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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2日，“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
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
展出闻一多先生的速写水彩、装帧设计、书法
篆刻，以及闻立鹏先生的绘画作品共计260余
组件。艺术滋养塑造了闻一多先生伟大的精
神品格，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对子女的教
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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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4日电 （记者操秀
英）记者从 24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去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量质齐升，全年

共授权发明专利 69.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7.5 件，较上年提高 1.2

件，是 2017年末的近 2倍。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绍道，2021

年，我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

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6.95万件，连续第三

年位居全球首位。核准注册商标 773.9 万件，

收到国内申请人马德里国际注册申请 5928

件。新认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99个，新核准注

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477件。作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分别达到 398.4 万

件、228万件。授予植物新品种权3979件。

同时，我国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显著提高。

2020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2.13万亿

元，同比增长 5.8%，占 GDP 比重达到 11.97%。

版权产业增加值达到 7.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8%，占 GDP 比重达到 7.39%。2021 年全国

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 3098亿元，同比增

长42%，惠及企业1.5万家。知识产权使用费进

出口总额3783亿元，其中出口760.2亿元，同比

增长 27.1%；出口增速超进口增速 10.5个百分

点。共签订涉及知识产权技术合同21.9万项，

成交额突破1.4万亿元。发行知识产权资产证

券化产品42只，发行规模95亿元。

此外，数据显示，五年来，我国累计授权

发明专利 253.1万件，年均增长 13.4%；累计注

册商标 2770.5 万件，年均增长 29.0%。著作

权、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量也

屡创新高。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

一。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由 2017 年的

2265.1 亿元增长到 3783.0 亿元，其中出口年

均增速达 23.8%，是进口增速的 2.03倍。

申长雨还透露，知识产权局已在浙江、上

海、深圳等地开展了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试点，

力争在立法、存证登记等方面取得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后续制度设计提供实践

基础。其中，浙江已经建立了数据知识产权

公共存证平台，并开始面向市场主体提供存

证服务。下一步，知识产权局将继续加强与

各方的合作，加大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加快

推动我国数据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国家知识产权局：2021年授权发明专利69.6万件

这些年，罗霄山脉湘赣边区因为两个省份

的一项“合作”，发展变得愈发明朗和活色生香。

2019 年，湖南、江西两省就“推进湘赣边

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启动首次联席会议。

红色文化旅游合作、萍水（渌水）河流域综合

治理、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等议题，一一被“摆”

上对话“桌面”。在共同开拓区域合作新空

间，全面推动湘赣边区开放发展的共识下，两

省聚力发展边区传统优势产业，做深红色旅

游产业，做强创新型产业。

几年下来，湘赣边区“盘”出新色彩。

爱拼才会赢，合作才能共赢

湖南浏阳市，湘赣边区域开放合作的积

极倡导方。近年来，浏阳市牵头联合湘赣边

县（市）开展了诸多合作。

全球 70%的花炮原辅材料集散的浏阳市

大瑶镇，位于江西萍乡、湖南浏阳、湖南醴陵等

三地联通的黄金节点，这为当地开展湘赣边区

合作提供了便利。以大瑶国际花炮商贸城为

例，商贸城五分之一的企业为江西人投资，与

江西商贸往来超总交易额的四分之一。16个

花炮仓储，三分之一的业务围绕江西花炮企业

展开……收获合作“红利”的大瑶镇，又着力建

设“湘赣边区域合作现代化示范镇”，谋求湘赣

边产业共兴、交通共联、民生共享。

“萍”水“湘”逢，不当边界当门户。

开春后，一辆辆满载湖南醴陵旗滨电子玻

璃有限公司原材料的货运专列，驶入湘东工业

园铁路专用货站。赣湘区域合作的加强，让越

来越多的湖南企业把湘东作为了转运枢纽。

近年来，江西萍乡湘东区与湖南的合作

已成“常态”。湘东区建起了“赣湘合作试验

区湘东园区”，承接引进湖南长株潭地区光电

信息、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着力打造湘籍企

业配套产业链。近三年，湘东区新注册成立

的 6400 余家工商企业中，湘籍人员投资或参

股企业接近总量的 50%。

“红旅游绿产业”，老
区日子越来越好

90 多 年 前 ，湘 赣 边 区 流 传 一 首 民 谣 ：

“ 清 早 钉 橡 皮 ，中 午 捞 虾 米 ，晚 上 捉 泥 鳅 ；

荒年向天要，仙果观音泥”，道出了当地生

活之艰苦。

今天，“红旅游”“绿产业”的发展，百姓日

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湖南平江县加义镇泊头村，一步一景十

里画廊，苗木油茶成片生长，食品加工等产业

如火如荼。谁见了，都不会把它和“山区贫困

村”联系起来。

5年前，这里集体经济收入基本为零。如

今，通过开发红色旅游，为村里带来了游客，

也带来了增收。与碧桂园等多企业合作建苗

木基地、油茶基地，支持村中致富带头人创办

酱干厂、红薯粉丝加工厂、红茶厂……实实在

在盘活了当地生产资源和经济。“空壳村”

