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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许 婷

◎本报记者 陈 曦
通 讯 员 刘晓艳

◎本报记者 华 凌

8 月 23 日是处暑节气，全国各地农
民当日抢抓农时，积极开展农事活动。

右图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的农民
在晾晒稻谷。

新华社发（蒙钟德摄）
下图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三穗县的村民在采摘辣椒。
新华社发（蒋鸿琪摄）

处暑节气

抢抓农时

◎本报记者 吴长锋

记者 8 月 23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潘建伟团队联合国科大杭州高等研

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团队，通

过“天宫二号”和 4 个卫星地面站上的紧凑型

量子密钥分发（QKD）终端，实现了空—地量

子保密通信网络的实验演示。相关论文日

前刊登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光学》上。

研究人员通过高精度自动跟瞄系统与

“天宫二号”上的量子密钥分发终端配合，在

地面站与目标飞行器之间建立起量子信道，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空—地量子密钥分发

试验。

2016 年 9 月，“天宫二号”共搭载 14 项应

用载荷和设备成功发射。其中就有一颗大

概两个微波炉大小、重量不足 60 千克的针对

量子密钥分发实验的载荷。据介绍，“天宫

二号”搭载的量子密钥分发载荷，就是以实

现空—地实用化的量子密钥分发为目标，通

过天上发射一个个单光子并在地面接收，生

成量子密钥。

2017 年，“天宫二号”顺利完成了和南山

地面站之间的量子密钥分发实验。2018 年，

“天宫二号”开始验证组网的能力，科研团队

利用“天宫二号”在分别位于南山、丽江、兴

隆和德令哈的地面站之间，进行了 19 次量子

密钥分发实验，让地面上两处距离遥远的双

方实现了量子密钥共享。

飞行在轨的 3 年时间里，“天宫二号”和

“墨子号”卫星进行了紧密合作。2016 年 8

月，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卫星“墨子号”升上太

空。“墨子号”量子密钥分发系统重约 130 千

克，需要 130 瓦的功率，其科学实验任务还包

括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在内

的纠缠相关量子通信实验等。而“天宫二

号”搭载的量子密钥分发载荷，体积和重量

不到“墨子号”载荷的一半，运行功率为 80

瓦，它肩负着“小型化载荷”和“中等轨道倾

角”两项任务，目标也只针对量子密钥分发

实验。

由于“墨子号”是太阳同步轨道运行，一

天单轨；而“天宫二号”一天多轨道运行，高

度为 400 千米，正适合低轨、中等倾角的需

求，并且可以进一步尝试空—地量子密钥分

发应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中等倾角

轨道允许在一晚内多次通过单个地面站，这

增加了可以生成的密钥数量。研究人员还

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比较不同轨道类型的、基

于卫星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的性能。结果

显示，将具有中等倾角轨道的卫星与穿越极

地地区的太阳同步轨道相结合，可以获得最

佳性能。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必须要构建由高、

中、低轨道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建立覆盖

全球的量子通信网络。”王建宇表示，这是小

型卫星星座向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迈出的

重要一步，也被认为是创建全球量子通信网

络最有希望的途径之一。

“量子星座”研究首次披露“天宫二号”曾立大功 科技日报记者 8 月 22 日从天津大学

获悉，该校理学院 2018 级本科生李预立

作为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全氟羧酸的

低温矿化》8 月 19 日在线刊发于国际学

术期刊《科学》上。

该论文介绍了一种比目前使用方法

更加温和也更为简单廉价的无害化处理

全 氟 烷 基 和 多 氟 烷 基 化 合 物（PFAS）的

方法，而这种物质因为应用广泛，且极为

顽固难以分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品”。

李预立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参与课

题研究，他所做的计算工作为合作实验

团队对结果的假设进行了检验，同时他

还基于自己的认识提出了新的假设，这

种猜测最终被证明是对的。

PFAS 是 一 类 离 人 们 生 活 很 近 的 化

学物，如常见的消防泡沫液、防水布料和

不粘炊具等产品中都有其存在。这种化

学物极为稳定，可在土壤和水中长期存

在，正常的环境无法将其分解。公开报

道显示，这种化学物一旦进入人体，可能

会与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和癌症等疾

病关联。

一直以来，人类处理这种化学物的

方法剧烈且粗暴，如高温高压焚烧，或用

电化学法降解，但需要的条件苛刻、成本

高昂，且处理过程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该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可在 120℃的温和条件下让该物质实现

