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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上海 4 月 26 日电
（卢力媛 记 者王春）还 记 得 2019

年 4 月发布的像极了“甜甜圈”的

人 类 史 上 首 张 黑 洞 照 片 吗 ？ 时

隔 3 年 ，“ 甜 甜 圈 ”的 最 新靓照曝

光——比此前大了近 50%，还有了

长长的“尾巴”。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路如森

研究员领衔的国际团队通过在毫米

波段开展的新观测，首次对射电星系

M87 的黑洞（M87*）阴影，以及其周

围吸积落入中央黑洞的物质的环状

结构和强大的相对论性喷流一同进

行成像。图像表明了中央超大质量

黑洞附近的吸积流与喷流起源之间

的联系。4月26日，路如森代表团队

对外公布了这一成果，相关研究也发

表于最新一期国际期刊《自然》。

M87*位于室女座星系团中央

巨 椭 圆 星 系 的 中 心 ，距 离 地 球 约

5500 万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 65 亿

倍，是目前宇宙中所知质量最大的

黑洞之一。2017 年，事件视界望远

镜（EHT）——一台口径等效于地球

直径的射电望远镜，成功拍摄到了

M87*的照片，其外面一圈亮环围绕

着中间的阴影，长得像个“甜甜圈”。

由于 EHT 的视场比较小，只能

拍摄到黑洞的“特写”照片。为了拍

到黑洞的“全景”照片，研究团队把

观测波长设置为 3.5毫米，并联合了

16 台望远镜（EHT 的观测联合了 8

台望远镜），成功将 M87*的阴影以

及其周围吸积流和喷流呈现在一张

照片中，比 EHT 在 1.3 毫米波长观

测到的“甜甜圈”大了近 50%，并且

看到其向远处延展的“尾巴”，即黑

洞的喷流。

“我们之前看到的环状结构在

3.5毫米波长变得更大、更厚。这表

明在新图像中可以看到落入黑洞物

质产生的额外辐射，使我们能够更

全面地了解黑洞周围的物理过程。”

路如森介绍，此次的观测结果由全

球毫米波甚长基线干涉测量阵列联

合阿塔卡马大型毫米/亚毫米阵列

和格陵兰望远镜获得，这两个观测

台站的加入极大增强了成像能力。

“为了揭示 M87*中央超大质量

黑洞及其相对论性喷流的形成、加

速、准直传播的物理机制，我们需要

拍摄更多色的高质量图像。”中国科

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表示，

下一步，科研团队的目标是通过结

合不同颜色的“射电光”图像来获得

“彩色黑洞”。“当更多望远镜加入，

达到所需时间分辨率后就能拍到

‘黑洞电影’，我们将能够全方位观

测和理解黑洞。”沈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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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10 多年前申请的专利，直

到近期才用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诉讼中。”

在 4月 25日召开的清华大学知识产权与

创新发展论坛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朱慧珑

指出，从技术发明到维权成功是一场艰

难之旅，往往时间跨度大、内容繁杂，要

步步为营才能提高成功率。

无独有偶，同方威视高级顾问陈伟

讲道：“我们目前有一个在诉的专利，是

基于 10 年前的布局和安排，专利不仅将

核心产品的技术很好地囊括进去，而且

当时的设计策略也使得专利在诉讼中发

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前，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已经成

