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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发布
■ 操秀英

工程造福人类，科技开创未来。过去几年，哪些
重大工程科学和技术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近日，
由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评选的“2021全球
十大工程成就”发布。

“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是近五年在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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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

AlphaGo 和 AlphaFo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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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将摩尔定律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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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对类地行星的探测，迈向行星的“内心世界”。

抗击新冠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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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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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沈静 通讯员 王丹）“桥梁是什
么？什么样的桥梁最具美感？”近日，一场探讨桥梁美
学的论坛在2021桥隧发展科技创新大会暨桥隧创新
成果展上上演，众多桥梁行业专家共聚重庆，为促进桥
隧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高质量的桥隧产业链、提升我国
桥隧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及技术竞争力、助力交通强
国建设贡献智慧。

据悉，由两江新区企业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同棪国际）参与主办的“桥梁工程
美学论坛”邀请了重庆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重庆
交通大学、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上海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院、林同棪国际中国公司的设计师、工程
师参与活动，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关于技术创新、行
业发展、产业融合等关乎全产业链范畴的知识盛宴。

“比如我们设计的重庆两江桥，外表非常纤细，给
人亭亭玉立的感觉，我们认为简洁、大气、轻盈的桥梁
更能经得起考验。”据林同棪国际中国公司桥梁事业部
总经理助理孟杰透露，林同棪国际正在国内率先探索
使用超高强度混凝土这一新材料进行桥体建设，该材
料的使用，将使桥体更为轻薄纤细，可减少用量，不仅
美观而且环保，将为双碳目标的实现作出积极贡献。

本次创新大会由《桥梁》杂志社、重庆交通大学、广
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大会期间，还举
办了2021桥隧产业技术及产品科技创新成果发布会
暨第六届桥隧技术及产品创新大赛，2020—2021交通
运输部重大科技成果库入库成果及专著发布。

橡胶是一种有机聚合物材料，由许多有机物
“手拉手”聚合而成，它们分为天然橡胶和人工合成
橡胶。天然橡胶，即自然环境中天然存在的，可以
从一些植物（如橡胶树）树汁中取得制作而成，但天
然橡胶树产自低纬度地区的南美洲和东南亚地区，
而且橡胶树种植条件苛刻，所以其产量较少，不能
满足工业需求，科学家便考虑人工合成这种材料，
即人工合成橡胶，其关键是要了解橡胶的组成成
分，然后根据实际的使用需求添加其他物质。这种
拥有特定功能的人造合成橡胶就被称为特种橡
胶。特种橡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那
么它有哪些特种功能呢？

根据自己的口味改良过的菜品会变得更好吃，
特种橡胶也是在传统橡胶的基础上得到了改良，它

极大克服了普通橡胶的功能极限，各方面性能都优
于天然橡胶等传统橡胶，比如具有耐高温、耐老化的
能力。一般的橡胶老化后使用寿命就很短暂了，弹
性慢慢消失，最后变脆就失去了功能。而特种橡胶
最高能耐300℃温度，可以在高温高压下使用很长
一段时间，还有耐油、耐臭氧、耐低温、耐化学腐蚀、
耐辐射等特殊性能，有的甚至可以在外太空等特殊
环境下使用。如此神通广大的特种橡胶具有广泛
的发展前途，它被用于国防、尖端科技、交通、汽车、
航空、电子电气、绝缘、建材、医疗卫生等各类工业和
生活场景。当然，特种橡胶也有拉伸效果较差、抗撕
裂强度差、机械性能差、生产成本高等缺点，需要科
学家们进一步改进。未来，解决了这些问题的优质
特种橡胶，也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福利。

近日，一辆白色CN115从上汽通用五菱重庆
分公司的产线上缓缓驶出，成为该企业落户两江新
区以来的第200万辆整车。未来，两江新区将瞄准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支持企业抓好技术改

造、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研发和投放更多高端车
型和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助推重庆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

通讯员 谢力 摄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
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超瞬态、生物育种、特种橡胶、基因组
测序等科技热词、新词源源不断涌现。这些科技热词、新词是什么？即日起，本版特开“科技
热词、新词知多少”栏目，用准确、简洁、生动的语言解读这些科技热词、新词，为大众析事明
理、解疑释惑，进而提高科学素质，厚植科技创新的土壤，推动创新创造活力奔涌、波澜壮阔。

特种橡胶

2021桥隧发展科技创新大会
在重庆举办

宇航员在太空“出差”时可能会面临眼部问题——
航天神经眼综合征（SANS），这种疾病的特点是眼球渐
进性扁平，出现视神经肿胀和视力障碍。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一种高科
技睡袋可将这些液体吸到下半身，以此减轻大脑的压
力，或能为宇航员面临的视力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会让志愿者睡觉时下半身进
入一个类似睡袋的真空设备里。这款睡袋有一个坚固
的框架，形状就像一个太空舱，可以盖住腰以下部位，
可将志愿者仰卧时自然流入头部的体液“拉”回下半
身。研究发现，仅仅躺3天，体液就能产生足够的压
力，轻微改变眼球的形状，但当使用新睡袋时，这种变
化不会发生。

高科技睡袋能有效解决
宇航员视力问题

■ 张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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