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发现与创新

总第11927期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今日8版

本版责编 胡兆珀 高 阳

www.stdaily.com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广告许可证：018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2.00元

◎本报记者 刘 昊 “创新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信念的

坚持至关重要。我将无我，不负使命，积极

促进科技创新，勇攀科技高峰。”4月 25日，

“科技创新巾帼行动”正式启动，在航天科

工集团二院职工文化中心大礼堂内，作为

女科技工作者代表之一，带着浓浓山东口

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小

云在启动仪式上的发言慷慨激昂。

“密码学界的巾帼英雄”“震惊世界的

巾帼密码专家”，这是国内一些新闻报道对

王小云的评价。2005 年，美国一家杂志

称，王小云团队的学术成果引发了“密码学

的危机”。彼时，王小云 39岁，如何在密码

世界里搅起一番风云？

现代密码在计算机网络中有三类算

法 ：加 密 算 法 、签 名 算 法 和 哈 希 函 数 算

法。多年来，由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

院（NIST）颁布的基于哈希函数的 MD5

和 SHA-1 算 法 ，一 直 是 国 际 公 认 最 先

进、应用范围最广的两大算法。SHA-1

更被视为计算安全系统的基石，有“白宫

密码”之称。

如果这两个算法不安全，是不是所有

的算法就不安全，或者至少是有漏洞的？

想到这一点，王小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

的事情”。

证明这两个算法不安全，得找出它们

的漏洞。但王小云一开始并不想干这事

儿，她坦言，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1995 年，王小云开始专门研究哈希函数，

她选择先分析 MD5 和 SHA-1 这两个算法

的安全性。没想到，半年后，破解的技术方

案慢慢成形。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2004 年 8

月，在国际密码大会上，王小云首次宣布她

和 团 队 多 年 来 的 研 究 成 果 —— 破 解 了

MD5、HAVAL-128、MD4 和 RIPEMD 等

四个密码算法。密码学界为之震惊：MD5

被重创了，它即将在应用中被淘汰。

很快，王小云又宣布破解了 SHA-1，

又一座固若金汤的密码堡垒坍塌。2006

年，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颁布新政

策——美国联邦机构在 2010 年之前必须

停止使用 SHA-1。

破解密码能力高超的王小云仿佛手持

长矛，攻击密码算法铸就的坚固盾牌，让原

本照常运行的密码系统失序。有人问她：

密码学专家和黑客到底有什么不同？

“黑客专门找漏洞攻击别人，目的不

纯。我们是为了让黑客没有生存空间或减

少他们的生存空间。”王小云说。

通过找到密码的破解方法，王小云向

人们发出警醒：这个密码算法有漏洞，可能

会被攻击。同时可以提示密码设计专家如

何更好设计密码算法。

“密码破解非常重要，没有破解，就很难

有密码应用的标准化、规范化。”在王小云眼

中，密码学是矛与盾的交锋，攻与防的艺术。

哈希函数两大支柱算法遭受重创后，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向全球密码学者

征集新的国际标准哈希函数算法，王小云

放弃参与这项设计研究计划，转而将精力

投入到设计国内的密码算法标准上。

王小云和国内其他专家为我国设计了

第一个哈希函数算法标准 SM3，它的安全

性得到国内外密码专家高度认可。如今，

SM3 已在金融、国家电网、交通等国家重

要经济领域使用，并且在 2018 年成为了一

项国际标准。

2019 年，王小云成为未来科学大奖首

位女性得主，颁奖词写道：其创新性密码分

析方法解释了被广泛使用的密码哈希函数

的弱点，促成了新一代密码哈希函数标准

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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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王敏）
4 月 25 日，国际学术期刊《危险材料》报道了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孙超岷团队最新研究

