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有时候比小说更奇妙，黑洞最能真
实地体现这一点，它比科幻作家想象的任何
东西都更奇妙。”在著作《十问》中，霍金这
样写道。

面向未来的追寻

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德国
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推导出了爱因斯坦场
方程式的一个精确解，预言了黑洞的存在。
从此，茫茫宇宙中那个遥远神秘天体，成为
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努力追寻的目标。

上百年的求索，一朝圆梦。2019年4月
10日晚，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在万众瞩
目下揭开面纱。这是全球200多位科学家历
时两年多、首次利用一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
虚拟射电望远镜，在近邻巨椭圆星系M87的
中心成功捕获的世界首张黑洞图像。该黑洞
距离地球 5500 万光年，质量为太阳的 65
亿倍。

“事实印证，爱因斯坦是正确的，他的广
义相对论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首次试验验
证。”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
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说。

仰望苍穹，我们从何而来？春秋变换，
万物从何而生？千百年来，我们通过哲学、
宗教和文学，试图触摸世界这扇“玄妙之
门”，以期解疑释惑。直到17世纪近代科学
诞生，人类拥有了全新观看和理解世界的工
具，从此，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清晰与
美丽。

2019年1月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的“新视野”号探测器飞掠小行星“天空”，
这是这颗远在64亿公里外的人类探测器迄今
拜访过的最遥远天体。“新视野”号传回的数
据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奇异世
界，也有望向我们揭示更多与太阳系起源和
演化有关的谜题。

此后不久，我国的“嫦娥四号”探测器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
撞击坑，这是个约39亿年前发生灾难性碰撞
的地点——而这次撞击可能将月球的深层地
质层溅到月球表面，使其成为一个特别有价
值的研究领域。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万众瞩
目。这一天，“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白色箭体
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有20层楼高
的火箭笔直站在那里，直指苍穹。240多项
关键技术突破、900多个日夜的磨砺、10余
万航天人的坚守……历经蛰伏，我国首型运
载能力最大、无毒无污染液体火箭——长征
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成功将实践二十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在科学的大道上奋力前行。2019年，日
本一个研究小组历时12年，成功从深海沉积
物中培育出一种神秘微生物MK-D1，其最
新研究向揭示包括人类在内的终极祖先迈出
了重要一步，我们有望在这一古菌的引领下
继续探寻生命的起源。

而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
管理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为首颗被“验明正
身”的星际彗星“2I／鲍里索夫”拍摄了照
片，这是迄今望远镜为这颗神秘星际天体拍
摄的最清晰照片……

从浩渺宇宙到微小生物，从遥远太空到
深海汪洋，伴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我们
的“触角”越伸越长。随之而来的，那些关
于世界、关于生命的终极奥秘，也正一点点
向我们揭开。

惠及当下的突破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话，“科学
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
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

人类生活”。科学探索也好，科学研究也罢，
其意义大抵如此。

2019年3月，《自然》杂志的一篇报道
引发全球关注：一名感染HIV的“伦敦病
人”经过干细胞移植，病情得到缓解，停止
服用抗HIV药物18个月后，其体内仍然检测
不到HIV。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他是否被治
愈，但“伦敦病人”身上的奇迹让科学家们
看到了曙光：艾滋病被治愈的理论依据是存
在的，未来或许可以利用基因技术或抗体技
术治愈艾滋病。

同年10月，基因药物迎来一座里程碑：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对大
多数囊性纤维化（CF）病例有效的疗法，用
于治疗年龄12岁以上CF患者。对于那些发
生突变的病患（约占所有CF患者的90％），
它可将CF从进行性疾病转变为更易控制的慢
性疾病。

事实上，像这样重大的科研突破每天都
在上演。在我国，在那些或许没有被察觉的
角落，改变也正悄然发生。

2019年11月初，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一个重磅消息的宣布让耿美玉瞬间
成了公众人物。有种疾病，能够慢慢“擦
除”记忆，是世界公认的“最没有尊严的疾
病”，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病。22年磨一剑，
研究员耿美玉带领团队从海藻提取物中，找
到了一种有效成分，后在中国海洋大学等单
位的接续努力下，成功研发出一种治疗阿尔
茨海默病的新药，取名“971”，打破该领域
17年无新药上市的纪录。

