
在海外没有有力渠道。安
倍最好还是别说话了。言
之非难，行之为难。（安倍
发言）只会让自民党内部

和安倍周边人士混乱。”
此 外 ，有 人 说 ，“（中

国）阻止国家分裂有什么
问题吗？不过没有办法，
如果在日本没有这种家伙
（安倍等极端右翼政客）存
在的话，美国是不会同意
的。”

安倍晋三 12 月 1 日在
台湾智库活动上发表涉台
错误言论，声称“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
同盟有事”等。此外，因错
误言论受中方斥责后，安
倍还宣称，其作为一名国
会议员的表态受到中方关
注，“感到不胜荣幸”。

就 此 ，中 国 外 交 部 发
言人赵立坚 6 日说，“呵呵
（哼）”，日 本 个 别 政 客 对
自 身 错 误 和 言 行 不 以 为
耻，反以为荣，这再次暴露
出 他 们 的 是 非 观 出 了 问

题。日本国内现在确实想
法很多，比如有人想否认
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历
史和殖民统治，有人置全
球海洋环境安全和人类生
命健康于不顾，想把福岛
核污染水排海而不承担责
任，还有人想借台湾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但存在某
种想法，并不代表它就是
正 确 的 。 那 些 错 误 的 想
法，只会是日方某些人的
一厢情愿，不可能得到亚
洲 邻 国 和 国 际 社 会 的 认
同。

赵 立 坚 强 调 ，台 湾 问
题事关中方核心利益，事
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事
关两国间基本信义、日方
应重信守诺，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停止挑衅一个中
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势
力发出错误信号。

作秀成瘾！安倍晋三又冒到台湾论坛
对中国放厥词，日本网民都有点烦了

12 月 14 日 0 时 09 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二号 02 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发（郑仲利 摄）

中国成功发射天链二号02星

中新网香港 12 月 14
日电 12 月 13 日是第八个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当日上午在特区
政府总部出席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
致献花圈，并与在场人士
默哀两分钟，悼念南京大
屠杀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的死难者。

当日，香港市民及团
体自发来到乌蛟腾抗日英
烈纪念碑前，参与悼念活
动，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默哀。现场的参与者衣着
缟素，神情肃穆，同时有香
港 年 轻 人 操 正 步 献 上 花
圈。

随后，香港市民以及
中小学生在防空警报器的
鸣笛声中低头默哀。此次

公祭活动主办方“一二一
三国家公祭日筹委会”表
示，通过活动增强了香港
年轻人的国民身份认同，
也让香港中小学生了解历
史。

百余位香港官立中小
学校长代表及香港中联办
教科部、香港特区政府教
育局的工作人员等当日参
观 了 驻 香 港 部 队 展 览 中
心，并与驻香港部队官兵
共同举行座谈交流活动，
探讨如何深化香港青年一
代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
等。

香港大围培侨书院也
举办了悼念活动。当日上
午，在升旗礼之后，有老师
给小学生们讲解南京大屠
杀的历史，随后全体师生
肃立默哀一分钟。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中
国工程院院刊执行主编陈
建 峰 发 布“2021 年 度 全 球
十 大 工 程 成 就 ”评 选 结
果。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摄

中新网北京 12 月 14
日电 北京时间 2021 年 12
月 14 日 0 时 9 分，中国在
西 昌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用 长
征 三 号 乙 遥 八 十 二 运 载
火箭，成功将天链二号 02

星 发 射 升 空 。 卫 星 顺 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此 次 任 务 是 长 征 系
列运载火箭的第 401 次飞
行。

近 日 ，中 国 科 学 院 紫
金山天文台联合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通过嫦娥五
号月球样品研究发现，嫦
娥五号着陆区历史上可能
曾经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
活动。

月海玄武岩主要分布
在月球正面的盆地中，可
能 是 100 至 400 公 里 深 处
的月幔部分熔融形成的。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月海玄
武岩样品的分析，可以研

究月球深部物质成分、岩
浆过程随时间和空间的演
化。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是国内首批获得月球
科 研 样 品 的 13 家 科 研 机
构之一，科研团队利用高
分辨率显微 CT、扫描电子
显微镜、电子探针等对其
中一个样品开展了详细的
矿物学和三维断层成像研
究。结果表明，该样品属
于月球火山玄武岩，具有

细 粒 - 中 粒 次 辉 绿 结 构 ，
少量橄榄石斑晶分布在由
辉石、斜长石、钛铁矿和其
他副矿物组成的基质中，
主要组成矿物辉石的化学
成分和演化趋势与美国阿
波罗计划和苏联月球号计
划返回的高钛玄武岩类型
高度一致。该样品含有极
高的钛铁矿含量，丰度接
近阿波罗月海玄武岩的最
高值，并富集磷酸盐矿物。

多 项 证 据 表 明 ，不 同

于日前已报道的嫦娥五号
中钛和低钛月海玄武岩类
型，该样品是一种相对少
见的富集稀土元素的高钛
月海玄武岩，这表明嫦娥
五号着陆区历史上可能曾
经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活
动，将有望解读月幔源区
不同物质成分、火山岩浆
形成的能量来源和月球晚
期火山活动的精细时空分
布规律。

来源：央视新闻

首批月球样品揭秘：
嫦娥五号着陆区或曾多次火山喷发

香港举办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市民及团体献上悼念花圈。 李志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