“盘”成了脱贫示范村。 （下转第三版）

湘赣携手“盘”出边区百姓日子新色彩

4 月 24 日，是第七个“中国航天日”。

52 年前的今天，承载着第一代中国航天人

梦想的“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半个世纪

以来，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笃行不怠、

奋勇向前、逐梦星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

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今年的“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上，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发布重磅计划，

“今年，探月工程四期将正式启动工程研

制，未来将陆续发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

嫦娥八号探测器，开展任务关键技术攻关

和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其中嫦娥六号计

划到月球背面采样并正在论证构建环月球

通信导航卫星星座。”

2016 年以来，中国航天进入创新发展

“快车道”，中国航天在太空写下“中国式浪

漫”。嫦娥揽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羲和

逐日、天和遨游星辰、“悟空”“慧眼”探索宇

宙奥秘，中国航天砥砺奋进，创造出新的成

就，实现了新的跨越。

千年来，古人对遨游太空的畅想大胆

奔放。而在中国航天人的脚下，这些想象

已经化作真实的太空行走，而且越走越远，

越走越壮阔。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在内蒙

古四子王旗成功着陆，中国实现首次月球

采样返回。

2021 年 5 月 15 日，天问一号在火星乌

托邦平原成功着陆，中国实现从地月系到

行星际探测的跨越。

2021 年 10 月 14 日，太阳探测科学技

术实验卫星“羲和号”成功发射，中国正式

迈入空间探日时代。

“在一年的时间里，奏响了深空探测的

‘三重奏’。”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

心主任赵坚为此而自豪。

如果将时间继续拉长，中国航天的快

节奏总会让人惊喜又兴奋。

我 国 的 运 载 火 箭 越 发“ 强 壮 ”。 以

“长征五号”为代表的运载火箭实现应用

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加速向无毒、无

污染、模块化、智慧化方向升级换代，“长

征十一号”实现海上商业化应用发射，可

重复使用运载器飞行演示验证试验取得

成功。2016 年至 2021 年，我国共完成 207

次发射任务，其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

射共完成 183 次，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成功

率 96.7%。

我国的深空探测走向深远。“嫦娥四

号”探测器通过“鹊桥”卫星中继通信，首次

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

察；“嫦娥五号”探测器实现中国首次地外

天体采样返回，将 1731 克月球样品成功带

回地球，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

走圆满收官。

我国的空间站建造全面提速。“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并与“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成功交会对接，突破并掌握货物

运输、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天和”

核心舱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造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6 名航天员先后进驻

中国空间站，实施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

轨维护、科学实验等任务。

我国的空间基础设施持续完善。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天基部分基本建成，固

定通信广播卫星系统建设稳步推进，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开通，30

颗卫星发射组网使北斗正式进入服务全球

新时代。

……

当梦想驻留心间，未来就在眼前。

今年 1 月 28 日，《2021 中国的航天》白

皮书发布，为中国航天描绘了新的蓝图。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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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射电暴是广袤宇宙中的一种射电波

剧烈爆发的现象。它一般“神龙见首不见

尾”，闪现几毫秒，便再无踪迹。

《天文学家电报》近日报道，国内首个暗

能量探测实验设备——“天籁实验阵列”发现

一例新的快速射电暴。该快速射电暴位于猎

犬座方向，被探测到的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2

年 4月 15日凌晨 1时 26分 40秒。

“这是天籁实验阵列首次探测到快速射

电暴事件，也是国内首次用射电阵列探测到

快速射电暴。”4 月 24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天籁计划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指出。

