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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学的地平线上燃起了新的
曙光。从活体中的电极，到引力波的“歌
声”；从单原子水平的探索，到广袤太空里
中国人自己的实验室；从人类对自身细胞
级的了解，到人工智能真正走入我们的生
活……2024年即将开启，前行不辍的科学
家们，向着科技新纪元一步步迈进。

近日，由科技日报社主办、部分两院
院士和媒体人士共同评选出的 2023 年国
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入选的 2023 年国际十大科技新闻分
别是：

一、活体组织中“长出”电极

生物体和技术之间的物理界限正在
变得模糊。

瑞典研究人员通过注入以酶作为“组
装分子”的凝胶，再利用人体分子作为触
发器，首次成功地在活体组织中培育出电
极。今年2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项
成果，为在生物体中形成完全集成的电子
电路铺平了道路。

二、雄性小鼠产生功能性卵细胞

这是一项能启发或推动未来生育力
的研究。

《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报告了一项
干细胞研究重磅成果：将雄性小鼠干细胞
转化为雌性细胞并产生功能性卵细胞。
这些卵细胞在受精后得到的胚胎中，约有
1%能产生健康的后代。

三、双缝实验在时间维度重建

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在19世纪对光
波干涉的观察是物理学史上最具标志性
的实验之一，对量子物理学产生了深远影
响。现在，它有了新进展。

2023 年 4 月，英国科学家借助一种能
在飞秒（千万亿分之一秒）内改变特性的

“超材料”，在时间而非空间维度重现了著
名的双缝实验。最新实验揭示了更多光的
基本性质，也为创造出能在空间和时间尺
度上精细控制光的终极材料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团队公布引力波背景
辐射划时代发现

如果将引力波背景比喻成古老而神
秘的歌声，那么“合唱团”每天都在以不同
的频率演出。现在，通过对脉冲星的监
测，科学家终于听到了歌声，换句话说，拿
到了引力波背景的第一个证据。

经过 15 年的数据收集，2023 年 6 月，
科学家们第一次“聆听”到了在宇宙中荡
漾着的引力波永恒合唱，声音比预期要大
得多。这是针对引力波背景的划时代重
大发现。

五、单原子X射线信号首次探到

让材料检测方式发生历史性突破，并
不是仅仅依靠设备升级就可以，科学家们
需要从原子水平进行革新。

2023 年 6 月，来自美国俄亥俄大学、
阿贡国家实验室、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
校等的科学家，首次拍摄到了单原子X射
线信号，这一突破性的成就有望彻底改变
人们检测材料的方法。

六、人类Y染色体组装与分析完成

这是第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类 Y 染色

体序列，也是最后一个被完全测序的人类
染色体。

《自然》杂志2023年8月发表的两篇论
文公布了人类Y染色体的组装和分析。这
项全球 100 多名科学家参与的研究，填补
了当前Y染色体参考的诸多空白，带来了
对不同人群演化和变异的见解。

七、神经网络设计出全新蛋白质

蛋白质一直难以建模，尤其是人们想
要“反向操作”——将所需的功能转化为
蛋白质结构，更是一个高难度挑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宣布将注意
力神经网络与图神经网络相结合，以更好
地理解和设计蛋白质。该方法将几何深
度学习与语言模型的两种优势结合起来，
不仅可预测现有蛋白质特性，还可设想自
然界尚未设计出的新蛋白质。此次新模
型通过对基本原理建模，将大自然发明的
一切作为基础，重新组合了这些自然构建
块。团队在训练模型时，根据不同蛋白质
的功能来预测它们的序列、溶解度和氨基
酸组成部分。然后，在收到新蛋白质功能
的初始参数后，模型发挥出创造力并生成
了全新的结构。

八、中国国家太空实验室正式运行

2023 年是中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成
功 20 周年。2023 年 8 月 18 日，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传来喜讯：中国国家太
空实验室正式运行，空间应用正有序展
开、成果频现。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说，当
前空间站科学实验设施基本完成在轨测
试，在轨运行稳定可靠，具备了大规模开
展空间科学研究的能力。截至目前，空间
站已开展了60余个实验项目、上万次在轨
实验，获得了近60TB原始实验数据，下行
了300余个科学实验样品。

九、迄今最全人脑细胞图谱发布

生物医学发展至今，我们要凭借什么
才能对人类这一物种身份有新的认识？
答案之一就是脑科学。

2023 年 10 月份同时刊发在美国《科
学》《科学进展》和《科学·转化医学》杂志
上的21篇论文，公布并阐释了迄今最全的
人类大脑细胞图谱。多国科学家参与的
这一系列研究，揭示了3000多种脑细胞类
型的特征，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大脑的
独特之处并推进脑部疾病和认知能力等
研究。

十、大型语言模型不断迭代升级

2023 年，GPT-4 的表现被认为“可与
人类相媲美”。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发
布约 4 个月后，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宣
布正式发布为 ChatGPT 提供支持的更强
大的下一代技术 GPT-4，其拥有图像识
别功能、高级推理技能，以及处理 25000
个单词的能力，在某些测试中的表现不
输于人类。

@科技日报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陈雅
文/图）近日,2023 年中国流动科技馆福
建省宁德市巡展活动走进霞浦县第六小
学等。该活动由市科技馆和霞浦县科
协、教育局承办，为该县学生们带来了一
场精彩的科技盛宴。

“哇,好神奇啊!”“我太喜欢这个了!”

