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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际著名情报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

宣布，将其知识产权业务和科学信息业务，包括中国学

者熟知的 SCI（科学引用指数）和 IF（影响因子），以

35.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 Onex Corp 和霸菱亚洲投

资。这两家都是商业投资公司，而不是与知识产权管

理相关的公司。

这一消息在中国科研领域引起不小反响。然而与

大多数人关注这一变化对今后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不

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张晓林研究员更关注这笔

大买卖，对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和管理所带来的潜

在影响和由此引发的风险。“数字科技文献的查询和保

存不仅影响科研工作的评估，更是目前科研工作的生

命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1 月 3—4 日，50 多位专家学者在第 576 次香山科

学会议上，围绕“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的前沿及

重大问题”这个主题进行研讨。

科研工作对数字文献资源高度依赖

本次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杨国桢

指出，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已成为科技领域以及许多人

文社科研究学术信息的主流形态，是科研机构和研究

型大学每天依赖的主流信息资源，也是国家科研、教育

和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

张晓林在主题报告中指出，由于技术发展和科研

行为习惯的变化，学术文献记录本身已经发生了重大

变化，除了文字，图片、音视频、数据库等等逐渐成为了

数字文献资源的主体。在科研领域，以科研论文为代

表的科研出版物从印本为主逐步发展到印本+电子版，

直至以电子版为主。“目前社会再也回不到纸质书本时

代了，已经对数字资源产生了高度依赖，这在科研领域

尤甚。”

多重风险威胁数字科技资源存留

1992年毕业于档案保护专业的中国人民大学信息

资源管理学院的钱毅老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现在数

字文献资源的管理和保存，所面临的问题可大大超过

了纸质文献。由于存贮介质及保存格式更新换代非常

快，很多不久前还在使用的资料已经无法读取了，比如

那些保存在 3英寸软盘、5英寸软盘上的资料。”

杨国桢认为，与传统非数字载体的信息相比，数字

信息面临更高的风险。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换代升级快，相应的数字媒质、格式、软件或系统版

本改变，导致了数字信息的不可用。另一方面，当前的

数字文献资源的利用机制，基本上采用出版社网络数

据库方式来远程提供服务，那么由于技术故障、自然灾

害、经营失败、市场并购、战争冲突等，也让资料信息获

取随时处于危险之中。

大科学数据的保存有特殊需求

对于科研来说，还有一类特殊的数字文献资源需

要长期保存，这就是科学数据。

科学数据不仅包括原始实验/观测数据、相关的元

数据以及衍生的数据产品等，还包括相关的源代码、文

档、模型、算法及研究结果等。科学数据已成为科学发

现和科技创新的新型战略资源。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黎建辉研究员认

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重大科学实

验的开展，以及无所不在的科学传感器和传感器网络

广泛应用于天空、陆地和海洋，对自然环境进行全方位

的探测、监测，源源不断产生的科学数据在体量、变化

的速度与复杂性等方面均快速发展，比较典型的有高

能物理大数据、生物基因检测大数据、天文观测大数

据、气候变化监测大数据等等，其中很多还是图像数

据，这些科学数据的长期保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

与挑战。

建立国家级数字文献资源保
存体系时不我待

中科院规划局黄晨光发言称，之前对数字文献资

源长期保存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以为找几个大机器存

储就可以了，参加会议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问题，涉及文献的定义、保存时长的规定、相关格式规

范、相应法律安排，多元资源投入等等。他认为应该提

升到我国科技安全的高度来重视这个问题，需要政府

主导，整体考虑，顶层设计。“而且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

推移，将会越来越紧迫，时不我待啊！”

