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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525届中国科协年会专刊届中国科协年会专刊

创新引领创新引领 自立自强自立自强
————打造高质量科技创新策源地打造高质量科技创新策源地

10月22日，在第二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

主论坛上，中国科协发布了2023重大科学问

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人工智

能、新能源、高性能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

问题受到关注。

10个前沿科学问题

如何实现低能耗人工智能？如何实现飞

行器在上层大气层机动飞行？利用新型符合

测量方式能否搜寻磁单极子和轴子暗物质的

存在？非线性效应会随尺度变化吗？影响高

性能纤维发展的基础科学问题是什么？全球

气候变化背景下作物如何适应土壤环境？现

代陆地生态系统是如何起源的？生殖衰老的

触发及延迟机制是什么？如何实现可控核聚

变的稳态燃烧？如何探明更高速度轮轨系统

耦合机理及能量场分布特征？

9个工程技术难题

如何实现在原子、电子本征尺度上的微观

动力学实时、实空间成像？如何解决稀土基体

中痕量杂质的高效分离难题，突破高纯稀土材

料工程化制备技术及装备？适用于新型电力

系统的长周期储能方式是什么？如何实现大

田作物绿色优质丰产无人化栽培技术？如何

突破多灾种驱动作用下艰险山区国家重大铁

路超高宽幅站场路基长期风险评估与性能保

持技术难题？如何突破新能源废料清洁高值

化利用？如何突破低铂、低成本车用燃料电池

电堆关键技术？如何实现核动力载人火星探

测的快速往返?如何将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到临

床医疗中？

10个产业技术问题

如何突破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我国未来超

高速轨道交通车辆装备的应用？如何发挥我

国信息通信产业优势，快速实现芯粒（Chiplet）

技术和产业突破？石油基炭材料高端化技术

如何发展？如何通过柔性薄膜技术实现星载

轻质可展开阵列天线？如何实现生殖干细胞

精准移植技术在养殖鱼类单性种质创制中的

广泛应用？梯级水库群如何实现汛限水位联

合优化调控？如何高值利用有机污染化工废

盐，推动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在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构建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并实

现安全稳定送出？如何发展面向高性能和低

成本产业升级的自主可控SoC芯片？如何实

现冲击地压煤层智能安全高效开采？

据介绍，今年重大问题的征集发布活动，收

到89家全国学会和学会联合体、部分领军企业科

协推荐的590个问题难题，涵盖数理化基础科学、

地球科学、生态环境、制造科技、信息科技、先进材

料、资源能源、农业科技、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等领

域。征集过程中，广泛动员、定向邀请，汇聚一批院

士专家和境外科技组织参与问题难题的推荐；评

选过程中，突出高层次专家评议指导，包括中国科

协学术交流与期刊出版专委会委员等在内的117

位院士专家在复选、终选等环节，严格评议把关。

中国科协连续6年征集评选重大科技问题

难题，6年来，累计150多家全国学会、领军企

业科协等组织，遴选推荐3362个具有前瞻性、

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问题难题，并围绕发布的重

大问题开展学术交流、智库建言、科普解读和

协同攻关。 （全媒体记者 葛婷）

2023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发布

（上接一版）主论

坛上，高鸿钧代表中

国科协发布了 2023

重大科学问题、工程

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

问题。上海科技大学

党委书记、中国科学

院院士李儒新，中国

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

仁，中国科学院上海

分院院长、中国科学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研究员胡金波，中

国科协副主席、军事

科学院研究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薇，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陆朝阳，科大讯飞董

事长刘庆峰，分别围

绕强激光与加速器发

展、我国深空探测现

状与未来、功能分子

和材料研究最新进展

与未来展望、疫苗研

发创新与公共安全、

量子科技最新进展与

未来展望、通用人工

智能认知大模型发展

等相关主题作报告。

有关部委、中央

企业和安徽省有关方

面负责同志，科研院

所、高校和全国学会

的科技工作者代表及

媒体记者800余人参

加主论坛。

据了解，本届中

国科协年会以“创新引

领 自立自强——打造

高质量科技创新策源

地”为主题，围绕“科技

自立自强”“学术跨界

融合”“服务地方：建设

科创高地”三大板块开

展20项专题活动，充

分展现科技工作者“主

角”风采，发挥全国学

会“主体”作用，增强举

办地“主场”获得感。

（通讯员 宗禾
朱胜利）

——第二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侧记

汇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磅礴力量汇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磅礴力量

论坛现场。

10月22日，第二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在合

肥举行。会上，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院士、专家围绕“科技

自立自强”主题，结合自身研究成果作了6场主旨报告。

超强激光助力解决世纪挑战

“超强激光是超高的强度、亮度，或者是峰值功

率，是已知的最高光强光源（最亮光源）。”上海科技大

学党委书记、张江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

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儒新所作的题

为《超强激光科学的重要前沿与挑战》的报告，介绍了

位于上海张江的超强激光装置羲和1号和正在建设的

羲和2号，它包括10拍瓦激光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极端物理条件与全新实验手段。