学生们一进巡展展厅,立刻被这里的高科
技展品吸引。本次流动科技馆巡展设备
共有电磁加速器、声波柱、管中窥豹、飞鸟
入笼等42件展品，涵盖了声、光、电、热、磁
等方面的科学知识,集科学性、娱乐性、探
索性于一体，让学生们在快乐体验中学习
科学知识、参与科学实践、体验科学魅力。

据悉，此次巡展活动旨在进一步推
进科普资源向乡镇倾斜，接下来，霞浦县
科协将坚持“科技启迪智慧”的理念，以
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为契机，助力科学
课程教学和科技活动教育工作发展，点
燃青少年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为
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作出科协贡献。

本报讯（记
者 陈莉莉）为
庆祝 2024 年“中
国人民警察节”，
近日，由市科协、
市公安局主办的

“拥抱科技，‘警’
彩‘童’行”——
科技主题亲子活
动在市科技馆举
行，来自市公安
局局属各单位的
70 组民警家庭
参加活动。

“哇，海底世
界太美了。”“还
能体验飞行，太
酷了！”……活动
中，在市科技馆
科技辅导员讲解
和带领下，小朋
友和家长们来到
科技馆 3 楼，依
次 参 观 宇 宙 探
秘、地球家园、前
沿科技、科学探
索、科学启蒙、生
命健康等展区，
体验 AR 体验展
品和体感互动游
戏，近距离感受
科技的魅力。参
观完展区后，科

技辅导员还带来了精彩的科学实
验表演“你听见了吗”，带领小朋
友们一同探索声音传播的秘密。
此外，活动还开设了预防电信诈
骗普法小课堂，市公安局工作人
员通过讲解 PPT，为小朋友们详
细介绍了电信诈骗的种类和手段
及其防范措施和方法，进一步增
强小朋友对电信诈骗的识别和应
对能力。

本报讯（记者 郭晓红 通讯员 吴鉴）近日，由省
教育厅主办的福建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节获奖成绩
公布，宁德师范学院荣获优秀组织奖，并获一等奖2
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其中，高校美育改革创
新优秀案例一等奖2项，舞蹈二等奖1项，书法、篆刻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艺术实践工作坊三等奖 1
项。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1 项一等奖，作品
获推荐入选全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节展示。

据悉，福建省大学生艺术节是福建省大学生最
高级别艺术赛事，也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的大学生艺术盛会。本次艺术节以“厚植家
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为主题，涵盖艺术表演类、艺
术作品类、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高校美育改革创
新优秀案例四大类，共有 88 所高校、877 件作品参
赛。经过前期精心筹备，举办校级集中评选，宁德师
范学院遴选优秀作品推荐参赛，活动形式多样，成效
显著。

本报讯（记者 郭晓红）近日，全国机器人和智
能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召开。会上，
首批成员单位名单公布，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加入该
共同体并任首届常务理事单位。

据悉，全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由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牵头，联合行业组织、
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共同组建，首批成员单
位142家，其中国家“双高计划”高职院校23家，旨在
跨区域汇聚产教资源，有效促进产教布局高度匹配、
服务高效对接、支撑全行业发展。

据介绍，产教融合共同体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
要抓手，也是实施教育部十一项重点任务和省政府
职教十条措施的重要举措和推进人才链与产业链有
机衔接的创新举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将以加入全
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契机，
强化与院校、行业、企业的交流，共建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持续完善产教供需对接机制，不断创新政、校、
行、企、研、创协同育人模式，进一步发挥区域先进制
造业区位优势，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近日，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医学科学家进行的一
项研究发现，吸烟可能导致脑萎缩，而戒烟能防止脑
萎缩进一步加重，但并不能使大脑恢复到原来的大
小。这项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何吸烟者的认知能力会
下降，以及他们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升高。
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生物精神病学·全球开
放科学》杂志上。

“吸烟有害健康”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很
多人的认知中，与吸烟有关的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
肺部和心脏疾病，如肺癌、心肌梗死等。殊不知，吸
烟可以增加几乎所有慢性疾病的风险，包括神经系
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肺部疾病、消化道疾病，以及
各种恶性肿瘤。