与会专家认为，由于数字文献资源的战略重要性

和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的复杂性，需要在国家层面

有整体部署，统筹考虑技术条件、权益管理、运行机制

和可持续保障等问题，加快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

系的建设，尽快、尽多、高效、可靠和可持续地实现重要

科技文献资源中国本土长期保存。为保障科研生命线

的安全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科技日报北京11月4日电）

如何保障科研工作的生命线
香山会议热议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困境

本报记者 游雪晴

来新疆采访之前，科技日

报记者就听说过“中国武警十

大忠诚卫士”、武警新疆总队

某支队支队长王刚，听说过他

在反恐一线的累累战功。

个 头 不 高 但 自 有 慑 人

气质，说话不多却句句掷地

有声……10 月 21 日晚，从北

京辗转至南疆腹地，终于见

到 王 刚 。 记 者 让 他 谈 谈 自

己，略显木讷的他稍一沉吟，

说：“那我就聊聊战斗吧。”采

访中，他滔滔不绝，言语间干

净利落，仿佛变了个人。

25年的军旅生涯，王刚胸

前挂满了军功章，尤为让人敬

佩的是，他参加了15次生死战

斗，2 次荣立一等功、1 次荣立

二等功、12次荣立三等功，所有

的立功全是战功。和平时期，

这样的荣誉让人肃然起敬！

一 线 指 挥
员更要到战斗
一线

“记得王支队长刚调来支

队时，就有人对我说，他是‘战

神’。我有些不相信，和平年

代哪里有‘战神’？”服役十几

年的特战队员王永强曾经很

不服气。可没过多久，他跟随

王刚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就让

他心服口服。采访中，他向记

者回忆起当时的惊心动魄。

去年深秋的一天，一伙

暴恐分子杀害数名群众抢夺

枪 支 子 弹 后 ，窜 进 天 山 深

处。刚刚调到这个支队的王

刚奉命带领官兵进行搜捕。

这是武警部队处置的环境最恶劣、对手最狡诈、对抗最

激烈的一次高海拔山地作战。

爬雪山、趟冰河、忍饥挨饿……搜捕进行到第 40

天，他们终于发现了暴恐分子的踪迹。原来，暴恐分子

藏身的山洞位于半山腰的三角斜面，背靠断崖，居高临

下，非常隐蔽，对战斗极为不利。

火攻、炮轰……经过一个下午的“连环计”，却因地

势险要，收效甚微。“作为一线指挥员，如果不到一线，怎

么指挥？”晚上的战斗部署会上，王刚力排众议，决定亲

自带着特战队员进攻。

次日午时，王刚带领特战小组组成盾牌手、投弹手、

步枪手慢慢向山洞靠近。暴恐分子的子弹从他们头顶

“嗖嗖”飞过，在炸药爆破冲击形成扬尘的掩护下，他们

瞬间将十余枚催泪弹和爆震弹投到了洞里。暴恐分子

企图反击，被王刚和特战队员全歼。

战斗结束后，一起协同作战的民警竖起大拇指。

15次生死战斗考验军人本色

一位战士告诉记者：“王刚就是那永不卷刃的尖刀，

无论何时出手总是致命一击！”

十几年前的一天，时任特勤中队中队长的王刚突然

接到命令：几名暴徒作案后藏匿在一平房内负隅顽抗，他

们持有自制炸弹和土枪，且前出处置的队伍已出现伤亡。

赶到事发现场后，王刚主动请缨，带8名特战队员强

行突击。冲在最前面的王刚一进屋，便看见前面离他不到

1米的地方有一枚正冒着烟的土制炸弹。他临危不乱，一

把将身边的特战队员拽至屋外。幸好，炸弹未爆。随后，

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突击队员交替射击，将他们全歼。

30秒的雷霆之威，让第一次参加战斗的王刚一战成名。

这些年，有了任务，上级第一个想到王刚；面对战

斗，王刚一点不含糊。

去年秋季的攻坚决战中，接到命令的王刚带领官兵

第一时间赶到战斗现场。当时，暴徒利用松树林构筑掩

体，击伤两名公安干警，进攻一度受挫。有着丰富战斗经

验的王刚，当即就被上级指派为一线最高指挥员。经过

缜密思考，王刚指挥突击力量，呈钳形攻势，用手榴弹开

道，交替掩护突入松树林，一举歼灭了顽固抵抗的暴徒。

“我不合格，你们都可以不合格”

2015年 1月，王刚上任某支队支队长。在军事训练

动员大会上，他掷地有声：“如果我哪个训练课目不合

格，你们都可以不合格！”

王刚始终坚持极限化、反常规训练，有车不坐练奔

袭，有饭不吃抗饥渴，有路不走翻山岭，把越野训练搬进

了沙漠，把侦察训练搬进居民区，把攀登训练搬到山崖

上，把捕歼训练红蓝双方拉到周边的深山里……在一次

次挑战极限中逼着官兵练就一身硬功。

结合新疆暴恐活动的严峻形势，王刚带领官兵探索

创新山地围剿行动战法，组成了一支专业“蓝军”，每次

拉动、演练都让“蓝军”随机出情况。他创新以往战术训

练，搜集 50多起国内外暴恐事件战例，组织官兵反复演

练，全面提升了部队善谋打仗、敢打硬仗的能力。

这些年，王刚带出近百名反恐处突骨干，其中 2 人

被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14 人荣立一等功、9

人荣立二等功，2个中队荣立集体一等功、1个支队荣立

集体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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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最大的运用新益技术设备的无线检测实验室在广东省深圳市新益技术有限公司落成，并将对外开放提供检测服务，该实验室的建立将会大大降低行业内
企业的研发成本。无线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非常普遍，比如，民用领域的无线技术包括手机、路由器、笔记本上网、鼠标、蓝牙、物联网等；军用领域最常用的雷达系
统、北斗卫星以及GPS。图为技术人员正在近场测试场对基站天线进行测试。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长五’火箭飞天的那一刻

