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11 年运行服务以来，国家林木种质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共向 2000余个用户提供种质资源 5.0

万份次；提供优异种质扩繁的苗木、穗条 2500 余万

株（条）；支撑各类项目近 700 余项，通过平台支

撑，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1200 余篇。”国家林木种质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负责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首席专家郑勇奇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依托该平台，我国林木种质资源科研实现了

跨越发展。

什么是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郑勇奇介绍，该平台由科技部、财政部共同认

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管，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作为依托单位，整合了包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下

属研究所（中心）、国际竹藤网络中心、省级林业科

学研究院、省级林木种苗管理站（种质资源库、良种

基地）、农林院校、自然保护区、植物园等 70 多个单

位的林木种质资源，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涵盖科

研、管理、教学、生产等机构的体系。

“在国际上林木种质资源整合停滞不前甚至走

下坡路的形势下，中国林木种质资源整合与发掘利

用的速度和质量，让国外同行艳羡不已。许多国家

希望跟中国学习，申请来中国参加培训、攻读研究

生。平台已成为我国林木种质资源产学研合作的

一张靓丽名片。”郑勇奇说。

如何利用该平台挖掘农村资源优势，将“绿

水青山”打造成百姓致富的“金山银山”？该平

台 没 有 将 成 果 束 之 高 阁 ，而 是 把 论 文 写 在 大 地

上，写进农民心坎里，这让该平台的科研工作者

倍感振奋。

“经济林是我国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五大林种中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得最

好的林种。”郑勇奇说，但是，我国的经济林产业

发展存在树种、品种结构不合理，新技术新品种

推广率低；生产管理粗放，产品单产和优质果品

率低；产业化程度低，二、三产业滞后，综合效益

不高等问题。

于是，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以经济林树种

为突破口，整合了国家枣工程中心、国家枸杞工程

中心、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中国林科院经济林中

心、辽宁经济林研究所、山西省林科院等多个以经

济林树种为重点的资源单位的种质资源 5000 余

份，组织技术和专家队伍，实施经济林产业提质增

效专题服务。

郑勇奇介绍，该专题服务通过优良品种的利

用，提高被服务地区的良种使用率；通过技术服务，

提高被服务地区和被服务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以

及生产规模和果品品质、综合效益。

林木种质资源的系统化和完整性，让需求对

接、科研对接、成果转化有了更强大的科技支撑，并

更有力地支撑了国家重大需求和政策制定。

“比如，该专题服务为新疆若羌提供优良新

品种 5—10 个；为宁夏中杞枸杞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等公司和枸杞种植农户解决反季节鲜果枸杞

栽 培 等 关 键 技 术 问 题 。 再 比 如 ，辽 宁 经 济 林 研

究 所 提 供 榛 子 5 个 优 良 耐 寒 品 种 ，种 苗 5 万 余

株，使亩产收益达到 5000 元；中国林科院经济林

所与亚林中心，提供蒙古扁桃 120 个系号种质资

源和长林系油茶品系 20 个、种苗 50 万株等。”郑

勇奇说，更重要的是，该专题服务为我国林业六

大 生 态 工 程 建 设 ，特 别 是 退 耕 还 林 工 程 建 设 服

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新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国家林木种质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标准化整理整合的资源共 204科、866

属、3335种，包括用材树种、经济树种等种质资源共

12 万份；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推广 38000

余次，开展技术培训 4 万余人次；通过平台支撑，共

获得科技奖励 55 项，获得专利 80 项，技术标准 19

项，林木新品种、良种 264 个；培训“一带一路”国家

林木种质资源技术和管理人员 120余人。

据悉，今后，该平台将力推林木种质资源大数

据建设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实现新的

跨越。

标准化整理整合资源 204科、866属、3335种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向世界递出“靓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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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虽然案件还未最终结束，但可以看出，大疆已

占上风。

“这个案件对国内很多出海的消费电子和家

电企业来说，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因为这类案件

确实不好打。”大疆新闻发言人谢阗地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大疆在该案件中取得初步成