成果，首次发现能有效降解聚乙烯对苯二甲

酸酯（PET）和聚乙烯（PE）两种塑料的海洋微

生物菌群和酶，为获得塑料降解微生物和功

能酶、发展降解塑料垃圾生物制品提供了重

要理论依据和候选材料，并有望突破难降解

塑料聚乙烯的降解瓶颈。

孙超岷科研团队自 2016 年开始从青岛

近海采集了上千份塑料垃圾，经过大量筛选

发现一个塑料垃圾上附着了一个菌群，在塑

料（PET 和 PE）表面具有很明显的定殖和降

解能力。该菌群在含有塑料垃圾的培养基中

能维持良好的生长能力，推测应该是通过降

解塑料获得额外的能量来源。通过对菌群组

成种类和丰度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有 5 类细

菌为优势种群，结合培养技术成功获得上述

5类细菌的纯培养菌株，其中 3株具有明显降

解塑料的能力。将该 3株细菌按照一定比例

进行复配，成功获得一个能稳定共存并具有

显著降解 PET和 PE塑料垃圾的菌群，该菌群

尤其喜好降解 PE 塑料，两周时间可以将 PE

降解为碎片。

研究人员进而结合红外光谱、凝胶渗透

色谱、X 射线衍射、高效液相色谱及质谱等手

段多方位证实了上述菌群能有效降解 PET

和 PE塑料，利用宏转录组技术解析了该菌群

在塑料表面通过形成生物膜定殖并分泌酶类

降解利用塑料作为能量源的过程，进而筛查

到多个可能参与降解 PET 和 PE 塑料的候选

酶类，最终结合体外表达技术获得多个在 24

小时内能明显降解 PE塑料的酶。

我科学家从海洋中发现能降解塑料的菌群和酶

科技日报合肥 4月 26日电 （记者吴
长锋）26 日，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

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1 中国（安

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安徽创新

馆隆重开幕。

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国产首款

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紧凑型超导回旋质

子治疗系统……约 400 项标志性科技成

果炫彩登场，千余项科技成果现场发布，

给线上线下的观众带来了一场特别的科

技盛宴。

本次科交会主题为“夯实创新基础，加

快科技成果转化”。大会集中展示一批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最新科

技创新成果，发布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引领

性的科技成果和重大科技创新需求，签约

一批科技“双招双引”、大院大所合作项目，

组织一批科技成果对接合作项目路演交易

活动，销售一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科创产品。

中国（安徽）科交会是继世界制造业大

会之后在安徽举办的又一个国家级高规格

展会。其间，包括中国安徽 426 科技创新

产品线上交易节、科技成果竞拍、科技成果

路演展示对接、长三角技术市场论坛、产业

链创新链协同发展论坛等在内的 9大专项

活动将同步举行。

当天的开幕式上，中科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院长刘建国发布 5项中科院科技

创新重大成果，安徽省发改委主任张天培

发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和成

果，安徽省科技厅厅长罗平发布 5 项安徽

省科技计划项目重大成果，并以视频方式

发布其他 1000余项成果。

“作为国字号以‘成果转化’为主题

的会议，中国（安徽）科交会通过汇聚科

技成果资源，组织卓有成效的展览展示

和 专 项 活 动 ，推 动 成 果 交 易 和 签 约 落

地。”罗平表示。

超千项创新成果首秀中国（安徽）科交会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四月的漓

江，烟雨朦胧，碧波荡漾，舟楫往来。

乘一叶扁舟，从漓江源头兴安县顺流而

下，两岸奇峰叠翠，水中倒影如墨，远处翠竹

婆娑，一幅秀美的百里山水画卷跃然眼前。

4 月 25 日下午，正在广西考察调研的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桂林市阳朔县漓江杨堤码

头，听取漓江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等情况

汇报。

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就是桂林山水之

魂。习近平总书记对桂林山水十分关心，多

次对科学保护漓江作出重要指示。

“漓江的生态建设与科学保护，兹事体

大”。广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保护漓

江的殷切嘱托，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态理念，实现了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