矿化（即从有机物变成沉积的无机物，消

除其污染性），不但使用的试剂是常见且

廉价的二甲基亚砜（DMSO）溶剂、水和

氢氧化钠，且处理后的产物是一些对人

无害的无机氟离子和有机小分子。

李预立介绍，尽管目前课题组只对

10 种 PFAS 的分解进行了验证，但可预见

的是，其他多种 PFAS 都有可能通过转化

成该文章中所提及的中间体，并用同样

的方法使其矿化。

本科即发表顶级期刊，李预立坦言

“自己很幸运”。事实上，这份“幸运”得

来并不容易。从中学起就对化学抱有浓

厚兴趣的李预立，在天津大学理学院化

学系求学的第一年即加入了党延峰老师

的课题组，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科

研过程中，李预立对一些顶级科学家所

做的工作也有了初步了解。

大二暑假，李预立被本科阶段同在

党延峰老师课题组的学长李勃，介绍给

了 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洛 杉 矶 分 校 的 肯 德

尔·霍克教授，李勃曾在其课题组做过一

年的研究工作。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李预立向霍克

教授发去电子邮件，介绍了自己之前的

工作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得到了霍克

教授的积极回应。刚开始，李预立在霍

克 教 授 的 指 导 下 先 做 了 一 些 基 础 性 工

作，随后得到霍克教授和中国科学院上

海有机所薛小松教授的共同指导，并和

西北大学的威廉·迪奇特尔课题组开展

合作，用计算的方法开展反应机制方面

的研究。

这项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的工作，

即“全氟羧酸的低温矿化”。针对人们通

常假设的这类 PFAS 被分解时只能一次

分解一个碳，李预立通过计算验证了这

种猜测的错误，并提出自己新的猜测：这

种 PFAS 是 可 以 一 次 分 解 2 个 或 3 个 碳

的，并提出全氟烯烃很可能是反应中一

个 重 要 的 中 间 体 ，随 后 被 实 验 组 验 证 。

同时，李预立还通过自己提出的机制推

测最后的产物中应该有乙醇酸。实验证

明，李预立的猜测都是正确的，实验组最

终也捕捉到了这个产物。李预立通过计

算的方法为实验指明了方向。

“ 很 喜 欢 化 学 ”的 李 预 立 非 常 享 受

化 学 带 给 他 的 乐 趣 ，除 此 之 外 ，本 科 阶

段 他 还 有 其 他 化 学 论 文 得 以 发 表 。 本

科毕业后，李预立也选择了继续在化学

领域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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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扬州市科技部门的支持下，艾

迪药业“国家Ⅰ类抗艾滋病新药艾诺韦林

片”，获省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 1000

万元资助。

8 月 22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该市举办的

“产业创新、金融助力”生物医药产业银企恳

谈会上了解到，近 3 年来，该市生物医药产业

规模保持 15%的高增速，到“十四五”末，将迈

上 200亿元产业能级。

实现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的转变

扬州市政府副市长汤卫华介绍，2015年，

扬州市在国家级扬州高新区启动规划建设了

全市唯一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并围绕生物医

药产业的补链、强链、扩链，持之以恒地推进

科技创新，强化招商引资，引进重点项目、培

育科创企业，推动产业快速做强做大。

扬州生物医药产业在长三角虽然起步晩

但起点高，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转变，

快速走向高质量发展。今年 1月至 7月，全市

28 家生物医药规上企业实现开票销售 39.98

亿元，其中销售超亿元的有 11家，销售超 5亿

元的有 2家。

“我们坚持‘招商引智’结合，累计引培生

物医药领域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专家20多人，省

‘双创’计划120人，创新创业领军人才72人。”