功后，好几家国内知名企业联系大疆的知识产权

部进行交流。

“可以说中国企业受海外‘专利流氓’困扰久

矣。”谢阗地感叹说。

“美国每年的专利诉讼可能有五六千起，很

多都是‘专利流氓’公司提起的，它们大多不会

知识产权之战愈加激烈

好消息是，中国科技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已越

来越重视知识产权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7 月份公布数据称，2019 年

上半年，共受理 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

请 2.4 万件，同比增长 4.9%。其中，国内申请 2.2

万件，同比增长 2.8%。

谢阗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截至今年 4月，大

疆申请的 PCT国际专利已达到 8700多件，涉及无

人机的机械、电子、结构等方方面面。

印庆余多年来代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诉

讼案件，他也切身体会到不少变化。

以前，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诉讼案件中

完 全 是 被 告 ，尽 管 目 前 依 然 是 被 告 的 身 份 居

多，但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原告身份。印庆余

最近就在代表另外一家中国企业作为原告提起

专利诉讼。他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中国

企业慢慢有了自己的专利积累，而且很多确实

是原创技术。

此外，印庆余所接触的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意

识也越来越强。企业自上而下都十分重视，他们

在美国遇到诉讼，不再手足无措：既不怕应对，也

知道如何应对，有些公司甚至开始主动出击。

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时应采取什么样的知识产

权战略？

“各国所授予的专利权一般是排他权，因此，

海外专利布局不仅要考虑企业目前或未来的产品

销售地，还应重视在竞争对手制造、使用、许诺销

售、销售、进口产品的地区申请专利。”知识产权专

家刘翰伦说。

除 此 之 外 ，刘 翰 伦 建 议 ，各 国 司 法 实 务 趋

势、维权成本、时程、专利权人胜诉率和专利无

效概率等都应该纳入评估，以筛选出最合适布

局的地区。

以司法实务趋势为例，刘翰伦介绍，在美国，

通过法院体系判定侵权可以取得高额赔偿，但法

院轻易不会判决禁止侵权产品制造销售；在英国，

法院不单单处理英国境内的专利争议，更有可能

一次性解决全球专利侵权问题。

在具体应对策略上，印庆余建议：一方面，在

走出去之前，特别是进入美国市场之前，需要清

楚在这些国外市场是否存在专利侵权风险，如

果评估发现确实有风险，再判断采取哪种策略，

这需要衡量风险大小与市场份额、市场利润相

比是否值得；另一方面，如果创造出含有原创技

术的产品，一定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先做专利申

请，再卖产品。

从手足无措到主动出击

本报记者 刘园园

用好科技资源 支撑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近日，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疆）在美国打了两年多的一个无人机专利官

司，终于有了新眉目。

两年前，美国得克萨斯州，大疆无人机被一家

叫做 Synergy Drone的公司告上法庭。后者诉称，

大疆侵犯了它在无人机操作领域的 5项专利。

如今，这一案件有了最新进展。美国专利

审判与上诉委员会对这 5 项专利进行复审后，认

为这些专利全部无效。由于 Synergy Drone 可能

就其中一项专利提起上诉，近日，诉讼双方已向

美国地方法院共同提议，先暂停案件审理，等待

下一步进展。

无论如何，大疆已初步打了个漂亮的专利反

击战。

8月18日，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型综合海洋馆在高原古城
青海省西宁开馆。该馆海拔2261米，面积2.8万平方米，是一
座集展示、科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普场馆。而且，与传
统海洋馆形式不同，西宁海洋世界科普馆是以海洋为主题附
带地方特色的科普馆。图为游客在西宁海洋世界科普馆合影
留念。 新华社记者 张龙摄

海拔最高的海洋馆西宁迎客

图个明白

先说说案件涉及的几项专利吧。

不管你有没有玩过无人机，都很容易想象：遥

控无人机时需要控制无人机往前、后、上、下飞行

的方向，当无人机的方向设置与操作人员面向正

前方时所对应的前、后、上、下方向吻合时，操作起

来比较顺畅。反之，不吻合时操作起来就很别扭。

Synergy Drone 的 5 个无人机专利都是围绕

这一操作想法申请的，只不过有的涉及无人机载

重，有的涉及操纵杆类型等等。

“这些想法很多人早就想到，并且已有专利和

公开文件，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专利的有效性值得

怀疑。”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印庆余是大疆

在该案件中的代理律师，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透露，该诉讼提起于 2017年 3月，大疆被诉