我正在飞机上，没有亲眼见证它

一飞冲天时的震撼场面。当我

从新闻中确认‘长五’火箭发射

成功，想象着自己参与设计的

“胖五”腾飞的样子，真是激动和

自豪……”11月 3日深夜 23时 50

分，刚赶回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电学院工业设计系青年教师

朱磊在微信里与科技日报记者

激动地交流着。“作为以航天为

特色的高校一员，这是我第一次

参与火箭涂装效果设计和火箭

LOGO 设计，也是最让我振奋的

一个项目。”

因为第二天需要给学生上

课，朱磊没有等到长征五号飞天

的那一刻就从海南乘飞机赶回

哈尔滨。2014 年末，朱磊和他的

设计团队从全国多家知名工业

设计团队中脱颖而出，承担起了

“长五”火箭的涂装效果设计和

LOGO 的 设 计 工 作 。 2015 年 4

月，设计任务正式开始启动，其

间经过双方 30 余次的沟通，2015

年 8 月，最终敲定了与火箭实力

相符并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的

涂装与 LOGO方案。

“中国风和国际化是我在设

计时遵循的最主要的两大原则。”

朱磊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长五”

系列火箭LOGO 方案的概念创意

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

案，方案的构型虚实结合、互为映

衬，整体展现出一个动感的“5”的

形象——象征着“长五”火箭寻求

包括性能、可靠性、经济性和安全

环保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优化；同

时，其圆形轮廓象征着这个品牌和天空的关系，并寓意着

“长五”系列火箭的圆满成功。在全箭涂装的整体色彩处

理上，红色的“长五”LOGO 与国旗相互呼应，在整箭大面

积白色基调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红色为主导的视觉印象，

从视觉传达角度强化了中国元素的主导地位，整体的涂

装形态和配色传达出“和平”“大气”“理性”等象征当代中

国大国形象的视觉语义，并体现出国际化的视野。

有专家评价说，“长五”的涂装及 LOGO 引领了我

国火箭文化的潮流。昨夜，当“长五”火箭身披时尚大气

的涂装腾空而起时，观者都清晰地记住其令人赏心悦

目、倍感震撼的“妆容”；特别是“长五”火箭“腰间”那个

动感十足的 LOGO 令人过目不忘，而尾翼的红色螺旋

形纹案，更增添了“长五”飞天那一刻的灵动和飘逸。

(科技日报哈尔滨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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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与空间站相比，“卫星班车”还有一大特点——无

人。由此，诸如燃烧类、微生物类、活体动物类等可能危

及航天员生命的实验项目，将拥有安全的实验场所。

适用性更广、承载力更强

“实践十号”的承载能力为 220公斤，一度被誉为国

内返回式卫星中的“大力士”。但这个称号已经易主。

“卫星班车”的承载能力能达到 600 公斤，并能携带 500

公斤的搭载设备返回。

同时，“卫星班车”颠覆了传统卫星的搭载设备接口

设计，采用标准化的机械安装接口、通用化的以太网信

息接口设计，为需要搭载的实验设备提供了通用化平

台，支持“随时安装，入网即通”。

按照五院总体部计划，可重复使用返回式卫星将从

2018 年左右开始每年两次的常态化运营，为国内外空

间科学实验、新技术试验、空间技术应用等领域提供服

务。 （科技日报北京11月4日电）

可多次往返天地的“卫星班车”

科技日报西安 11月 4日电 （记者李禾 矫阳 史
俊斌）“‘绿色’是十八大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是我国重点发展产业，陕西是能

源大省，涌现出了众多龙头骨干企业。新能源与节

能环保行业总决赛在西安举办，将为来自全国各地

的数百名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的创业精英奉献一场精

彩绝伦的创业盛宴。”在今天开幕的第五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行业总决赛上，科技部

火炬中心副局级调研员段俊虎表示，以大赛来推进

创新创业的成效越来越高，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举办 5

年来，已发展成为目前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质

量最好、影响最广的创新创业赛事，并逐渐发展成为

全国最大的众创空间和最强的政府平台，也是最好

的一个品牌。

“当前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对固态电池、石墨烯材

料制备等热点技术进行研发，我们希望能与有专利、

科技成果的团队合作，尽快走到研究前沿。”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研发负责人赵炎说。在大赛“2016 创新创业

