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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浙江十大科技事件”评选已进入收官阶段，我
们将在网络点赞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评审团意见，于近期发布
评选结果。现在，让我们先一同回顾进入“决赛圈”的二十个
事件都有哪些——

1.首届浙江省青年科技英才奖颁出
85%以上获奖者为 80 后，来自西湖实验室的 90 后研究员

吴建平为最年轻获奖者。
2.浙江启动首批6家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3.“之江院士讲坛”奉献精彩科普盛宴
该讲坛于2021年9月发起。在2022年总共举办的6期活

动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晔光，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原
校长吴朝晖，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
建宇，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陈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分别做主题报告。

4.温度调控“水稻癌症”发病的机制揭晓
稻瘟病是水稻最严重的病害之一，有“水稻癌症”之称。

全球气温升高是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可能
改变病害的流行区域、发生时间并导致新致病菌株和病原菌
的流行。研究温度调控植物免疫反应的机理，对未来防控各
种植物病害的发生尤为重要。

5.之江实验室“快速射电暴”起源研究成果登上《科学》
6.“千博助千企”数智平台助企纾困
平台自 2022 年 4 月上线以来，截至 2022 年 12 月 11 日，已

入驻企业 2380 家、博士 3719 位，建立博士创新站 1140 家，达
成合作意向1242项。

7.中国主导的北极深部观测计划获批联合国
“海洋十年”项目

8.浙江省实验室增至 10 家，“战略拼图”
基本完成

10 家实验室分别为之江实验室、良渚
实验室、西湖实验室、湖畔实验室、甬江

实验室、瓯江实验室、白马湖实验室、
东海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湘湖实

验室。
9.浙大教授胡海岚获颁“世

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这一奖项有“女性诺贝尔科学

奖”之称，每年只颁给全球 5 位女
性。另外 4 位获颁 2022 年度“世界杰

出女科学家奖”的科学家分别是古巴传
染病学家玛利亚·古斯曼、匈牙利裔美籍

生物化学家卡塔琳·考里科、卢旺达公共卫
生专家阿涅丝·比纳瓜霍和西班牙胚胎学家

安赫拉·涅托。
10.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规划未来五年

浙江科技创新蓝图
大会上，2021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纷纷亮相，其中自

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共299项。中国科学院院
士杨卫、施一公获得浙江科技大奖。

11.昆虫谈恋爱能被“外来”基因调控，浙大科学家有神
奇发现

科研人员发现，许多微生物在与昆虫共生时，会悄悄将
其基因传递给昆虫。其中有一种基因对昆虫求偶起到重要
作用——没了它，雄性昆虫将拒绝“恋爱”，执着“单身”。它
们被叫做水平转移基因。该研究对未来重要农业害虫的绿色
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12.超导量子芯片上“搭积木”，拓扑时间晶体被首次
实现

13.浙大发布“太元一号”量子云平台
这是全球首个面向用户的、支持多量子计算机并行调度

的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目前能提供最高 36 比特的算力支
撑，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量是个人计算机的1000倍。

14.首届中国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浙举办
15.省农科院获批农业农村部东南丘陵山地农业装备重

点实验室
16.浙江科学家实现难治复发淋巴瘤治疗突破
科研团队利用 CRISPE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构建出了

全新的非病毒定点整合 CAR-T 细胞，获得了迄今为止全球
CAR-T 细胞治疗难治复发淋巴瘤中，高缓解率和低毒副反
应的最好临床结果。

17.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构建全球首个脑再生时空
图谱

18.国科大杭高院团队助建太空中最准的“钟”
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历经 3 年攻关研制的“空间窄线

宽激光器”和“空间飞秒光梳”随梦天实验舱升空。这两个装
置是中国空间站高精度时频科学实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系统的成功应用，标志着太空中频率稳定度和准确度最高

的时间频率系统诞生。
19.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16届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

士大会在浙举行
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基础科学推动发展中国家循

证决策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来自中国、埃及、
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德国等 20 多个国家的
14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全球近千名学术科研人

员在线收看会议实况。
20.西湖大学闫浈实验室破解叶绿体“守门人”

之谜
（本报记者 何冬健 见习记者 涂佳煜

通讯员 周振军 整理）

“2022年度浙江十大
科技事件”候选名单

扫一扫 看详情扫一扫 看详情

本报与浙江省科协联合全省院士专家共同发起评选“2022年度浙江十大科技事件”——

科创未来，从“新”与“变”中走来
见习记者 涂佳煜

▶ 2022 年 10 月 27 日，“之江
院士讲坛”第六期活动在浙江省
委党校开展。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 西湖大学闫浈实验室成员，左起：金泽宇、刘浩滨、闫浈、万里、张寓琪。 西湖大学供图◀ 西湖大学闫浈实验室成员，左起：金泽宇、刘浩滨、闫浈、万里、张寓琪。 西湖大学供图