曾经，如诗如画的漓江，也有“野蛮”的另

一面——江面住家船、网箱养鱼可见，小加工

厂、小作坊污水直排漓江，漓江生态亟待修复。

激浊扬清，才能让漓江重新焕发青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国

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等国家战略，桂林探索出一条漓

江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特别是 2018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桂

林市以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题，建设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要求重点针

对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等

问题，探索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

效模式。

在漓江流域，一场科学保护漓江的行动

持续展开。

以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题，桂林坚

持践行“两山理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可

持续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协同推进“自然景

观资源保育、生态旅游创新发展、生态农业创

新发展、文化康养产业创新发展、创新驱动能

力支撑”五大行动，总投资达 1215亿元。

漓江景观资源的保育与可持续利用是漓

江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三年多来，桂林

重点实施了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风

景区）生态景观修复项目，修复面积达 11万平

方米。开展了黑臭水体整治和漓江排污综合

治理工程。颁布《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

理条例》，关停并复绿漓江风景名胜区内 21家

采石场，开展漓江沿线自然景观风貌保护与

修复工程。

在自然景观资源保育等领域，桂林集中

力量实施了科技部 2019年下达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漓江流域喀斯特景观资源可持续利

用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等一批重大科技项

目，形成了石山复绿、农村面源污染防控等生

态建设重大技术解决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桂林市委、市政府以

保护漓江为核心，以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为

主题，强化对漓江流域的治理并取得了显著

成效，尤其是对水源林的保护、禁止挖沙和开

山炸石以及漓江旅游‘五统一’管理模式，出

台《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法

规，成效佳，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4月

26 日，桂林申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规划》和《建设方案》编制桂林专家组组

长王清荣研究员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伏龙洲岛上小桥流水，绿意流淌的漓江

从旁边蜿蜒而过。经过生态修复的漓江，水

更清，景更美。

“过去，我们以打鱼为生，漓江的水清澈

见底，现在的漓江又逐渐恢复了以前的模

样。”曾经生活在伏龙洲岛上的岛民们感慨地

说。

目前，漓江流域森林覆盖率超过 80%，漓

江水质达标率为 100%，所有国家考核水流断

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水环境质量

一直稳居全国前列。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全国和世

界各地的“骑行族”“背包客”纷至沓来，漓江

沿岸很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漓江东岸，青山绿水，清风徐来。随着“五

一”小长假临近，桂林市雁山区草坪回族乡草

坪村村民们开办的民宿预订火爆。“干净优美

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村民们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保护前提

下，漓江流域生态文章越做越活，生态产业、文

旅产业方兴未艾。如今，漓江的生态保护和开

放发展并行，自然生态、文化深度融合，成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山水胜色，今日漓江，生态更美。

科学保护 今日漓江山青水碧生态更美

科技日报讯（记者操秀英）国家知识产权

局近日发布的《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

示，2020 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4.7%，专利转移转化日趋活跃，专利保护成效

显著、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专利研发投入

较大提高、合作创新成为企业重要创新方式。

调查表明，我国专利转移转化水平稳中

有进，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持续稳定在三

成以上。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为 44.9%。“十三五”时期，我国有效发明专利