“我们一直以来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吸烟
危害大脑。”研究者贝鲁特博士强调。其实，科学家
早就知道吸烟和脑萎缩有关，但一直难以确定到底
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英国生
物样本库的32094人的数据，包括吸烟史、脑成像和
遗传因素，发现脑容量改变和基因以及吸烟有关。
吸烟和脑容量之间的关联取决于剂量，即一个人每
天吸烟越多，他的脑容量就越小。

事实是，随着年龄增长，脑萎缩是必然发生的，
然而吸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这一结果不可逆
转。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多年前已戒烟者的数据发
现，吸烟者的大脑永远比从未吸烟的人小，这导致他
们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更高或更早失智。

在临床工作中，我也遇到过很多有吸烟史的脑
卒中患者，他们发生脑卒中后，会面临长期卧床，其
肺炎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未吸烟者。很多
患者虽然侥幸逃脱了致死性的脑血管病，但等待他
们的还有严重的肺部感染等并发症。

那么吸烟为何会引起脑萎缩呢？此前的研究表
明，烟雾中含有 7000 多种化学物质，其中甲醛会损
害脑细胞的脂质膜，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和脑功能
障碍。而且吸烟还会直接破坏血管内皮细胞，本身
就是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这意味着吸烟对于大
脑的损伤是多重叠加的，堪称“暴击伤害”。

除此以外，吸烟还会明显增加患口腔癌、咽喉
癌、食道癌、肺癌等各种恶性肿瘤的风险，以及增加
患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慢性阻塞性肺病等风
险。可以说，烟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杀手”。

@科普时报

近日，在福安市科普报告进校园福
安职业技术学校专场现场，福安市第一
中学高级教师吕少永围绕《跳出框架：创
新选题引领新思维》主题，结合具体创新
案例作品，为学生带来一场精彩的专题
辅导讲座。

“生活处处可创新。我从吕老师的
讲座中，学到了要善于在使用物品过程
中发现不足和问题，并综合应用‘缺点’
改进等方法，不断分析改进方案的科学
性、可行性，进一步优化物品使用功能。”
讲座后，学生们感慨地说。

任教多年来，吕少永在完成物理教
学任务之外，认真履行科技总辅导员
工作职责，带领学生在“玩中学、学中
做、做中创”，用辛勤的耕耘，汇聚科技
创新之光，点亮了孩子们的“科学家”

梦想。
与科技结缘 2010 年，吕少永接任

福安一中科技辅导员，并获得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观摩的机会。这次观
摩让他触动很深，不再满足于日常物
理教学，开始尝试带领学生一起发明
创造。

2011 年，在吕少永指导下，学生杨
思源创作的《医院挂号系统》作品，获得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首次
指导学生参赛就取得了好成绩，让他备
受鼓舞。

让吕少永印象最深的是，2016 年，
指导学生张嘉程创作的项目《赛江流域
沙蚕对水稻田环境指示性的实验与研
究》不仅获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
等奖，还荣获第 16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

奖励活动全国二等奖，学生也因此得到
与院士专家近距离沟通交流的机会，并
通过自主招生获得重点大学降分录取
资格。

身教大于言传，吕少永自身也活跃
在各大赛场。2017年，《如何开展创新教
育》创新方案作品获得全国优秀方案；
2019 年，《安培力测定演示仪器的改进》
科教作品获得省二等奖、全国二等奖；
2021 年，《自感现象演示仪器的改进设
计》科教作品获得省二等奖……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据统计，吕
少永指导学生参加各级青少年创新大
赛、青少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等赛事，获得
市、省和全国级奖项近百项，个人作品
获得市、省和全国级奖项 20 多项，并先

后获得福建省十佳科技辅导员、福安市
“优秀青年人才”及各赛事“优秀指导教
师”等荣誉。

“科技创新教育已成为我国素质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流。”吕少永希望，依
托“吕少永科普工作室”“吕少永创客工
作室”，搭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以及名师
自我提升的交流平台，吸引更多教师参
与到科技创新教育中来，以赛促学、以学
促用，培养更多面向未来的青少年创新
型人才，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 本报记者 陈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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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展活动走进霞浦市

科

协

开

展
﹃
拥

抱

科

技

﹁
警
﹂
彩
﹁
童
﹂
行
﹄
科
技
主
题
亲
子
活
动

吕少永：以科技之光点亮学生创新梦想

科 技 人 物 风 采

宁德师院在省第七届
大学生艺术节喜获佳绩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加入全国机器人
和智能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吸 烟 不 仅 伤 肺
还可能导致脑萎缩

一周一科普

2023年国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学生们在参观展览学生们在参观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