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华 凌

在后冬奥时代，北京

将在城市发展中，持续为

科技冬奥成果提供应用

场景，使冬奥科技成果从

冬奥会走向城市发展的

“应用场”，飞入寻常百姓

家，成为推动北京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和科技

强国建设的新动力。
◎本报记者 代小佩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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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落

帷。从 2008 年到 2022 年，北京成为历史上首座

“双奥之城”。

如今，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展示奥林匹克

精神、体育竞技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成为展现北

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迸发

出我国创新科技的巨大潜能。

这背后，是来自科技部、北京市筹划布局的

“科技奥运”的全方位鼎力支撑。如人工智能、

5G、8K、云计算、VR/AR、超清 LED屏幕显示、云

计算、数字孪生等创新科技。这也是历史上首次

将奥运会作为盛大的应用场景，荟萃落地多项

“黑科技”。

那 么 ，科 技 冬 奥 的 成 果 如 何 给 体 育 事 业

带来新的气象，今后将怎样助力“带动 3 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发展？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相关人士。

从开幕式上的黄河奔流入海，到闭幕式上冰

车痕迹绘出的巨型中国结、折柳寄情……北京冬

奥会开闭幕式上呈现的世界最大 LED 三维立体

舞台地屏惊艳世界。这个给观众带来视听盛宴

的显示技术是由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利亚德提供

支持。

据介绍，这个舞台应用 LED 显示屏总面积

接近 14500平方米。在开幕式上的 LED 地屏，是

目前最大的 8K超高清地面显示系统。

据了解，经过前期充分的测试验证，每一

块 LED 显示模块和链接线缆，面对冬季-20℃

低温，以及演员高强度彩排踩踏和设备机械的

碾压，都能流畅、稳定呈现超 8K 高清视频，颠

覆了传统演出舞台的空间结构，实现人屏互

动，打造出数字化多维空间特效，完美呈现裸

眼 3D 效果。

“在 600 公里外的广袤太空遥望北京，冬奥

旋律激荡在风光旖旎的三山五园里，冬奥火炬飞

扬在敢为人先的创新沃土上……北京冬奥将尽

显海淀的‘厚重感’和‘科技范儿’。预祝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这是 2 月 4 日北京冬

奥会火炬在颐和园传递之时，北京海淀区高科技

民营企业借助空天科技，通过国内首颗民用低轨

高通量通信卫星向身处颐和园参加火炬传递仪

式的观众发送的祝福短信。它既显温馨浪漫，又

展现出我国空天一体化通信的强大实力。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专职副主任何建吾介

绍，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海淀聚

焦科技防疫、智慧服务、低碳环保、超高清显示等

多个领域，遴选并启用了 50余项技术领先、实用

性强、受众面广、有推广价值的科技产品，助力冬

奥科技防疫，让赛事保障迈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冬奥会也为海淀高科技产品的应用提

供了“练兵场”，促进更多创新产品和技术取得突

破，为今后的人工智能、区块链、能源环保、8K 等

高精尖产业发展带来更新的动力。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赞叹，北京冬奥会以

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水平，让更多人感受奥运文化

的精彩。

在北京冬奥会中，由超高清视频（北京）制作

技术协同中心自主设计、集成建造的全球首台套

5G+8K 全业务转播车首次开进冬奥赛场，对短

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赛事进行全程 8K 转播，创下

全球历次大型体育赛事 8K转播之最。

同时，该中心承担北京市 200 多个 8K 落地

展示活动的技术保障工作，设立“北京科技冬奥

8K 内容展示监看（指挥）中心”，搭建监看“天

眼”，实现 8K 大屏展示全天候全覆盖监测，积极

为北京成功建设全球最大规模城市 8K落地示范

展示贡献力量。

而 8K终端产品只是产业链中的一环。据了

解，北京海淀区打通了 8K超高清视频采集、制作

存储、信号传输、落地分发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在

北京当代商城设置 322 平方米的户外 8K 大屏、

中关村展示中心设置室内屏、10 个社区设置 8K

电视，让北京市民共享冬奥赛事精彩瞬间。

高超科技更添奥运精彩

“非常满意！此次北京冬奥会，闭环管理非

常成功，差不多是 0.01%的阳性率，可以说是整

个星球中最安全的地方，或者最起码也是最安全

的地方之一。”北京冬奥会严密的防疫措施，令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 2 月 1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盛赞。