市场与技术对接中国行”环节，陕煤化集团、比亚迪、

三星等大企业纷纷发布需求，并与创新企业和团队一

一对接。

据了解，本届大赛共有 22000多家企业、12000多家

团队报名参赛，创历史新高，并覆盖全国所有省区市。

大赛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行业总决赛共有来自全国 35个

省市的 175 家企业和 33 支团队将展开巅峰对决，古城

西安将迎来为期 5 天的双创活动日。在接下来的比赛

期间，创业英雄汇、创业风采展、创业空间等解决创业

者各阶段需求的活动将一一上演，招商银行、普惠众

筹、合生创展、新诤信、人力窝将为参与本次大赛的创

业者提供咨询服务。

此次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行业国赛是由科技部、财

政部、教育部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指导的国家级双创赛

事。开幕仪式上，陕西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推介平台

上线，陕西环保科技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陕西绿色建

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举行了授牌仪式，陕西省新能源

与节能环保产业子基金设立签约。

创业精英共探新能源及节能环保发展之路
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行业总决赛在西安开幕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3日电 （记者游雪晴）华南沿

海台风登陆风急雨骤，江淮、江汉阴雨连绵，北方寒潮

频扰冷雨不断……今年 10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195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记者从 11 月 3 日举行的中国气象局月度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刚刚过去的十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55.4

毫米，较常年同期（35.8 毫米）偏多 55%，为 1951 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多。东北中部、内蒙古大部、华北、黄淮、江

汉、江淮、华南、西北地区东部、新疆北部和中南部、西

藏北部等地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 5 成至 2 倍，华南东

部、江淮、黄淮南部、华北北部及内蒙古中部、新疆中南

部、西藏西北部等地超过 2 倍，太湖流域降水偏多 3 倍，

出现秋汛；西北地区中部、新疆西南部、西藏南部、四川

西部等地偏少 2—8成，局部偏少 8成以上。

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今年十月份的天气

状况有利有弊。由于10月份东北地区大部气温偏低、中

北部雨日多，粮食作物收晒和存储受到一定不利影响；而

西北、华北、黄淮大部热量充足，利于作物收晒；冬麦区大

部出现降水，对小麦播种出苗有利；不过江淮、江汉的多

阴雨寡照天气，则对秋粮晾晒和冬小麦播种以及油菜幼

苗生长不利；由于受到多个台风的影响，江南华南出现强

风暴雨，这对华南农渔业负面影响较大。

65年来今年十月最湿

科技日报镇江11月 4日电 （记者张晔 通讯员吴
奕）11 月 4 日，在镇江举行的第四届三江知识产权国际

论坛上，来自高校、企业和投资机构的专家一致认为，

随着科技创新速度的加快，信息流动形式的多样化，金

融资本与知识产权运营产业融合的趋势也日益凸显，

政府和企业都应重视并推进知识产权资本化。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专利管理司司长、中国专利保

护协会秘书长马维野说，知识产权的运营即运用+经

营，本质其实就是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最大化。

华为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王千钧鹤认为，一

个好专利的标准是别人愿意使用。专利只有自己使

用而别人都不用，它就没有交换的价值。全球专利

的交易大约有超过 90%实际上是来自于标准必要专

利的交易。

他建议，任何一个企业都要想清楚，为什么要申请

专利，申请什么样的专利？申请专利不是为了获得政

府的资助，也不是为了获得高新企业资格的认定。如

果申请的专利不能拿来与竞争对手进行交换，那么这

些专利只能增加企业的成本，只是企业的负担，是没有

价值的。

“如果不把专利当做商品来交易，专利对人类社会

进步不会有什么贡献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雷家骕说，专利知识产权交易不但应该像商品交易，而

且应该炒作交易，只有炒作了才能够引来更多的买家。

专家建议推进知识产权资本化

科技日报南昌11月4日电（记者寇勇）记者从 4日

召开的江西省社会发展科技工作会上了解到，围绕社会

发展的现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科技问题，江西省努力夯

实科技创新要素基础，加快产业创新步伐。“十二五”期

间，全省社会发展领域共实施科技项目 1750项，累计获

得国家级奖励14项、省部级奖励180项、专利1142项，分

别比“十一五”期间增长75%、130%和216%。

针对全省社会发展科技能力需求，近年来江西省不

断完善平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社发领域实现了国家

级工程技术中心零的突破，新增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部

级工程技术中心、实验室 73 个，组建优势创新团队 53

个，使得整体人才优势凸显。以该省生物新医药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例，通过项目实施，攻克了一批关键技术及

工艺，建立起“江西医药港”等5个特色工业园区和10个

国家级和省级示范基地，主营业务收入较“十一五”末增

长了 2.75 倍。此外，在节能环保领域开发应用新技术

868项、新产品1120个，产生直接经济效益108.24亿元。

江西省科技厅副厅长卢福财此间表示，按照省委、

省政府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要求，全省社发领

域科技创新工作以着力解决美丽江西、健康江西和平

安江西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己任，为打造生态文明建设

“江西样板”添砖加瓦。

科技创新助力江西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