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8日，笔者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获悉，我国首

台近红外望远镜在南极昆仑站成功运行。中国第40次

南极科学考察队利用该望远镜开展了近红外天文观测

以及近地空间环境全时段监测实验。

研究人员利用我国自主研制的近红外天文望远镜，

成功测定了昆仑站全天空的近红外天光背景亮度等关

键数据，为昆仑站开展全年天文和空间观测提供了坚实

基础。

经过近两个月的运行表明，该望远镜达到设计要

求，满足极寒气温、无人值守等严酷环境指标。接下来，

科研人员将远程遥控望远镜在无人值守的南极昆仑站

开展宇宙和空间观测。

在南极最高点建设天文观测阵列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姜鹏介绍，国际上公认的

南极科学高点有4个：南极点、南极的磁点、南极的冰

点、南极冰盖最高点。

中国南极科考队从1996年开始先后组织开展了6

次内陆科学考察，终于在2005年实现人类首次从地面

登顶最高点冰穹A，并于2009年在冰穹A建立首个南

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

“冰穹A地区，不仅大气稀薄洁净、没有光污染，而

且每年有长达6个月的极夜，是地球上最佳的天文观测

台址。”姜鹏说。

“此次投入使用的近红外天文望远镜，可以承受零

下80摄氏度的极寒气温，并且无惧‘地吹雪’对设备的

干扰。”负责装备研发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

研究所望远镜新技术研究室副主任李正阳研究员说。

为确保望远镜在环境恶劣的南极地区稳定运行，他

们在南京建造了一个零下80摄氏度的实验室。“南极地

区有时会突然刮起大风，扬起‘地吹雪’，造成设备卡

死。”李正阳说，该望远镜应用了自主研发的耐低温光学

镜筒、全密封直接驱动电机关键技术，显著提升了设备

的极端环境适应能力。

我国在南半球部署天文望远镜，有助于开展全面、

持续的观测活动。近年来，依托昆仑站，中国科学院与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合作研制了多台套天文观测设备，其

中包括参与人类历史上首次探测到引力波光学对应体

全球联测工作的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等。

春分过后，南极将进入极夜，无人值守的近红外望

远镜将通过远程控制与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协同

开展时域天文学观测，填补昆仑站近红外观测空白。未

来，太赫兹望远镜也将进驻昆仑站，进一步拓展南极天

文观测波段。

与“爱因斯坦探针”携手探秘宇宙

“我们肉眼可见的光，只是天体辐射电磁波里很小的一段，红

外望远镜是天文观测的重要手段之一。”姜鹏说，红外波段观测为

科学家探究宇宙、星系、恒星的形成与演化，了解暗物质与暗能量，

寻找地外生命迹象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姜鹏介绍，地球大气也会产生红外辐射对观测天体产生影响，

气温越低大气红外辐射越弱，因此南极地区的极寒天气能够较好

地抑制天空红外背景噪声。

李正阳介绍，长期以来，我国在红外天文望远镜领域相对薄

弱，此次投入运行的近红外望远镜波长在1.1—1.4微米，是最接近

可见光的波段。

根据科研计划，无人值守期间，近红外天文望远镜将锁定几个

特定区域进行持续观测，并及时跟踪观测宇宙中的爆发天体。

今年1月9日，我国成功将爱因斯坦探针卫星送入太空。该卫

星主要科学目标涉及黑洞、引力波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重要预言，

因此取名为“爱因斯坦探针”。

姜鹏告诉笔者，宇宙中的爆发现象是目前国际天文研究的前

沿热点，爱因斯坦探针卫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在X射线波

段探测宇宙中的爆发现象。“我们将发挥红外波段和南极区域优

势，与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合作观测宇宙中的爆发现象。”姜鹏说。

（张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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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
2月2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

了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23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和