本次冬奥会期间，北京充分利用科技创新资

源富集的优势，以赛事为核心，聚焦科技防疫、智

慧服务，利用多种前沿技术和科技产品，保障冬

奥盛会安全精彩呈现。

围绕疫情防护，北京依托空间计算操作系

统，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和首都体育馆等多个竞赛

馆内构建空间感知网络。对工作人员的安全社

交距离进行实时计算分析，成为精准防疫排查、

溯源的有力工具，降低疫情扩散风险，冬奥后可

拓展至其他赛事保障或大规模人群活动。同时，

建立“多管齐下，多点补位”工作机制，辅助多体

征感知设备、气溶胶监测技术、大通量测温设备、

病原体消杀空气设备等科技防疫手段，实现对人

员的体温等多体征信号的监测、感知，对空气气

溶胶中的新冠病毒快速采集、监测，大规模人群

快速测温以及空气自动消杀等功能。

此外，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智慧化场馆成

为现实。作为冬奥会冰球比赛场馆，国家体育馆

内由机器人化身的“特殊员工”上岗：“烛光机器

人”负责在室内消毒和配送，还会给运动员或媒

体记者送材料、配送餐食等；“阳光机器人”在室

外进行清扫、垃圾回收等。这让加拿大男子冰球

队队长埃里克·斯塔尔点赞，并表示“更享受冬奥

会闭环里的氛围”。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

主席小萨马兰奇多次视察首体和观赛。他表示，

每一场比赛都离不开首都体育馆全体工作人员

的 付 出 和 汗 水 ，并 在 签 名 册 上 写 下“To great

venue team”（给美好的场馆团队），向场馆团队

表示由衷的感谢。

尖端产品守护全球最安全之处

气溶胶检测、5G+8K 超高清直播、云转播平

台、石墨烯等新型保暖材料、冬奥手语播报数字

人……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在科技办

奥过程中，高校、院所、企业紧密合作，为科技冬

奥创新成果在冬奥会上应用，以及后奥运新场景

中推广作出巨大贡献。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许强表示，

北京正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使命就是为

北京冬奥会插上科技的翅膀，一起向未来。本届

冬奥会，为了实现“科技办奥”的目标，北京在冬

奥组委的领导下，在科技部的指导下，先后测试

200多项技术，涉及 60多个细分应用场景，其中 4

项技术在全球首次推出、33 项技术在冬奥会首

次使用，充分彰显科技创新的力量。

许强指出，北京作为首个双奥之城，2008年夏

季奥运会的遗产已经得到很好的应用。在本届冬

奥会上应用的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既是本届冬

奥会的宝贵财富，也是北京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在后冬奥时代，

北京将在城市发展中，持续为科技冬奥成果提供

应用场景，使冬奥科技成果从冬奥会走向城市发

展的“应用场”，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推动北京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新动力。

其中，面向冰雪运动，北京将借助冬奥红利推

动冰雪运动发展，使“后冬奥”成为中国冰雪运动发

展新起点。新型冰雪装备、石墨烯等新型保暖材料，

沉浸式、多维度自由视角等智能交互体验技术将推

动北京市技术、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冰雪运

动将成为消费新时尚，带动冰雪产业进一步发展，形

成中国特色的冰雪运动可持续发展模式。

冬奥科技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科技奥运科技奥运””持续释放红利持续释放红利
中国冰雪运动站上发展新起点中国冰雪运动站上发展新起点

热点追踪

3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

下简称《长江保护法》）正式生效实施一周年的日

子。作为我国第一部针对特定流域的专门法律，

《长江保护法》的落地生效不仅标志着长江进入全

面依法保护的新阶段，更标志着长江经济带的高

质量发展进入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

科技支撑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

如何通过构建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完善生

物多样性调查、观测和评估等相关技术和标准

体系，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变得更加高

效、智慧？

近日，在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下简称天鹅洲保护区），国内首套“新

IT”智慧生态保护解决方案正式运行。据联想

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战略官乔健介绍，该智慧

解决方案从四个维度提升保护区的数字化、智能

化水平：一是搭建本地数据中心，为保护区数据

资料提供更长的保存时间和更安全的存储方式；

二是搭建统一数据管理平台，提高信息调度及管

理水平；三是搭建智慧化监控数据大屏，数字化

多维度展示保护区成果；并为未来进一步通过人

工智能识别、监测江豚种群奠定良好数据基础。

特别是，借助智慧化监测数据大屏，天鹅

洲保护区的管理员和巡护员能够可视化、数字

化地了解江豚信息。大屏呈现主视频区、保护

区江豚信息、水文与天气信息等各个维度的信

息，实时显示江豚的数量、性别、年龄，管理员、

巡护员人数，以及执行巡护任务的车、船、无人

机等设备数据，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

中做出灵活决策。

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共同体

如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深入

人心，长江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持续开展，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物资源状况也得到逐步好

转。未来，在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如

何正确把握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探

索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径？

“应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共同体’。”湖

北经济学院教授李浩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我们要以深入探索绿色发展示范为契

机，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共同体’，推动长

江中游城市群联合湘鄂两省洞庭湖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建设，联合推动湘鄂赣三省‘通平修’绿色

