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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
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
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

回顾2024年全球科学研究的轨迹，
向“四极”前沿发展的态势尤为清晰。仰
观宇宙之大，太空探索掀起新高潮；俯察
细微之妙，基因编辑技术开辟攻克顽疾
新篇章；纵横天地之阔，深地深海留下人
类探索印记；跨学科融合之广，人工智能
多点开花推动创新浪潮。

向极宏观拓展：

追星逐月问苍穹

“韦布空间望远镜探索宇宙黎明”入
选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突破。借助
韦布空间望远镜，科学家今年宣布观测
到迄今最古老黑洞、螺旋星系结构、宇宙
早期星系的诞生……作为哈勃空间望远
镜的“继任者”，它正帮助人类持续扩展
对宏观宇宙的探测。

被誉为“宇宙观测的神奇之眼”的射
电望远镜也在助力人类太空探索。4月，
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
镜项目首批低频天线在澳大利亚安装，
将有助于回答宇宙演化等科学问题。“中
国天眼”FAST已发现超过1000颗脉冲
星，对理解脉冲星的形成和恒星演化具
有重要意义。

人类月球探测也摘得硕果。5 月启
程、6月归来的中国嫦娥六号完成人类历
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的壮举。相

关研究填补了人类多项认知空白，如发
现月球背面约 28 亿年前仍存在岩浆活
动、获得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等。

火箭是人类走向太空的“桥梁”，相关
技术在2024年取得多项突破。美国“星舰”
首次验证了“筷子夹火箭”的回收技术，有
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日本新一代主力运
载火箭H3火箭、欧洲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
阿丽亚娜6型火箭也都试射成功。

寻找外星生命是人类经久不衰的太
空梦。木卫二被认为是太阳系内在地球
之外寻找生命的“最佳地点”，10月美国
航天局“欧罗巴快帆船”号探测器发射升
空，将研究木卫二的冰面下海洋中是否
存在生命。

向极微观深入：

钻坚研微探未知

在微观方向，能改变细胞深处遗传
物质的基因编辑，还有更深层次的粒子
物理，都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

通过使用基于 CRISPR－Cas 系统
的“基因剪刀”，科学家现在能够编辑人
类基因并以此治疗疾病。当选英国《自
然》杂志2024年年度十大人物的中国风
湿病专家徐沪济，尝试用经“基因剪刀”
改造后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
T）疗法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科学》杂
志也将CAR－T细胞疗法列入今年十大
突破，认为其开启了自身免疫性疾病治
疗的新篇章。

针对艾滋病这一医学难题，荷兰研

究人员3月发现，利用“基因剪刀”能清除
受感染细胞内艾滋病病毒，为治愈艾滋
病带来希望。

再向微观深入，人类还在探索深层
的物质结构和物理规律。8月，中国科研
人员主导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首次观测
到一种新的反物质超核——反超氢－4。
这是迄今实验发现的最重的反物质超
核，有助于探索正反物质对称性。

12 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官网称该
机构科学家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探测到
了反超氦－4的首个证据，为进一步揭示
反物质的奥秘提供了新线索。

向极端条件迈进：

寻根溯源访极限

黑暗、高压、冰冷的深海是一个充满
未知与风险的世界。8 月起航的中国
2024 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中，“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搭载10余名中外科学家
探索深海，有力推动了深海生物多样性
和环境保护研究。

深地通常是指地壳深部及以下的区
域，包括从地壳深部延伸到地幔上部的
范围。一个国际研究团队8月在《科学》杂
志上报告说，他们在大西洋海底钻取到
了迄今最深的地幔岩芯，这一长达1268
米的地幔岩芯将有助于更多了解陆地岩
浆活动、地壳形成等。

除了探索自然界极端环境，人类也
在通过实验模拟一些极端条件。模拟太
阳核聚变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

划（ITER）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11月，最新一
批由中国公司承制的 ITER 部件包层屏
蔽模块首批产品运往法国，标志着中国
在聚变堆建造所需的关键技术方面取得
了重要进展。

向极综合交叉发力：

人工智能潜力大

近来，人工智能成为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典型代表。在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和化学奖中，都有人工智能专家获奖，
成为“跨界”大赢家。在生命科学方面，人
工智能可帮助预测阿尔茨海默病、助力
孤独症早期筛查、辅助开发原创新药。

人工智能以及柔性材料、生物传感
器等技术的发展，推动脑机接口技术走
向实用化。8月，美国脑机接口公司“神经
连接”表示，已完成该公司第二例脑机接
口设备人体移植，接受移植者在术后用
意念控制光标、玩电子游戏等能力增强。

“具身智能”则可以将人工智能赋予
机器人。在北京举行的2024年世界机器
人大会上，多种可适应不同环境和需求
的机器人亮相。特斯拉公司今年展示了
最新版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它具有在
工厂中行走、分拣电池等能力。

当前，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
集活跃期，全球科研向“四极”前沿突破
人类认知边界，有望助力未来提升生产
力，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全球科研向“四极”前沿发展

▶12月23日，游客在赛
里木湖边自拍留影。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是新
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
山湖泊。冬至后，湖区气温
可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
湖面结冰，形成独特的“冰
馕”景观。湖冰与远山积雪
相映，景色壮美，吸引着游客
前来欣赏。

新华社记者 陈朔 摄

冬日
赛里木湖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网络视听司日前针对微短
剧片名哗众取宠、低俗庸俗
顽疾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不
得使用恶俗、恶趣味等违背
公序良俗的片名，不渲染极
端对立、复仇、暴戾、焦虑。
这一举措直击行业痛点，再
次传递出坚决整治低俗流
量的鲜明信号。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坚决整治

●西北电网年度新能源外
送电量首次突破千亿千瓦时

2024年西北电网新能源外送电量
达到1005亿千瓦时，年度新能源外送电
量首次突破千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拜登签署近9000亿美元
国防授权法案

美国总统拜登23日签署2025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国军费支出提升至
约8950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1％。

●以军说成功拦截一枚也
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以色列国防军24日发表声明说，
当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向以中部城市
特拉维夫发射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日本数十个内部供水系
统有机氟化合物超标

日本环境省和国土交通省24日公
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有44个
内部自来水供应系统有机氟化合物含
量超过日本针对自来水的相关标准。

国 内 国 际 简 讯

本栏均据新华社

●新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新能源
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
条件（2024年本）》，进一步加强新能源
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