▲ 2022年6月23日，在位于法
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胡
海岚（中）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奖”。 新华社发

◀ 2022 年 9 月 2 日，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
究院主导完成的研究成果——全球首个高分辨
率蝾螈脑再生时空图谱，与其他 3 篇研究论文
共同登上《科学》学术期刊封面。

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供图

过去的一年，浙江的科技日历，该由哪些
瞬间去标记？

回望，细数。每一项动人心魄的科学发
现，每一场共襄盛举的科技盛会，每一家拔
地而起的科创平台，每一位步履不停的科
技工作者，都在这本日历上，留下了独一
无二的印记。

日前，本报与浙江省科学技术协
会联合浙江部分院士专家共同发起
评 选“2022 年 度 浙 江 十 大 科 技 事
件”活动。结果将在近日出炉。

站在新年的起点上，让我们盘点其中
部分事件，感受这一年来，浙江科技创新事
业的“新”与“变”。

基础研究
打破认知边界

这一年，浙江基础研究捷报频传。科学
发现带我们遨游神秘之处，远到光年之外的
浩瀚深空，近至微观尺度的量子世界。

3 月，之江实验室科学家在银河系之外
的发现登上《科学》。借助超大口径的中国天
眼“FAST”，他们在类似超新星遗迹的复杂
环境中寻找毫秒即逝的神秘信号“快速射电
暴”，为它的起源研究——一个困扰学界多年
的难题提供了关键的观测证据。

7 月，浙江大学科学家在量子比特上搭
建的“积木”登上《自然》。利用仅指甲盖大小
的超导量子芯片“天目 1 号”，他们首次采用
全数字化量子模拟方式，构建出了自然界中
本不存在的“拓扑时间晶体”，展示出使用中
等尺度量子芯片探索新物质、新现象的巨
大潜力。

从捕捉宇宙的瞬息闪烁到构造全
新的量子物态，这些令人一时“捉摸
不透”的基础研究，打破了我们认
知的边界，于参差百态中展现着
万物的美——以更加开拓的视
角探索新知，解读世界，这便是
科学的魅力所在。

生命，是另一个万花筒般的世
界。这一年，生命科学领域的突破，
让我们对这个由无数细胞、分子构成的

“小宇宙”有了更深的理解。
绿色植物如何识别不同种类的蛋白，

用于叶绿体的光合作用？西湖大学的科学家
首次让把守叶绿体“大门”的超级复合物露出
了真容。温暖的环境为何使水稻更容易患上

“癌症”？中国水稻研究所团队发现了一种植
物激素，它在暖温下抗性降低，导致了作物

“免疫力下降”。
9 月，一只憨态可掬的六角蝾螈出现在

《科学》杂志的封面上。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
究院联合三个国家的研究者，首次绘制出了
这一神奇生物大脑再生的时空图谱，发现它
的大脑再生与发育过程，竟有着惊人的相似
性。

诸多意想不到的启迪在对宇宙、量子、生
命运行机制的探索中呈现。比如，数字化量
子模拟方法，被认为是进一步突破算力极限
以实现更强大的通用量子计算的必经之路。
又比如，蝾螈的基因序列与人类非常相似。
这意味着，研究蝾螈脑再生的启动机制与关
键基因，或能带我们找到人类大脑修复与再
生的钥匙。

梦想、发现、解释、再梦想。更多的可能
性在眼前打开：治愈疾病，应对粮食危机，缓
解气候变化，推动生产力变革⋯⋯当基础科
学筑起知识大厦的地基和底座，人类在共性
的挑战面前便能拿起“武器”。如此一来，实
现科技创新增进人类福祉的目标不再遥远。

正因此，2022 年被联合国设定为“基础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年”。11 月，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第 16 届学术大会暨第 30 届院
士大会在杭州召开，会上发布的《杭州宣言》
发出倡议：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基础科学的重
视与投入，促进知识共享与获取，推动多学科
交叉会聚，培育青年科研力量，携手共建开
放、包容的科学发展共同体。

2022年，浙江的科技力量为这一共同体
添砖加瓦，也为国家与区域的创新发展注入
了源头动能。

英才辈出
勇攀科学高峰

这一年，科学家们在之江大地上书写了
一个个不惧艰险，勇攀高峰的故事。

“科研就像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马拉松，
你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有时候快，有时候
慢；有时候与同伴一起，有时候也要一个人孤
独地坚持。虽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总能
让你充满希望。”谈到科研之路上的坎坷，浙
江大学医学院教授胡海岚如是说。