“羲和激光的来历，是从《山海经》里面找到的神

话故事。”李儒新说，神话故事中有一位太阳女神，她

是十个太阳的妈妈。所以，他们把能够制造出10倍太

阳强度的激光器命名为“羲和激光装置”。

李儒新表示，超强激光将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推进

到高度非线性与相对论等全新范畴，开辟了当代物理

学的新前沿方向。如：极端非线性光学与阿秒物理

学、相对论性物理与光学、光核物理与核光子学等物

理新方向，助力解决21世纪物理学三大挑战。

深空探测中令人赞叹的“安徽力量”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

路，“天和”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

间应用全面突破，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太空之家”。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兼

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吴

伟仁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中

国深空探测取得的成就，以及

未来发展规划与任务展望。

“中国深空探测具有起步

晚、起点高；投入少、产出多；发

射次数少、成功率很高的特

点。”吴伟仁介绍，近20年来，

中国深空探测取得一系列重大

成就。他特别提到了安徽省内

多家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作出

的重要贡献。如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首次研制了

月球着陆缓冲拉杆材料——

“嫦娥”钢，解决了地外天体软

着陆的关键问题；中国科大研

制了“天问一号”火星磁强计，

在近火星空间开展精确的矢

量磁场观测；电科16所研制的超低温接收机，已经覆盖

国内所有深空测控站，服务探月探火等深空探测任务。

吴伟仁表示，安徽正在深空探测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当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正在承担

CE-7月壤水分子分析仪研制任务，将首次实现月球南极

永久阴影区水冰及氢、氧同位素就位探测，而水冰探测也

是嫦娥七号最重要的科学目标；中国科大联合深空探测实

验室等单位共同研制的墨子望远镜，作为北半球光学巡天

能力最强的望远镜，已在青海冷湖建成使用，将开展太阳

系近地天体搜寻与监测研究，服务深空探测战略需求。”吴

伟仁说，未来15年，中国深空探测将在月球探测、行星探

测、运载技术三个领域，论证实施十大工程任务。

两代人接力让含氟功能分子创造价值

化学元素周期表里面氟元素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元

素。在国防和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含氟材料被广泛应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胡

金波，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含氟功能分子创制及应用。

胡金波表示，通过理解和掌握氟化学和氟科学反

应规律，实现含氟有机分子的高效合成，是当前化学

领域的研究前沿。他和团队的研究成果为实现氟化

物的无害生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改进氟

化物的合成和利用技术，成功提高了氟化物利用效

率，有望实现氟化物高效利用和无害化生产，这将为

氟化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这个工作是由科学家两代人接力创新，感谢老一

代科学家奠定基础，我们年轻一代团队在此基础上接力奋

发，最后取得非常好的阶段性成果。”胡金波说，“我们还是要

继续努力，让含氟功能分子创造价值，影响和改变世界。”

多学科协同筑牢生物安全屏障

生物安全领域是新兴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涉

及到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不受威胁、国家社会可

持续发展。中国科协副主席、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薇在主旨报告中，系统介绍了我国生

物安全的战略意义以及国内外生物安全发展现状。

“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来自生物安全的挑战：生

物武器的研发屡禁不止、生物恐怖威胁不断加剧、新

发突发传染病、生物技术两用性、实验室安全，以及遗

传资源和外来物种的入侵等。”陈薇说。

她从战略管理、法律法规、协同创新、安全治理、

能力建设等方面对生物安全相关体系进行梳理，对生

物安全涉及的相关领域展开具体分析，并提出风险防

控对策建议。“我们要以多学科的协同，来做好自主自

立生物安全方面的创新。”陈薇坚定地说。

青年科技人才走向量子科学最前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在主旨报告中，从

“什么是量子”说起，形象地描述了量子计算的基本概

念，介绍了量子计算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们在2020年发布了第一代九章光量子计算

机原型机。”“在2021年，我们发布了113个光子的第

二代的‘九章二号’。”“近期我们又通过新的技术，研

制了‘九章三号’。”“下面一步，我们希望来做大于

3000个光子的‘九章四号’。”陆朝阳详细介绍了所在

科研团队在量子计算机研制上取得的一步步成就。

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

陆朝阳自豪地表示，在研制过程中，培养起很多能干的

“90后”“95后”“00后”，这些青年科技人才开始主导下

一代研发重任，走向国际量子科学领域最前沿。

通用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

“通用人工智能为什么叫通用？”中国科协常委，

科大讯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在主旨报告中介绍，

通用人工智能是通过海量的多元多模态数据，可以是

文本、语音、图像各种数据，送到统一网络认证大模

型，在统一的模型参数进行记忆学习和训练后，再通

过人机协同的强化学习，让机器具备了跨领域的智慧

涌现，一定意义上，相当于人类的触类旁通。

刘庆峰表示，当前，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可以概括为

七个维度：文本生成、语言理解、知识问答、逻辑推理、数学

能力、代码能力和多模态能力。有了这些能力，可以实现信

息分发、获取模式的重大变化，革新当前内容生产模式，实现

人机全自然的交互，从而推动IT产业发展，以手机为代表的

第五次浪潮向万物互联更快迭代。 （陈婉婉 鹿嘉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