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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篇

见证奇迹，致敬科学“冲锋者”！
2021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里，尽管疫情的阴霾仍笼罩世界，但全球科学工作者们

依然坚持不懈，在科技领域攻坚克难。从深海探索，到太空漫游、探秘微观世界，他们
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科技难题，创作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在2021年的尾巴，让我们一起
重温这些历史画面，为勇攀高峰的科学家们点赞吧！

6月 28日，白鹤滩水电站
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白
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和四川
交界的金沙江干流上，是当今
世界在建的规模最大、难度最
高的水电工程。它的最大坝
高289米，排名世界第三；总装
机容量达1600万千瓦，是仅次
于三峡水电站的世界第二大
水电工程。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开始工作

12 月 9 日，中国药监局已经批准了中国首
款抵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这种药物只需要与
生理盐水一起通过静脉注射。整个过程仅需要
40分钟，注射完成之后可以为身体提供保护，效
果十分好。这种特效药可以大大降低新冠住院
率和死亡率。

中国首款抗新冠特效药
已获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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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迹”图，是火星
车行驶到着陆平台东偏南60°方向约6米处，拍摄的着陆平台影像图。图像显示，着陆平台
熠熠生辉，国旗鲜红方正，表面地貌细节丰富。“着巡合影”图，是火星车行驶至着陆平台南向
约10米处，释放安装在车底部的分离相机，之后火星车退至着陆平台附近。分离相机拍摄了
火星车移动过程和火星车与着陆平台的合影。图像通过无线信号传送到火星车，再由火星车
通过环绕器中继传回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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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良好”，中国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11月7日晚间
进行了首次出舱活动。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航天员翟
志刚时隔 13年后再次走出舱外，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进行
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的第一
步。女航天员是载人航天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王亚平所
创造的这个历史性瞬间意义十分重大。

中国女航天员首次太空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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