产业化率稳定在 30%以上，企业有效发明专

利产业化率均在 40%以上。

此外，我国有效专利转移转化活动日趋

活跃。2020 年我国专利转移转化指数（PTI

指数）为 54.7，比 2019年提高 3.6。PTI指数以

50 作为荣枯线，高于 50 时，反映专利转移转

化活动活跃；低于 50时，反映专利转移转化活

动萎缩。

调查显示，近八成企业对未来专利收益

情况有明确预期，在这些企业中，49.5%的专

利权人预计未来一年专利实施收益将有所增

长，45.5%预计收益基本不变，仅 5.0%预计收

益将有所下降。我国企业专利权人总体看好

未来专利实施收益增长。

调查表明，我国专利权人遭遇专利侵权

的比例为 10.8%，较 2015 年调查数据下降 3.7

个百分点。我国企业专利权人遭遇侵权后采

取维权措施的比例为 73.9%，较 2015 年调查

数据提高 11.1个百分点。

调查称，专利侵权违法成本不断提高。

“十三五”时期，我国专利侵权诉讼法院判定

赔偿、诉讼调解或者庭审和解金额在 100万元

以上的比例为 7.3%，较“十二五”时期增长 4.4

个百分点。

调查还显示，专利权人加大研发力度、积

极开展合作创新。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

研发投入在 100 万元以上的比例为 16.5%，比

2019 年高 4.4 个百分点。有效发明专利研发

投入在 10 万元以下的比例较上年减少 1.2 个

百分点，降至 43.4%。

调查显示：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

4月 26日是第 21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 年全球创新指

数》显示，中国排名第 14位，是进入前 30名的

唯一中等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

优化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改革驱动力与

未来改革机遇》专题报告指出，中国优化营商

环境的改革举措，为全球其他经济体提供了借

鉴，有力推动全球营商环境水平整体提升。

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于当日发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

新进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国内地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8 件，超额完

成“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预

期目标。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甘

霖在发布会上表示，从国际上看，受疫情等因

素的影响，科技创新面临巨大阻力，从国内

看，自主创新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从追求数量

向提高质量转变，市场主体的数量稳步增长，

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新的要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负责人

毛金生介绍，一年来，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

了社会各界积极认可，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

意度达到 80.05分。

据甘霖介绍，2020 年保护知识产权工作

情况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在统筹协调方面，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领导小

组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明确了年度工作要

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积极推进

落实，部门合作更加密切，区域协同更加高

效。在法治保障方面，制修订了民法典、刑

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一批法律法规和司法

解释，进一步完善符合国际规则、适应中国国

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方面，

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产品，开展系

列专项行动，重拳出击遏制侵权行为。在司

法保护方面，打击犯罪更加严厉，检察监督更

加充分，审判质效显著提升。在社会共治方

面，深化行业自律，落实市场主体生产经营主

体责任，强化纠纷调解，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

日益形成。在宣传传播方面，聚焦重点工作，

通过发布报告、典型案例等多种渠道广泛宣

传，形成声势影响。

甘霖表示，《报告》展现了 2020 年优化营

商环境的主要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完善外

商投资服务，发挥贸易平台作用，提高商事活

动效率，投资贸易更加便利；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便利企业准入，便捷产品准入，简政放

权更加充分；不断创新监管方式，严格竞争执

法，加强产权保护，执法司法更加有效；有效

推行帮扶措施，持续提升注册、登记等审查效

率，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政务服务更加全面。

《报告》阐述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

进展，主要包括通过国际会议、论坛等形式加

强多双边交流，促进理解共识；积极参与国际

联合执法行动，打击跨境侵权假冒犯罪；参与

制定、签署《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中欧地理标

志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

际规则，全球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毛金生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提

升，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力度进一步加大、

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进一步严格、执法

保护的标准进一步明确、协同保护机制进一

步优化、保护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据他介

绍，2020年，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处理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案件超过 4.2万件，同比增长了

9.9%。截至 2020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

40 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22 家快速维权中

心。与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

诉调对接机制。指导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指导中心高效运行，设立了 10 家地方分

中心。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2020）》发布：

中国内地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5.8 件

科技创新巾帼行动
·人物系列①

◎实习记者 代小佩

◎本报记者 崔 爽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

刘伟 李琳璐）4 月 26 日，为期 3 天的

2021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

会暨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

坛在青岛开幕。包括 30 个国家的 76 位

驻华使节在内的众多海内外嘉宾参会，

线 下 参 展 企 业 442 家 ，线 上 参 展 企 业

1400余家。

图为与会嘉宾在各国形象馆展区
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2021上合博览会

暨地方经贸论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