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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颜亮 孙丁） 经过党内激烈争

论达成利益交换，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凯文·麦卡锡于7

日凌晨在第15轮众议院议长选举表决中当选议长。

新一届国会3日开幕后，由众议院共和党右翼“强

硬派”领头的约20人小团体一直拒绝给麦卡锡投票，

导致议长“难产”、众议院“瘫痪”，僵局直到6日下午第

12、13轮表决才开始松动，众议院随后休会，双方继续

讨价还价。

6日晚休会结束举行第14轮表决，麦卡锡以一票之

差未能“过线”，他沮丧地质问投“出席票”的共和党众议

员马特·盖茨，氛围剑拔弩张。

众议院随后表决再次进入休会，然而“戏剧性”一

幕出现：麦卡锡最后时刻与反对者达成一致以确保他

能“过线”，共和党人随即“改票”，要求继续举行第15

轮表决。

在这一轮表决中，众议院434名到场议员中6人投

“出席票”，麦卡锡获得其余428张选票中216张全部来

自共和党的选票，得票过半当选议长。212名民主党众

议员则全部把票投给众议院新任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

弗里斯。

据悉，麦卡锡作出的让步包括进一步降低提出罢免

议长动议的众议员人数门槛，让更多右翼“强硬派”议员

在众议院重要委员会中任职，启动审议和表决保守派提

出的一系列法案等。

麦卡锡现年57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从2007年开

始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过去4年，担任众议院少数党

领袖。

众议院议长选举上一次出现10轮以上表决要追

溯到 1859 年。分析人士认为，本次选举出现僵局原

因在于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以及党内派系之争更加激

烈等。

《纽约时报》文章认为，这场政治纷争表明，美国国

会未来两年可能反复陷入混乱状态。美国总统、民主党

人拜登日前表示，国会无法完全运行令美国“尴尬”。

1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拍摄的凯文·麦卡锡（中）。 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太空探索亮点多

新的一年，各国竞相推进太空探索的势头仍将延续。

月球探测是重点。俄罗斯计划把“月球25号”探测

器送到月球南极勘察水冰资源并验证软着陆技术。印

度“月船3号”探测任务几经推迟后暂定今年发射，再度

尝试将着陆器和月球车送往月球南极。日本企业“白

兔-R”1号任务计划4月在月球表面的阿特拉斯陨石坑

进行软着陆。美国航天局的小型卫星“月球手电筒”也

将进入绕月轨道，利用红外激光脉冲从月球南极永久阴

影区的陨石坑内寻找水冰。

深空探索领域，今年一大看点是发射窗口定于4月

的欧洲航天局“木星冰卫星探测器（JUICE）”。该探测器

预计2031年飞抵木星附近，届时开始对木星及其卫星

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复杂性进行深入调查。此外，美国航

天局计划于10月发射名为“灵神星”的航天器，其任务

是观测小行星带内一颗同名的小行星，预计2029年飞

抵目标天体附近。

更多太空观测装置今年内也有望部署就位：欧航局

的“欧几里德”空间望远镜旨在通过观测数十亿个遥远

星系的分布绘制宇宙“三维地图”，揭示宇宙为何加速膨

胀及暗物质、暗能量等谜题。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

构的“X射线成像和光谱任务（XRISM）”将接替发射后

不久失联的X射线天文卫星“瞳”，捕捉来自遥远恒星和

星系的X射线辐射。

今年中国也将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据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日前发布信息，该集团计划安排50余次宇航

发射任务；空间站工程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空间站转

入常态化运营模式；全面推进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

工程等。此外，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以及中科宇航、星河

动力等航天企业也将安排10余次发射。

物理突破新动力

近年来，物理学的进步越来越依赖大科学装置。今

年多个大科学装置将投入使用，有望助推物理学取得新

发现。

美国X射线激光器“直线加速器相干光源”的升级

版“直线加速器相干光源-II”预计今年产生第一批X射

线激光束。升级后的X射线激光器比原设备能力有重

大飞跃，从每秒发射120次激光脉冲提升到100万次，为

材料、能源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提供支持。

安装在法国低噪音地下实验室的“物质-波激光干

涉引力天线（MIGA）”预计今年启用。它是一种使用冷

原子干涉测量法的新型设备，有助于捕捉现有引力波探

测器遗漏的引力波事件，并能在寻找暗物质等方面发挥

作用。

瑞典隆德市附近的“欧洲散裂中子源”今年有望迎

来第一批科研人员。这个项目将使用迄今最强大的质

子直线加速器产生强中子束流，以应用于材料结构等领

域研究。

中国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装置计划于2023年年底左

右完成建设。这个建在地下700米深处的实验装置以测量

中微子质量顺序为首要科学目标，以帮助理解微观的粒子

物理规律，寻找超越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物理现象。

药物研发受关注

今年，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仍将是全球医学界关注

重点。多价疫苗、鼻喷式疫苗、小分子靶向药物等方向

有望继续突破，进一步丰富人类应对新冠及更多传染病

的“武器库”。

除了应对疫情，还有更多新药物和疗法受期待。

1月6日，阿尔茨海默病新药lecanemab获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批准上市，3期临床试验显示该药能使早期患

者认知能力及其他功能衰退减缓27%。可用于治疗β

型地中海贫血和镰状细胞病的基因编辑疗法Exa-cel预

计今年向美国药管局提交申请，一旦获批将成为全球首

款可实用的CRISPR基因编辑疗法。

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在新冠疫情期间广泛

应用，促进了针对其他疾病的该类疫苗研发。德国生物

新技术公司近期将开展针对疟疾、结核病和生殖器疱疹

的候选mRNA疫苗临床试验，还将与美国辉瑞公司合作

对一款旨在降低带状疱疹发病率的候选疫苗开展临床

试验。美国莫德纳公司也在研发针对生殖器疱疹和带

状疱疹的mRNA疫苗。

生态治理看落实

2022年全球频发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进一步凸显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2022年11月至12月，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

阶段会议接连举行，扩大了各方在保护生态环境、应对

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转型等领域的共识，对推动未

来一个时期全球生态文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在

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各缔约方今年将继续推动后续谈判

及成果落地。

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是COP27大会成果一大亮点，

该基金旨在向最脆弱和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国家提

供财政援助。COP27大会与会各方同意成立一个“过渡

委员会”，就损失与损害基金的筹资安排和运作向今年

年底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COP28提出建议。“过渡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预计将于今年3月底前举行。

在主席国中国的引领下，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

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

架”），设立了到2050年的4个长期目标和到2030年的

23个行动目标等。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

黄润秋表示，未来两年中国将继续担任主席国，积极引

导“框架”目标落地，确保大会通过的相关决定得到全

面落实。

164年来首次！历经4天15轮投票

麦卡锡当选美众议院议长

2023年，全球这些科技大事值得期待

展望2023年，全球科技领域有许多大事值

得期待：今年全球太空探索活动丰富多彩，月球探

索成为热议话题，各类深空项目也排上日程；多个

大科学装置即将投入使用，助力基础研究；新冠疫

情使医药领域的发展广受关注，全球首款CRIS-

PR基因编辑疗法有望上市；联合国气候大会和

生物多样性大会去年均达成重要成果，今年的看

点是如何落实这些成果。

新华社记者 张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