6 月，胡海岚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领奖台
上，她满怀热忱，呼吁更多人关注大脑疾
病，期许人类能够创造出治愈精神疾病的
方案。台下，她坦言希望聚光灯来得晚一
些。她说，做科研最需要“韧性”，要甘于
寂寞和挫折。这也是她日复一日锤炼的
基本功。

热爱，使得探索的过程充满幸福感与
使命感。韧性，则让失败也能够被珍藏为成

功的试金石。即便前路漫漫，迷雾重重，一位
有韧性的科学家总能心无旁骛，排除万难。

2 月，首届浙江省青年科技英才奖颁给
了20位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机械设计、食
品安全等领域开拓创新的青年科学家。来自
西湖实验室的 90 后研究员吴建平是获奖者
中最年轻的一位。两年多里，他潜心解析一
种名为“精子阳离子通道”蛋白的结构。10
个实验中有 9 个失败，在他看来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

“失败也能传递信息。有它帮我们堵住
一条行不通的路，我们就能够更集中精力去
思考，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吴建平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乐此不疲的尝试，是
因为他深知自己在追求一种特别美好的东
西——生命的真相、科学的真理。

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在这些鲜活的故
事中如热潮涌动。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
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是无数科技工作者在
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财富。

让这股精神充分涌流，要在全社会形成
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
身科学的浓厚氛围。

2022年，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会同省
委宣传部、省委党校联合打造的“之江院士讲
坛”持续开展了六期，传递了世界前沿的科学
进展与科技政策，搭建起院士专家与党政机
关干部、高层次人才交流的桥梁；首批 23 家
省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公布，遍布全省各
地的纪念馆、科技馆、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
等场所，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科学家精神的
生动课堂⋯⋯

让这份财富赓续传承，更要用科学家精
神涵养青年一代，助力他们成长成才。如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在2022年世
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开
幕式上所说：“青年
人是我们的未来。
创造条件帮助青
年科学家成长，
是 我 们 创 建
美好未来的

关键所在。”
100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在这场世界青年

科学家峰会上获评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
奖。这一最初由钱学森、朱光亚等老一辈科
学家提议所设的奖项，仿佛一把以科学家精
神点燃的火炬，又如同一根我国科技事业的
接力棒。现在，它们被坚定地传到了年轻的

“后浪”手中。

创新策源
又添有生力量

这一年，浙江创新策源地建设又添有生
力量。浙江举全省之力布局当下，只为更好
地制胜未来。

白马湖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东海实
验室和湘湖实验室 4 家新增的省级实验室
相继亮相，浙江省级实验室的十块“战略拼
图”就位。

瞄定国际前沿、战略必争，开展基础性、
前瞻性、引领性研究，是实验室作为浙江高能
级科创平台主干力量的使命所在。新增的实
验室各有所长：白马湖实验室锁定绿色能源、
双碳与环保技术；东海实验室聚焦海洋资源
与环境动力系统研究；天目山实验室探索超
声速绿色民机新原理；湘湖实验室重点攻关
现代生物育种、绿色高效农业。

首批 6 家省技术创新中心启动建设，聚
焦浙江最有基础、最具优势和最需突破的关
键技术领域，推动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升。

遍观这些技术创新中心，政府、高校、研
究院所与上下游企业的深度合作是一大鲜明
特色：省高端化学品技术创新中心由浙江大
学衢州研究院、巨化集团共同建设；省现代纺

织 技 术 创
新中心由

柯桥区

政府和浙江理工大
学牵头；省绿色智能汽
车及零部件技术创新中
心由吉利集团牵头，产业链企业共建⋯⋯政、
产、学、研的同频共振充分实现，共建共享的
创新生态正在形成。

8 月，又一重量级的“国字号”盛会——
首届中国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浙江举办，达
成了丰富的共识与成果。“科创中国”绿色低
碳创新联合体成立，将立足绿色低碳发展的
战略需求，建设高端智库与协同创新共同
体。西塞科学谷开园中，“科创中国”创新基
地揭牌，西安交大中子科学实验室、国科绿氢
研究院等 7 个高端科研项目签约落地，为浙
江抢占绿色创新产业制高点增添利器。

零碳未来乡村、碳汇金融支持体系、规模
化光伏产业集群、泛亚运城市级低碳新型电
力系统⋯⋯大会上发布的一项项案例展示
出，浙江已率先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环境友好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并与世界共享着宝贵的
智慧与经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浙江打
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姿态与决心。

未来，浙江还将怎么干？全省科技创新
大会勾画出一幅蓝图：未来五年，全面转入创
新驱动发展模式，构建“315”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体系，增加全社会R&D（研究与开发）经
费支出占 GDP 的 3.4%，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8万家⋯⋯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浙江已然胸怀勃
勃雄心，迈上新的征程。

▶ 数字化量子模拟拓扑时间晶体概念图。 浙江大学供图

◀ 首届浙江省青年科技英才奖颁奖现场。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