扬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持续加大政策奖补

力度，在高新区投资的生物医药企业，对生产

设备采购给予15%、每年最高800万元的补贴；

获得Ⅰ类、Ⅱ类创新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以及

在高新区实现产业化的新药，分别给予最高

200万元、100万元补助；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

在扬州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张耀武看

来，生物医药是“黄金”产业，是典型的高价值、

高投入、高效益的科技产业，但也是竞争和风

险并存的一个产业。因此，生物医药企业要拿

出更多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研新药要加快攻

关、突破瓶颈，审药物要密切跟踪、早日获批，

已经上市的要加强推广、释放产能，多层次、多

渠道提升企业的销售规模、营业利润。

全力“护航”企业打造
创新优势
“稳金融就是稳企业，保企业就是保发

展。在疫情冲击、原料涨价的影响下，当前部

分医药企业也面临暂时的流动性困难。今年

来，扬州除了及时出台扶持重点新兴产业科

技创新政策，还着力优化科技金融服务，鼓励

金融投资机构急企业之所急、帮企业之所难，

不抽贷、不压贷、不惜贷、不增加融资成本，全

力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挥好金融的特殊支撑

作用。”张耀武说。

“企业要做大做强，外部科技金融要素的

支撑不可或缺。扬州科技系统深入企业，排

查摸清了企业需求，全力帮助生物医药企业

申报研发、成果转化等各类项目资助；金融机

构也正在主动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金融政

策、贷款程序咨询服务，创新抵押方式、开发

更优产品，尤其是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特点，拿

出‘量身定做’信贷方案。”扬州市科技局局长

王友芳说。

去年来，联环药业治疗慢性阻塞肺疾病

（COPD）Ⅰ类新药 M3受体拮抗剂项目，国药

威克禽腺病毒（I 群，4 型）多联高效疫苗的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中宝国家Ⅰ类抗心律失常

新药硫酸舒欣噬注射液的研究项目，都具有

较高科技水平和较好市场前景，分别获省级

成果转化项目支持。

科技金融作用“四两拨千斤”，全市生物

医药创新成果加速涌现。目前，仅扬州高新

区在研Ⅰ类新药就有近 40个，其中上市 1个，

三期临床 4个、二期 12个；鹍远生物甲基化癌

症早筛技术全球领先；力品药业专注于创新

制剂和高难度缓控制剂的研究和产业化，多

个产品获中美上市许可。这些新药涉及单株

抗体药物、蛋白质药物、抗艾滋药物、肾脏病

药物等，以及临床急需的试制和高端医疗器

材，将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重要“推手”。

“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全面提升服务质效，通过政银企协同发力，既

要形成政银企三方共同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做

大做强的共识，更要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特点

研究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以及强化对生物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服务保障，为全市生

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汤

卫华表示。

扬州：科技金融为生物医药产业“助跑”

科技日报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 者刘
艳）23 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 2022 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有关

情况。

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

华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文明建设，把

网络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网络强国的重要内容，引领和推动网络

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党全国喜

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举办这次中

国网络文明大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以“弘扬时代新风 建设网络文明”为

主题，2022 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 8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大

会 主 论 坛 将 发 布《共 建 网 络 文 明 天 津 宣

言》；网络诚信高峰论坛将发布 2021 年度中

国网络诚信十件大事、《中国网络诚信发展

报 告 2022》等 ；10 场 分 论 坛 锁 定 10 个 研 讨

交流方向；新时代中国网络文明建设成果

展示环节，将从党和国家推进网络文明建

设、各地开展网络文明创建及互联网企业

助力网络文明发展等维度，展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网络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和丰

硕成果。

“大会对天津进一步提升管网治网用

网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天津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沈蕾介绍，近几年，天津开展“争

做中国好网民行动”，引导广大网民崇德守

法、理性上网、理性表达，让网民当好参与

者、成为受益者。

“学习好人、争做好人，正在成为社会

新 风 尚 。”中 央 文 明 办 一 局 局 长 薛 松 岩 介

绍，仅中国文明网近年来就累计发布了“中

国好人”16228 名，网上互动超过 100 亿次。

如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局长章

勋宏所言，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方方面面齐动手、社会各界齐努力。

谈及网络生态治理，盛荣华强调，这是

一项长期任务。围绕群众关注度高、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开展的“清朗”系列

专项整治行动，赢得了广大网民的支持肯

定。2019 年以来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200 多亿条，账号近 14 亿个。

