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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工业十大新闻

编者按：
2017 年 是 党 的 十 九 大

胜利召开之年，是全面实施
“十三五”规划、加速推进国
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的重要
一年。奋战在国防科技工业
一线的广大职工和科研人员
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回
顾这一年，武器装备研制生
产取得新成就，国家重大专
项、重大工程呈现新亮点，
军工核心能力迈上新台阶，
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获得新突
破，军民融合发展进入新阶
段，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推出
新举措，军品出口与国际合
作打开新局面，壮大了国防
实力、推动了科技进步、惠
及了经济民生。

朱日和沙场点兵彰显
我国武器装备优质战斗力

7 月 30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在
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研制生产
的多型装备接受检阅，彰显了国防科技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和
国防科技创新水平的显著提高，展示了军工核心能力建设取
得的新成效。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近 20 型
导弹武器装备，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歼 20 等 129 架战机，
兵器工业集团研制的 99A 主战坦克、04A 履带式步兵战
车、08 式轮式装甲步战车等 25 款装备，兵器装备集团研制
的 8×8 全地形车、履带式 35 毫米自行高炮等装备，中国
电科集团研发生产的阅兵空中指挥系统等 70 余项配套装备、
3 型训练保障装备和 1 型安保装备，中国航发集团研制、生
产、改装与保障的七大系列发动机及动力装置、传动系统等
近 600 台套装备，集中亮相，一展风采。

多措并举推动国防科技工业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12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
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行动纲领。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按
照《意见》要求，从扩大军工开放、加强军民资源共享和协
同创新、促进军民技术相互转化等方面，推动军民融合率先
取得实质性突破。2017 年，国防科工局多措并举，推动国
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印发《关于军工科研院所转
制为企业的实施意见》，启动首批 41 家军工科研院所转制工
作，军工科研院所改革进入最为关键的实施阶段 ；发布实施

《2017 年国防科工局军民融合专项行动计划》，推动有关工
作按年度落小落细落实。

重大航天专项工程取得突破进展
4 月 20 日，我国第一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发射升空，与在轨运

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完成交会对接、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等试验。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的收官之战圆满完成，中国航天
迈进“空间站时代”。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五号”按计划稳步推进，“嫦
娥四号”任务如期转入正样研制阶段，与荷兰、德国、瑞典、沙特签署
合作载荷的政府间备忘录。11 月 5 日，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启全球组网时代。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高分三号”卫星投入使用，地面系统数据接收站网全面
建成，《2017 中国高分卫星应用国家报告》发布。高分卫星应用国家整
体能力初步形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支撑手
段。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
万吨大型驱逐舰首舰先后下水

4 月 26 日，我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在中船重工集团大连造
船厂举行，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母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该航母
由我国自主研制，已完成主船体建造，动力、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
将按计划进行系统设备调试和舾装施工，并全面开展系泊试验。6 月 28
日，我国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在中船集团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下水。
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是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先后突
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标志
着我国海军装备研制已达世界一流水平。 

以“慧眼”卫星为代表，
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
空间应用全面协调发展 

6 月 15 日，我国首颗 X 射线空间天文卫星“慧眼”成
功发射。该卫星工程是国防科工局会同中科院组织实施的重
大空间科学任务，填补了我国空间 X 射线探测卫星的空白，
实现了我国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域由地面观测向天地联合
观测的跨越。在轨测试期间，“慧眼”成功监测到双中子星
合并产生引力波事件，为全面理解该引力波事件和引力波闪
的物理机制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 年，我国首颗高通量通
信卫星“实践十三号”成功发射，通信容量超过我国已研制
发射的通信卫星容量总和。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
四号”在轨交付，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观测系统实现更新
换代。“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中阿两国元
首互致贺电，开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航天合作的成功先例，
将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歼20隐身战机列装部队
“鲲龙”AG600成功首飞

9 月 28 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宣布，歼 20 已列装部队，试验试飞
工作正按计划顺利推进。歼 20 是由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
战斗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空军综合作战能力，标志着我国空军向着空
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目标迈出了新步伐。12 月 24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成功首飞。该机将有力提升
国产民机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有效促进我国应急救援航空装备体系建
设的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海洋强国建设。

歼 20 隐身战斗机列装部队。

“神龙二号”引领世界强流
多脉冲高功率加速器技术发展

11 月 23 日，由我国独创设计的世界首台兆赫兹重复率多脉冲高功
率加速器——“神龙二号”，通过国家级现场竣工验收。“神龙二号”的
研制成功，是直线感应加速器和我国尖端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中的重
要里程碑，推动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标志着我国直线感应加速
器闪光照相技术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神龙二号”由中物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设计。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创新提出多脉冲高功率加
速器的技术路线和设计方案，成功实现多幅闪光 X 光照相。攻克兆赫兹
重复率高功率多脉冲产生、加速等一系列关键难题，实现建设目标。在
2017 年召开的国际脉冲功率会议上，美国宣称拟新建的四脉冲直线感应
加速器将首选“神龙二号”方案。

→“神龙二号”
引领世界强流多脉
冲高功率加速器技
术发展。

“燕龙”泳池式
低温供热堆亮相

11 月 28 日，中核集团发布自主研发、可实现区域供热
的“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堆。同日，中核集团在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启动供热演示项目，该堆实现安全连续供热
168 小时，充分验证了可行性和安全性，为后续低温供热堆
型号设计研发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标志着中核集团在核能
供热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据测算，一座 400 兆瓦的“燕龙”
低温供热堆，供暖面积可达 2000 万平方米，满足 20 万户
三居室家庭的需求。利用核能为区域供热可有效改善我国能
源结构，缓解日趋严重的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减少污染排放。

↑“燕龙”低温供热堆演示项目。

世界最快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发布
12 月 4 日，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电科集

团发布高速量子随机数发生器。该发生器实时产生速率超过
5.4G 比特每秒，极限值突破 117G 比特每秒，刷新了此前
高速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的纪录。中国电科集团发布的高速量
子随机数发生器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具有“真随机、超速率、
小型化”等特点，离线输出的量子随机数比特率比传统技术
高 3~4 个量级，可广泛应用于量子通信产业和信息安全产
业。

↑世界最快量
子随机数发生
器。

全球首艘智能船舶交付
12 月 5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艘智能船舶“大智”号正式交付，

投入使用。“大智”号由中船集团研制，是全球首艘通过船级社认证的智
能船舶。该船采用全新的设计、建造、运营理念，拥有 110 余个智能数
据分析模型，具有智能航行、智能能效管理等功能。此外，该船还安装
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会自主学习的船舶智能运行与维护系统，实
现了全船各系统及设备的信息融合及共享。“大智”号能根据船舶吃水程
度、天气变化等，每 6 小时规划出一条安全、经济、快速的“最优”航线，
降低了人力时间成本和燃油排耗。2017 年，我国船舶工业高端民船订货
取得重大突破。中船集团所属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携手上海外高桥造
船有限公司、沪东中华造船有限公司，与法国达飞轮船签署了 9 艘超大
型集装箱船建造合同。

↑朱日和沙场阅兵。

→全球首艘智
能船舶交付。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的意见》。

←“ 嫦 娥 三 号 ” 着 陆
器与月球车进行了第五次互
拍，并首次传回着陆器携带
五星红旗的清晰全景照片。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我国首颗 X 射线
空间天文卫星“慧眼”成
功发射。

↓ AG600
成功首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