后，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与大疆商议决

定申请对方的专利无效。

实际上，大疆这次可能遇上了“专利流氓”公

司。

印庆余介绍，起诉大疆的公司并不生产任何

无人机产品。这家公司在提起诉讼时叫 Synergy

Drone，现在专利又转到另一家公司名下，同样不

生产任何无人机产品。

围绕手中持有的 5 项专利，Synergy Drone 最

初提出了 76 个权利要求。后来在大疆的律师团

队提出专利无效申请的过程中，对方又试图将 76

个权利要求修改和增加到 142 个，目的是绕过大

疆的律师团队提出的无效请求。

“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案件，但美国专利审判

与上诉委员会判决对方提出的权利要求都是无效

的。”印庆余说。

可能是一次专利“碰瓷”

橡塑产业是河北景县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景
县不断引导橡塑制品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制定激励政策，鼓励
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目前，该县橡塑产品不仅覆盖国内
市场，部分产品还出口到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8月
18日，景县一家橡塑制品公司工人在车间进行生产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河北推动橡塑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张 蕴

出海遭遇出海遭遇““专利流氓专利流氓””
国产无人机漂亮反击国产无人机漂亮反击

走到诉讼流程的最终环节，要一笔钱就走了。”

印庆余说。

在印庆余看来，除非撤出海外市场，中国企业

在出海过程中完全规避“专利流氓”不太可能。因

为企业做得成功谁都想分一杯羹，这些“专利流

氓”总会找到理由提起诉讼。如果中国企业的产

品确实是出于自己的设计和创新，通常诉讼结果

会比较乐观。只是应对此类诉讼，企业需要付出

很多人力、财力。

“这个案件并不是终点，未来知识产权这个隐

形战场的争斗只会越来越激烈。”谢阗地说。

谢阗地认为，其背后原因是中国企业已越来

越深地进入全球市场。一方面，中国的产品销往

全球各地，中国企业开始涉足更多市场，企业难免

会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企

业属于知识产权领域的新玩家，是“专利流氓”企

图从中牟利的主攻对象。

除了“专利流氓”，中国企业在美国也经常会

遇到“337 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

《1930年关税法》第 337节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

查）。印庆余介绍，美国每年几十件“337 调查”，

最近五六年中，每年大约 40%会涉及中国企业。

“历经几十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增速

最快、市场需求最大、国际贸易最活跃的地区。产业化进程

正在开始，还需不断努力。”在近日举行的“浙江大学硅材料

国家重点实验室——黄河水电集成电路硅材料联合研发中

心”（以下简称联合研发中心）揭牌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德仁表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攻坚期。

纵 观 现 状 ，我 国 高 端 集 成 电 路 制 造 骨 干 企 业 发 展 迅

速，但所需的集成电路产业基础材料——电子级多晶硅

和电子级特种气体仍然依赖进口,亟待进行相关产品的研

发生产补短板。针对目前半导体硅材料行业发展现状，

杨德仁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半导体硅

材料一类是用于太阳能光伏的硅材料，一类是微电子所

用的硅材料。在太阳能光伏硅材料方面，我国产业技术

和产业规模在国际上均处于第一梯队的领先地位。而微

电子硅材料研发生产尚处于第二梯队状态，与国际最好

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目前我国已完成或满足了 6 英寸、5

英寸及以下小尺寸集成电路硅片的产业化需求；8 英寸硅

片关键技术已经突破，目前 10%—15%的集成电路用 8 英

寸硅片实现了原产化，12 英寸硅片生产技术刚刚取得突

破。”杨德仁说。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原秘书长袁桐也认为，我国电

子材料行业发展行业规模已达年产值 4000 亿元。但目前

我国电子信息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存在缺少统筹规划和支

持、缺少技术领军企业、下游需求旺盛但多数关键产品严

重依赖进口、创新能力不足、高端产品自给率不高、产学

研用结合不紧密、产业化能力不强等问题，攻克技术难题

势在必行。

在此形势下，为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能力，联合

研发中心应运而生，将围绕集成电路硅材料和高纯特种气

体等国家重大需求的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助力更好更快地

推进科技创新并尽早转化科研成果。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谢

小平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联合研发中心的成立，

将围绕集成电路硅材料和高纯特种气体等国家重大需求的

关键技术开展研究，旨在通过校企合作发挥优势互补，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以集成电路

用半导体材料、高纯半导体材料检测技术等开发为研究方

向，实现学术研究与市场应用的相互促进。

增速最快需求最大
多晶硅生产技术进入攻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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