发展先行区建设。”

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方面，专家建议，

首先，应加强洞庭湖—鄱阳湖—武汉湖群生态保

护，擦亮大湖城市生态牌。在共同开展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方面，建议建设湿地生态一体化系统

监测预警平台。其次，鼓励与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湿地保护修复、湿地公园建设，形成多渠道投入

机制。第三，在洞庭湖、鄱阳湖及出入湖河流所

在地应积极探索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新方式。

应共同签订湖泊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合理确定湖

泊水生态环境改善目标，测算湖泊水生态环境治

理投入，根据湖泊水生态保护修复成本、水污染

贡献、水资源使用量、资源性收益等因素确定治

理资金分担比例和支出方向，约定协议期限、续

约条件和违约责任，加快建立区域联动、分工协

作、成果共享的“两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周年——

守护长江碧水，科技交出这样的答卷

经股东会决议，北京国科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1085732367076）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500万元，特此公告。请债

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相

应担保请求。

北京国科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日

减 资 公 告

3月 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和检察机关知识产权综合

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刘太宗在回答科技日报记

者提问时表示，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有四个显著特点。

刘太宗称，一是商标权仍是犯罪行为主要侵犯对象。2021 年，全

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假冒注册商标罪 6024 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 5084 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1083 人，此

外还有数罪和他罪中包含的侵犯商标权犯罪，合计占起诉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总人数的约九成。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服务商标纳入刑法

保护范围后，检察机关积极行动、充分履职，依法打击侵犯服务商标

犯罪行为。

二是网络侵犯知识产权成为重要侵权方式。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

速发展，许多不法分子借助互联网实施侵权行为，花样不断翻新，办案难

度增大。例如，有的利用直播带货形式销假。2021 年，最高检会同国家

版权局等六部门，分两批对 60 起重大侵权盗版案件进行联合挂牌督办，

其中网络侵权案件占到总数的近一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日益网络

化，也对司法办案提出新的挑战。例如，有的通过网络爬虫、视频解析、深

度链接等新型技术手段实施犯罪，有的通过“暗网”实现上下游犯罪勾连，

有的通过在境外架设服务器网上售假，这些都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

以及法律准确适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三是科教文化和信息科技领域侵权呈现多发态势。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和产业迭代升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领域也在发生变化，除了烟酒、

食品、服饰、化妆品等传统领域，此类犯罪在教育图书、数字阅读、汇编试

题、影视作品等科教文化领域也较为常见，涉及信息科技、布图设计等新

业态、新领域的犯罪案件增多。例如，有的通过盗窃、电子侵入等不正当

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生产经营同类产品，有的通过 App 传播侵权影片

侵犯权利人合法权益，有的非法复制他人游戏代码架设私服侵犯网络游

戏著作权，都是近年来常见的案件类型。

四是呈现团伙化、产业化、链条化趋势。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

共同犯罪较多，特征明显。2021 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 1.4 万人，其中共同犯罪约 1 万人，占比达到 68.3%，较整体刑事案件

共同犯罪比例高 28.2 个百分点。借助于网络技术和现代物流交通，共

同犯罪和上下游犯罪分子将犯罪行为链条化切割，呈现人货分离、货

品商标分离、组装加工场所和库房分离、侵权地和销售地分离等特

征。有的犯罪分子通过云存储技术、在境外架设服务器等手段隐藏犯

罪行踪，通过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收取货款快速转移资金，形成一条

“线上线下”并行、境内境外交织、跨时空跨地域的犯罪产业链，增加了

一体化打击的难度。

针对上述特点，检察机关将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打击治理？

刘太宗表示，检察机关将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互联网领域侵权

假冒行为以及涉新业态新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进行

严厉打击，形成震慑。

同时，检察机关牢固树立主客观相统一的办案理念，高度重视电子

数据等客观证据，建立健全技术调查官和专家咨询制度，积极做好介

入侦查引导取证和补充侦查工作，共同解决司法办案中的技术难题，

完善证据链条。

此外，检察机关将依法充分适用财产刑，提高犯罪成本。在适用主刑

的同时，依法提出财产刑量刑建议。积极追缴违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

销毁侵权假冒商品，不让犯罪分子从犯罪活动中获利。根据案件情况，建

议禁止从事相关职业。

再者，检察机关将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开展企业合规等方式加强综合

治理，净化行业生态，斩断犯罪链条。对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但涉嫌行政

违法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 4590 件 7835 人，同比分别上升 16.8%和 9.2%；共起诉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 6565 件 14020 人，同比分别上升 12.3%和 15.4%。知识产权检察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最高检：去年重大侵权盗版案中

网络侵权案占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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