快速射电暴是天体物理学中一个非常年

轻的新兴领域，2007年，人们首次发现快速射

电暴。事实上，它并非罕见事件，每天大约有

上千起快速射电暴事件的信号抵达地球。

“它可能出现在天空中的任何方向，其爆

发时释放的能量可以达到太阳数天甚至一年

的能量。由于其释放的能量十分巨大并可能

在遥远的宇宙中被探测到，快速射电暴有望

成为人们探索宇宙的重要途径。”陈学雷说。

但是，快速射电暴持续的时间实在太短

了，这让捕捉和探测成了一件充满挑战的事

情，更不用说寻找和定位其来源了。因此，

“关于快速射电暴的起源，目前尚不明确。天

文学家提出了很多模型和假说，一般认为，其

与致密天体有关。”陈学雷表示。

以往的研究发现，这些爆发会发生色

散。也就是说，快速射电暴爆发时会产生一

个射电波，当射电波穿过物质时，它们会发生

“扩散”，或者说产生色散，频率较高的部分传

播速度稍高于较低的部分。

“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估算事件发生

地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在已发现的快速射电

暴中，这次探测到的快速射电暴是属于非常

明亮的一个，这次爆发来自远远超出银河系

之外的宇宙空间。根据星系际物质的平均色

散量估计，其距离我们最远可达约 33 亿光

年。”陈学雷介绍。

此前，“中国天眼”也探测到不少快速射

电暴。“相比‘中国天眼’，天籁实验阵列的优

势在于望远镜的视场很大，使用数字波束合

成技术，可以同时监视天空多个方向，本事件

也是国内首次使用合成波束技术探测到的快

速射电暴。”陈学雷说，这一技术更适合快速

射电暴的盲寻，找到后也可为“中国天眼”等

其他射电望远镜提供预警，这将有助于科学

家尽早揭开快速射电暴的神秘面纱。

陈学雷介绍，天籁实验阵列位于新疆哈

密市巴里坤县的红柳峡观测站，共建有柱形

和碟形两种样式的天线，主要开展中性氢巡

天实验，可用于研究宇宙大尺度结构、暗能量

等相关宇宙学前沿问题。红柳峡观测站始建

于 2014年底，其中，柱形阵列快速射电暴探测

系统于 2021 年秋季安装部署，并于 2021 年底

开始试运行。

“天籁实验阵列”首次探测到快速射电暴事件

“新技术立大功！原油产量一个月翻

两番，让人振奋。”

4 月 18 日，站在位于渤海南部的埕岛

油田“埕北 22FB-4”油井上，中石化胜利油

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试验室经理元福

卿显得信心满怀。埕岛油田是国内建成的

第一个年产 300 万吨级的极浅海大油田，

在这样的油田实施化学驱油是首次探索实

践，将为同类型油藏开发提供借鉴。

探索“首次”，新技术被寄予厚望。

一年前，胜利油田在海上开展化学驱

先导试验，包括“埕北 22FB-4”在内的 20

口油井见到明显效果，整体日产油从 833

吨上升到 956 吨。产量上升，让元福卿感

慨的不只是数据变化，更重要的是，新技术

让老油田焕发了新活力。

激活七成“沉睡的资
源”，科技创新比以往任
何时期都显得重要

作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在经

历了依靠天然能量开发和注水驱油两个重

要阶段后，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胜利油田

主力区块进入高含水期，采出程度不到

30%，这意味着有近七成的资源沉睡地下。

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他们不断挑战

勘探禁区，从构造油气藏到隐蔽油气藏，从

浅层到深层，迎来一次次突破。至今，胜利

油田已为国家贡献原油 12.7亿多吨。

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牛栓文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作

为已开发 60多年的老油田，科技创新比以

往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和紧迫，必须坚定

不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集智聚力打造科

技利器，用先进技术牵引油流滚滚来。”

化学驱油技术被誉为大幅度提高采收

率的“杀手锏”技术，但是胜利油田油藏高

温、高盐是国际公认的化学驱难题。

多年来，这里的科研人员不断挑战开

发极限，从常规到高温高盐，从稀油到稠

油，从陆上到海洋，创新驱油剂加合增效理

论，发展高温高盐聚合物、无碱二元复合

驱、非均相复合驱等一系列化学驱油技术。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高级专家曹绪龙

说：“胜利油田的化学驱油技术不仅填补了

多项技术空白，还使这里持续突破了 40%、

50%、60%的采收率目标，为东部老油田长

期效益稳产开辟了新路。”（下转第三版）

新技术立大功
老油田焕发新活力

科技日报合肥 4月 24日电 （记者吴长
锋）24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

该校李泽峰研究员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总结

了全球 3000 多个 5.5 级以上地震的震源时间

函数特征，全景式地展示全球地震破裂过程

的相似性和多样性，深化了对地震能量释放

模式的认识，对地震早期预警具有启示意

义。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知名地学期刊

《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

地震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自然灾害之

一，近 20 年来全球中大地震已经造成近 100

万人伤亡，经济损失不计其数。地震破裂过

程多种多样，客观衡量它们的相似性和差异

性，有助于认识地震物理过程和地震震级的

早期预测。然而，前人研究或是叠加多个地

震的平均破裂过程，无法衡量全球地震差异

范围，或是基于某些破裂特征的统计，无法做

到整个破裂过程的系统比较。

李泽峰研究员利用深度学习中的变分自

编码器对全球 3000多个中大型地震的震源时

间函数进行二维空间压缩和模型重构，全景式

地展示了全球地震矩释放模式和数量分布。

研究发现，中大地震以简单破裂为主，复杂破

裂较少，并且揭示了两类特殊地震的分布规

律，即能量释放集中在破裂后期的逃逸模式以

及分多次能量释放的复杂地震，发现大地震能

量释放模式具有弱震级依赖性，对地震早期预

警中最终震级的可预测性提供了有益启示。

该研究成果是继该团队与哈佛大学合作

研究的震源时间函数聚类方法的发展，也是

团队近年来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科学发

现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用机器学习揭示全球中大地震破裂模式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于 佳

“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

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

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

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浓厚氛围。”4 月 23 日，在首届全民

阅读大会举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

信，提出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广大干部群众

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

书记的贺信精神为指引，多读书、读好书，不

断提升思想境界、增强精神力量，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

力和文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

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

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

之气。

对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

感触颇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关心倡导下，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要深入贯彻落

实总书记的贺信精神，不断提升阅读效能，

努力为书香社会建设贡献出版力量。”

（下转第三版）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