医学、人工智能、量子、天文、化学能源等科学

领域。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分别为：人

工智能大模型为精准天气预报带来新突破、揭

示人类基因组暗物质驱动衰老的机制、发现大

脑“有形”生物钟的存在及其节律调控机制、农

作物耐盐碱机制解析及应用、新方法实现单碱

基到超大片段DNA精准操纵、揭示人类细胞

DNA复制起始新机制、“拉索”发现史上最亮伽

马暴的极窄喷流和十万亿电子伏特光子、玻色

编码纠错延长量子比特寿命、揭示光感受调节

血糖代谢机制、发现锂硫电池界面电荷存储聚

集反应新机制。

本次活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高技术研究发

展中心（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和科学传播与成

果转化中心承办，《中国基础科学》《科技导

报》《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科学基金》《科

学通报》协办。《中国基础科学》等推荐了

2022年 12月 1日至 2023年 11月 30日期间

正式发表的 600 多项科学研究成果，由近

100位相关学科领域专家从中遴选出 30项

成果，在此基础上邀请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2100多位基础研

究领域高水平专家对30项成果进行投票，评

选出10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经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审议，最终确定了

入选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成果

名单。

据了解，“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活动自

2005年启动已成功举办19届。该活动旨在宣

传我国基础研究重大进展，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热情，开展科学普

及，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

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

实根基。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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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2月29

日发布“2022年度技术水平评估结果”

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

术、网络安全、尖端机器人制造等多个

重点科技领域超过韩国。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在当天

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第57

次运营委员会会议上公布了上述结

果。该评估每两年实施一次，此次对

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共12个

科技领域136项关键技术的相关论文

和专利进行了分析，并调查了1306名

专家的意见。

从12个领域来看，韩国在半导体、

动力电池和氢能领域较中国有微弱领

先优势，而在其他9个领域均落后于中

国，尤其在航空宇宙、海洋和量子领域

与中国相比差距明显。此次评估结果

将分发给各部门和研究机关，作为科

技政策制定、研发事业企划等基础资

料。韩国政府计划继续以每两年为周

期，持续监测全球各关键领域技术发

展水平。

此次运营委员会会议还共同审

议并表决了韩国2024年度国防科学

技术革新实施计划案。为审议国防

领域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主要政

策和制度，韩国政府拟推进设立以国

防部次官为委员长的国防人工智能

委员会。为培养尖端武器体系及国

防战略技术开发相关优秀研究人员，

委员会计划推进国防科学研究所和

大学间的合同学科运营，并加快人工

智能、机器人、能源等尖端科学技术

开发研究设施的建设。

（薛严）

中国在多个重点科技领域超越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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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淮北市相山经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工人在一家电子信息制造企业生产车间工作。近年

来，淮北市相山区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通过“筑巢引凤”和“双招双引”，积极承接长三

角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万善朝 摄

中国科大在催化剂稳定性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近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和该校化学物理系曾杰教授研究团

队研究发现，钴氧化物负载的铱单原

子催化剂在酸性电化学析氧反应中

的稳定性与近邻铱单原子之间的距

离密切相关。

设计高稳定性的催化剂对进一步

推动催化科学的发展十分关键。钴基

尖晶石氧化物具有较高的电化学析氧

活性，被认为是一类非常有发展前景

的非贵金属电化学析氧催化剂。然

而，在质子交换膜电解水的酸性条件

下，钴基尖晶石氧化物中的钴原子容

易发生溶解，从而导致尖晶石氧化物

结构崩塌，这严重限制其在质子交换

膜电解水技术中的应用。

为了探究不同距离铱单原子对

Cu0.3Co2.7O4的稳定效应，研究人员

对系列催化剂进行了酸性电化学析氧

稳定性评估。结果表明，随着铱单原

子之间的距离从 1.1 nm 缩短到 0.6

nm，催化剂的稳定性逐渐提高。

研究通过理论模拟和电化学稳定

性评估证明铱单原子对钴基尖晶石氧

化物的稳定效应与近邻铱单原子之间

的距离密切相关，这为酸性电化学析

氧催化剂的理性设计提供了新的思

路。此项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中国科学院稳定支持基础研究

领域青年团队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等项目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