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炜芬版面设计杨祝娟

■联系电话：2127907

社会
SHE HUI 42022年12月30日 星期五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

2022年，那些令人瞩目的科学突破

1、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 习近平出席开闭幕
式并宣布开幕

2月 4日至 20日，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举行；3月 4日至 13日，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举行。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闭幕式，并宣布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开幕。

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以 9金 4银 2铜名列
金牌榜第三，创造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在北京冬残
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以 18枚金牌、61枚奖牌，名列金牌
榜和奖牌榜首位，创造参加冬残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在北
京申冬奥过程中，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承诺。1月 12日，相关统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10月，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 3.46亿人，居民参
与率达到 24.56%。

2、纳达尔获得第22个大满贯冠军
6月 5日，西班牙选手纳达尔击败挪威选手鲁德，第 14

次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纳达尔也成为公开赛时
代第一位获得 22个大满贯男单冠军的选手。

3、游泳世锦赛中国队奖牌榜名列第二
6月 18日至 7月 3日，中国队以 18金 2银 8铜名列世界

游泳锦标赛奖牌榜第二位，金牌数与第一名美国队持平，其
中跳水“梦之队”包揽 13个项目金牌。

4、俄勒冈田径世锦赛创造三项新世界纪录
7月 22日，在 2022年俄勒冈世界田径锦标赛中，美国选

手麦克劳林以 50秒 68刷新由自己保持的女子 400米栏世界
纪录并夺冠。7月 24日，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创造了 12秒
12的女子 100米栏新世界纪录；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以 6米
21的成绩，将自己保持的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提高 1厘
米。

5、国际象棋比赛作弊疑云持续发酵
9月 24日，国际棋联主席德沃尔科维奇发表声明，表示

当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时，国际棋联将成立专家组对国际
象棋世界冠军卡尔森质疑美国棋手尼曼在两人比赛期间作
弊事件进行调查。

2022年国际象棋超级巡回赛第五站比赛辛克菲尔德杯
9月初在美国进行，卡尔森在第三轮意外不敌小将尼曼。

尼曼承认此前在个别比赛中曾有过作弊行为，但他否
认在与卡尔森对局时作弊。

6、基普乔格柏林马拉松赛破世界纪录
9月 25日，肯尼亚人基普乔格在 2022年柏林马拉松赛

上，以 2小时 01分 09秒的成绩，打破本人在 2018年柏林马
拉松赛上创造的 2小时 01分 39秒的世界纪录。

7、女篮世界杯美国队实现四连冠
10月 1日，美国女篮在 2022年女篮世界杯决赛中获胜，

实现该项赛事四连冠。中国队获得亚军。

8、阿尔卡拉斯成为男子网坛最年轻年终世界第一
11月 15日，19岁的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成为ATP史

上最年轻的年终排名世界第一，并打破费德勒、纳达尔、焦
科维奇以及穆雷对年终世界第一排名长达 18 年的垄断。
2022年，阿尔卡拉斯共获得包括美网在内的 5项赛事单打
冠军。

9、西班牙男篮首次登顶世界第一
11月 18日，西班牙队超过美国队，登上国际篮联世界

排名第一的位置，成为 2010年以来第二支排名世界第一的
球队。此前美国队在这一位置上停留长达 12年。

10、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卡塔尔举行
11月 20日至 12月 18日，第二十二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在

卡塔尔举行。这是世界杯首次在中东地区也是首次在北半
球冬季举行，首次有女裁判执裁男足世界杯，首次启用半自
动越位识别技术，首次采用每场比赛每队最多可换 5人的规
则。阿根廷队最终夺冠，阿根廷队的梅西打入 7球送出 3次
助攻荣膺世界杯金球奖，法国队的姆巴佩以 8个进球获评最
佳射手。摩洛哥队闯进四强，创造了非洲球队世界杯上的
最佳战绩。

2022年国际体育
十大新闻

探秘宇宙的“深空巨眼”

从 7月发布第一张全彩宇宙深空图像，到发现遥远星系和太阳系
外行星大气层，人类望向宇宙的“深空巨眼”——詹姆斯·韦布空间望
远镜在 2022年屡次登上天文学报道头条。

韦布空间望远镜由美国航天局与欧洲航天局、加拿大航天局联合
研发，被认为是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继任者”。该望远镜于 2021年 12
月发射升空，今年 1月顺利进入运行轨道。

首次拍摄到太阳系外行星的直接图像、首次在太阳系外行星大气
中发现二氧化碳存在的明确证据、拍摄到迄今最遥远和最清晰的宇宙
红外图像、捕捉到古老星系的身影……这个历时 20年建造的“巨眼”正
帮助天文学界探察更加深邃的宇宙空间。

这些发现使韦布空间望远镜位居美国《科学》杂志 2022年科学突
破榜首，并入选英国《自然》杂志 2022年十大科学新闻。该空间望远镜
虽多次受到微流星体撞击，持续经受极强紫外线和宇宙射线的考验，
但依然在继续执行任务。

首次行星防御测试成功

具有科幻色彩的行星防御试验在 2022 年迈出成功步伐，并入选
《科学》杂志年度科研成果盘点排行榜。

美国东部时间 9 月 26 日，美国航天局“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
（DART）”航天器撞击了一个近地双小行星系统中较小的一颗，以期改
变它的运行轨道。美国航天科学家表示，这是首次旨在保护地球免受
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测试任务。