一个月后，《自然》发布2019年度影响
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来自中国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的邓宏魁名列
其中。当年9月，邓宏魁等人合作成立的研
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报道了首例利用第三代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在造血干细胞
和祖细胞中编辑CCR5基因，并成功移植到
一名同时患有HIV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男
性患者体内的案例。

研究结果显示，基因编辑后的造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使患者的急性淋巴白血病得到完
全缓解，携带CCR5突变的供体细胞能够在
受体体内存活，并且已达19个月，初步探索
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安全性。这标志着世界
首例通过基因编辑干细胞移植改善艾滋病和
白血病患者的案例由中国科学家完成了。

这一年，继“中中”“华华”后，又一波
克隆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不同的是，它
们是5只BMAL1基因被敲除的克隆猴。它
们的诞生意味着以体细胞克隆猴为实验动物
模型的时代就此开启。“这一成果意味着中国
正式开启了批量、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
型的新时代，对加快新药研发等有重要意
义。”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
明说。

同样是在这一年，工信部正式发布5G商
用牌照，中国成为继韩国、美国、瑞士、英
国之后，第五个正式实现5G商用的国家。截
至2019年11月，中国5G套餐签约用户数达
87万，开通5G基站11.3万个。

正如生长在南美安第斯海拔4000米的普
雅花，百年寂寞的成长，两个月绚烂绽放。
回望来路，我们坎坷前行，但不懈坚持。而
那些注定改变未来的变化，不知何时起已悄
悄发生，无声无息造福着人类。

求索未知的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短缺、网络
信息安全、传染性疾病和贫困……当时
代的列车呼啸而来，人类社会发生翻
天覆地的大变化，也迎来前所未有
的大挑战。

幸运的是，千百年来，人
类一直沿着追寻真理之路，怀
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初
心，负重前行。

1976 年 ，
刚果民主共和国
雨林中突然出现了
一种新病毒：埃博拉
病毒。自此，它成为致命
且无法治愈感染的代名词。
40多年后，人类终于拥有了
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有力武器。
2019年，科学家们确定了两种药
物，可大大降低该病的死亡率。一种
是从1996年埃博拉疫情幸存者体内分离
出来的抗体；另一种是在具有人源化免疫
系统小白鼠体内产生的3种抗体混合物。

而这仅是个剪影。乘着创新的巨轮劈波
斩浪，这一年，谷歌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发明
了一种量子计算机，这台量子计算机用200
秒就能解决当今最先进经典计算机需要花费
1万年才能解决的问题。量子计算的这一成
就可以用来提高人工智能或帮助开发新药。

这一年，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家内纳德·
塞斯坦发表论文称，利用全新的体外灌注系
统——BrainEx，他和同事成功让死猪的大
脑恢复了部分细胞功能。尽管这项研究没有
检测到意识、感知等高阶大脑活动，但它说
明在适当的情况下，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脑组
织可以在死后维持更长时间并恢复部分功
能，这也为严重的大脑创伤治疗提供了新
思路。

这一年，在一篇发表于《科学·进展》
的论文中，英国物理学家保罗·安托万·莫
罗展示了他和同事拍摄到的史上第一张量子
纠缠照片，人类终于亲眼看见这种“幽灵般
的超距作用”。这项研究以直接的证据证明了
量子纠缠是存在的，并且可能推动量子计算
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催生新型成像技术和
设备。

这一年，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王克剑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
术建立了水稻无融合生殖体系，成功克隆出
杂交稻种子，首次实现杂交稻性状稳定遗传
到下一代。

这一年，针对近年来青蒿素在全球部分
地区出现的“抗药性”难题，屠呦呦和团队
经过多年攻坚，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
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
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
适应症”“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
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
科学无止境，探索永不停。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不同学
科交叉碰撞，给世界带来无
数可能，科技正成为重塑
世界格局、创造人类未
来 的 主 导 力 量 。
2020，新年的帷幕
已拉开，科学家们
会给我们带来什
么样的惊喜？
我们不禁满
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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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腊梅凌寒绽放清香，2019仿佛还在昨天，2020已翩然

而至。回眸2019年，人类首次一窥黑洞“真容”、中国“嫦娥四

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谷歌宣布实现“量子霸权”、中

国成功发射“长征五号”……不畏艰难险阻，勇攀科学高峰，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也拥有了改变世界的

强大力量。

我国天文学家发我国天文学家发
现迄今最大恒星级黑现迄今最大恒星级黑
洞的艺术想象图洞的艺术想象图。。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