2022 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筹备就绪

企业出海闯市场，一旦面临知识产权诉

讼纠纷可能要花费上千万元，带给企业巨大

负担。针对这一痛点，北京市首推知识产权

海外纠纷法律费用保险（以下简称知识产权

海外险），为企业出海发展保驾护航。记者 8

月 19 日从北京市知识产权海外险企业座谈

会上获悉，京东方、联想、北方华创、飞天诚

信等 7 家企业尝鲜投保，保险保障总金额达

4200 万元。

海外知识产权诉讼给企业的未来发展

带来一定威胁，其中，影响最为严重的，便是

海外诉讼产生的开销。

动辄上百万美元的诉讼经费，足以打垮

一家中小型企业，更有可能阻断企业拓展海

外市场的步伐。在国内，一旦遭遇海外知识

产权纠纷，大多企业将难以承受因临时禁

令、诉讼赔偿等带来的经济损失。据了解，

有遭遇海外诉讼的初创型企业，每个月的盈

利要优先用于支付海外律师费及相关诉讼

开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意识到，

不仅要保持海外的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工作

的持续发展，还应当积极寻求有效的防范与

救济途径，尽可能地减少企业因海外知识产

权诉讼而产生的损失。在获悉北京市试点

知识产权海外险项目后，众多企业积极报名

申请参与试点。

在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试点保

险公司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为 7 家海外出口

业务较多的企业承保了知识产权海外险，同

时，承保企业也获得试点项目的保费补贴。

获支持企业所属行业涵盖数字安全类产品、

商用电脑、电子产品屏幕、信息网络、VR、人

工智能、医疗科技、信息技术开发等领域，涉

及知识产权海外险试点项目保费补贴 400 万

元，保险保障总金额 4200 万元，单张保险单

累计最高赔偿金额达 600 万元。

“下一步，除了针对诉讼费用的支持，我

们还希望在遇到知识产权纠纷时，能有法律

咨询、律所推荐等帮助。”座谈会上，参保企

业代表进一步提出建议。

北 京 首 推 知 识 产 权 海 外 险 试 点
（上接第一版）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呼和

浩特海关技术中心承担了入境航班人员核

酸检测工作。作为技术中心的骨干人员，

赵治国与同事一起郑重签下了关区第一份

疫情防控请战书，开始了“吃住都在实验

楼”的隔离生活。

那段时间，样品几点来，他们就几点

干，专业人员不足，他们常常穿着纸尿裤一

干 就 是 10 多 个 小 时 。 由 于 长 时 间 佩 戴

N95 口罩，鼻梁出血、脸颊起泡、眼睛红肿

的事时常发生，赵治国和同事们脸上都贴

上了创可贴。

每天在实验室当病毒“侦探”，与成百

上千的样品“打交道”，赵治国不敢有丝毫

懈怠。“在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中，要把每次

样品检测都当作‘拆炸弹’一样，精准拆除、

不留后期引爆的机会。”赵治国说。

有一次，妻子带着孩子为他送一些换

季衣服。由于赵治国当时处于全封闭工作

环境中，不能与家人接触，他只能在实验楼

里隔着窗户与女儿“见面”。他透过实验楼

九楼窗户看着楼下不断挥手的双胞胎女

儿，听着孩子们大声呼喊“爸爸”，心中涌起

带着酸楚的幸福感。赵治国和科技日报记

者聊起当时的感受：“疫情期间不能陪在孩

子身边有点遗憾，但自己做的事是‘舍小

家、顾大家’，非常值得！能隔着窗户见到

女儿已经很幸福了。”

2020年 11月，随着入境航班保障任务

的调整，赵治国结束了连续 200 多天的一

线检疫工作，暂时离开了新冠肺炎核酸检

测一线。他与同事们共保障了 102 架航班

检疫，完成 16000 余人次核酸检测任务，共

检出 120 例阳性病例，未发生任何实验室

安全事件。

赵治国：在实验台上“守护国门”

（上接第一版）

加强基础研究，提
升污染防治科学性和精
准性

近年来，各地蓝天白云多了。“人民

群众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显著增强，这有科技创新的贡

献。”邹首民说，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深 入 推 进 ，一 些 新 问 题 逐 渐 凸 现 出 来 ，

迫 切 需 要 在 基 础 应 用 研 究 方 面 进 行 前

瞻性布局。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

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邹首

民说，围绕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开展细颗

粒物和臭氧复合污染的传输机制，复杂

条件下流域水环境、水生态退化成因及

修复机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成因与污

染过程解析、分配扩散，危险废物代谢转

化过程中的微结构调控机理和循环利用

机制等研究，可为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

性和有效性提供科学基础。围绕生态保

护与修复，研究关键生态系统、珍稀濒危

物 种 对 区 域 环 境 变 化 的 响 应 与 适 应 机

制，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及维持演化机

理、典型外来物种入侵机制等，有助于提

出生态安全格局设计的技术途径和调控

机制。

今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

物治理行动方案》，强调加大新污染治理的

科技支撑力度。邹首民说，未来将加强新

污染物毒性测试、危害机理、暴露预测、追

踪溯源、监测检测等基础研究，研发绿色替

代品、替代技术、减排技术和治理修复技

术，推动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新污染物

环境风险管控技术推广，提升对其认知和

治理修复能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