在距离地球 1100万公里的地方，这个航天器以每小时约 22530公
里的速度撞击直径约 160米的“双形态”小行星。不过，这颗小行星对
地球并无威胁，撞击只是一次测试。

地球周围潜藏危机，特别是那些运行轨道距地球轨道 750万公里
以内且直径大于 140米的“近地天体”。多数小行星体积较小，会在可
能和地球“亲密接触”时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但不排除有些较大天体
会威胁地球安全。DART任务的成功为科学家改进行星防御计划提供
了更多数据。

月球探索方兴未艾

2022年，月球继续成为星际探索目的地。12月 17日，韩国首个月
球轨道探测器“赏月”号成功进入绕月飞行轨道，准备在月球上空 100
公里高的轨道执行为期 1年多的探测任务。

日本方面今年也在月球探索领域不断尝试。日本首个登月探测
器“好客”于 11月 16日发射升空后未能与地面建立通信，放弃实施登
月探测任务。日本民间企业“i太空公司”的月球表面探测项目“白兔-
R”1号任务的着陆器，于 12月 11日被成功发射并与地面建立通信联
系。预计在 2023年 4月底踏上月球的该着陆器，载有阿联酋航天机构
的月面探测车“拉希德”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可变形月面
机器人等。

曾数次因故障推迟发射的美国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
系统”，于 11月运载“猎户座”飞船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斯 1号”无
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在历时 25天半的旅程中，“猎户座”飞船两次近距离飞越月球，最
近时距月表 127公里。12月 11日，该飞船顺利返回地球。这是美国计
划的系列探月任务的第一步，可为后续载人探月任务打下基础。

越来越有创造力的AI

2022年，人工智能（AI）在创意之路上阔步远行，无论是艺术表达，
还是科学发现，AI 正全面进军甚至超越原本只有人类才能驾驭的疆
域。《科学》和《自然》的年度科研成果盘点都关注了AI最新研发进展。

“文字转图片”AI模型今年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利用机器学习技
术分析文本，再生成不同艺术风格的画作——山水写意或重彩油画，
AI能在几分钟内轻松搞定。人工智能研究机构OpenAI今年推出升级
版AI“画手”DALL-E2，帮助艺术家高水平作画。

机器学习也在科学、数学和编程方面展现创造力。英国“深层思
维”公司今年 7月宣布，其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折叠”已预测
出约 100万个物种的超过 2亿种蛋白质的结构，涵盖科学界已编录的
几乎每种蛋白质。“深层思维”的研究人员还研发出可解决矩阵乘法问
题的有效算法，可用于计算机图形学、物理模拟等。该公司开发的另
一款AI系统可完成简单编程任务。

当然，这些AI创新也带来一些争议，比如AI会否传播错误信息甚
至终结一些职业，但AI无疑将帮助扩展人类的创造力边界。

人体接受猪心脏移植

全球器官供需缺口巨大，如何借助动物器官挽救患者生命一直是
科学家研究的重点领域。2022年全球首例猪心脏移植手术成为这一
探索中的里程碑事件，入选《自然》杂志 2022年十大科学新闻。

今年 1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为一名男性心脏病人成功手
术，将猪的心脏移植入其体内，属全球首例。提供这颗心脏的猪已经
过基因改造，其中包括“敲除”会引起人类排异反应的基因，以及一个
特定的基因以预防植入人体的猪心脏组织过度生长。

在术后几周，移植心脏运转良好，没有排异反应迹象。尽管这位
病人在 3月份病情恶化后去世，但科学家认为，这一手术仍为研究人员
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有望帮助医生更好地开展移植手术，协助挽
救未来接受手术的患者。

今年还有两个美国研究团队实现了将猪肾脏移植给已经脑死亡
的病人，移植后的肾脏没有出现排异反应，并开始生成尿液。

预测新冠变异株

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全球造成一波又一波感染潮。北京大
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副研究员曹云龙帮助追踪新冠病毒演化，并
预测了导致新变异株产生的部分突变，入选《自然》年度十大人物榜
单。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给疫情防控带来极大挑战，曹云龙团队通过研
究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 BA.5、BA.2以及早前变异株后康复人群的抗
体，成功预测了当前传播的许多变异株的关键突变。这也让团队可在
这些变异株被发现后，第一时间评估它们的免疫逃逸能力。目前，科
研团队正据此设计新的抗体疗法，筛选对病毒更有效的药物。

面对抵御新冠病毒的漫长战役，全球科学家在不懈寻求下一代疫
苗、抗病毒药物等“新武器”。今年 11月，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
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开展一款新冠和流感混合疫苗的 I期临床试验，有
望针对两种奥密克戎变异株和 4种流感毒株发挥作用。包括中国科学
家在内的国际研究团队还在继续开发鼻喷、吸入式疫苗等更有效激活
黏膜免疫的疫苗。人类正在持续构筑抵御新冠病毒的坚盾。

在科技领域，2022年是发现与突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太空探索迈向更深更

远，不断叩问宇宙奥秘；生物医药创造奇迹，向无尽的科学前沿挺进；人工智能彰显造化

神奇，助力拓展人类创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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