为学界、企业界、产业界的共识，知识产

权保护是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清

华大学副校长曾嵘教授指出，高校正在

通过建设重大项目知识产权专员队伍，

完善重大项目知识产权管理流程，加强

重大成果专利挖掘和布局力度，培育高

价值专利。

专 家 们 在 论 坛 上 共 同 提 到 ，高 价

值知识产权要经得起时间的“洗礼”，

抵御住来自竞争对手的挑剔和挑战。

那么，该如何培育“历久弥坚”的高价

值专利呢？

营造高价值专利培育
好环境
“近年来，科研成果转化的机制体制

障碍在逐渐破除，科技成果的大量供给

为高价值专利培育提供了前提。”清华大

学技术转移研究院院长王燕说，通过建

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知识产权工

作体系，将支撑科技成果转化成高价值

专利。

“一个高价值的专利不可能依靠科

研人员独立完成”已成共识。国家知识

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不同创新

主体近年来在促进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

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例如，超过五成的高

校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

构，相关部门设立了知识产权管理运营

基金，主要用于高价值专利的培育。

“从技术创新到高价值专利，需要通

过‘死亡之谷’。”王燕说，在培育过程中，

专业化的转移机构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需要拥有识别、预判、培育、运用等方面

的专业能力，才能挖掘高价值专利，以提

升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成功率。

此外，在高价值专利的培育范围方

面，王燕认为，找准共性技术是高校在培

育高价值专利方面的优势。共性技术创

新可带动多个领域的发展，如辐射成像

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可在产业端带动多

个管线产品的升级迭代，高校科研人员

在聚焦更有价值、更影响全局的共性技

术研发上具有优势。

在市场竞争中发挥
“压舱石”作用

“一位发明人曾经告诉我，没想到专

利中写的每一句话都那么重要。”朱慧珑

说，很多诉讼的实践表明，市场竞争对手

会专攻专利中的“弱点”，因此，要让科研

成果应用于产业，创新者在专利申请时

应秉持长期的认真态度。

朱慧珑算了一笔账，一个技术发明

成为高价值专利要经过许多步骤，如果

每步的成功率能提高 10%，最终可以数

倍地提高高价值专利的成功概率。相反

如果短视敷衍地对待专利工作，一旦专

利在竞争中被判为无效，很可能面临经

济损失，好技术也可变成负资产。

陈伟分享的一个典型案例，恰恰是

正、负资产的“分水岭”之战。“我们有一

项新产品参加了新加坡机场的投标，当

时外方企业认为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准

备不足，以我们可能涉嫌侵权为由给招

标方发去律师函。”陈伟说，对方感觉胜

券在握，但同方威视几年前已在新加坡

申请了 4 件关键专利，基于此，团队两天

内拿出了不侵权报告交给投标方，投标

方根据报告驳回了外方申请。最终，团

队凭借技术实力顺利中标。

“专利布局要做到方向准、布局全、

威力大。”陈伟坦言，让专利技术更好地

服务于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坚持高价值

专利的申请，而不是追求专利数量，这样

才能在关键博弈中“有粮不慌”。

高价值专利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发

挥着“压舱石”的作用。王燕表示，高

价值专利的培育任重而道远。在科研

合作体系中，学校和企业既要面向一

到两年产品线上的技术需求，也要投

入更多资源支持三到五年可产业化的

关键技术研究，还要布局十年甚至更

长远的前瞻性研究，汇聚人才、资金、

技术等创新要素，以实现资源利用效

率的最大化。

清华大学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论坛上，专家倡议——

大力培育“历久弥坚”的高价值专利
◎本报记者 张佳星

4月 26日迎来第 23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今年的主题是“女性和知识产权：加

速创新创造”。从“参与创新”到“加速创

新”，时隔 5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再次

聚焦女性发明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示，女性占全

球人口的近一半（49.58%）。虽然各地区

女性都在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才智塑造

世界，但她们面临多种挑战，创新和创造

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开发。

就女性对知识产权的使用而言，尽管有

所进展，但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由此导

致从知识产权制度中受益的女性数量极

低。在构建经济复原力成为当务之急的

时候，让女性融入知识产权制度，加速创

新创造和业务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要。

据中国科协统计，目前我国科技人

力资源中，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 40%，互

联网、生物医学等领域女性更是占比过

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全球专利申请中，女性发明人占

比 23.7%，远 高 于 16.5%的 全 球 平 均 水

平。

高校和科研机构之外，科技企业的

女性发明人数也在高速增长。科技日

报记者从腾讯获悉，过去 3 年，腾讯女

性 发 明 人 的 累 积 人 数 每 年 增 长 超

20%。在该公司全球专利申请的 6.2 万

件中，女性发明人涉及的专利超 2.2 万

件。如果以腾讯最新公布的女员工数

估 算 ，腾 讯 女 性 员 工 人 均 专 利 达 1.3

件。这些专利申请覆盖人工智能、云计

算、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多个下一代互

联网技术。

我国女性科技人才规模正逐步扩

大、结构不断优化，在基础理论、应用

技 术 、工 程 实 践 等 领 域 均 有 突 出 贡

献。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在政策引

导、平台搭建等方面，为女性创造更友

好的科研环境，充分激发女性科技人

才 的 潜 力 潜 能 。 2021 年 6 月 ，科 技 部

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女性科技

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

干措施》，其中“大力支持女性科技人

才创新创业”部分提到，各方要积极搭

建平台，提供服务，支持女性科技人才

立足岗位、锐意创新，加强交流合作，

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

相关专家称，高质量科技成果的产

出，不仅需要持续且大力度的资金投入，

还要有理论研究的科研环境，技术落地

的应用场景。在这方面，平台企业已逐

渐成为女性科技人才培育和创新的重

地。以腾讯为例，腾讯 2022 年第四季度

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13.5%，全年研发支出

达到 614亿元。过去 3年，腾讯累计研发

投入超 1826 亿元，在人工智能、量子计

算、网络安全等下一代互联网领域建立

了前沿实验室。

在腾讯女性科研工作者中，杰出科

学家、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负责人刘杉正

是一位数百件全球专利的拥有者。该实

验室持续为腾讯各业务和产品提供核心

技术与工程优化，在此过程中，刘杉带领

团队参与了新一代国际视频编解码标准

制定，总计提交数百项技术提案，其中超

过百项被采纳。

关注创新“她力量”科技企业成重要平台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科技日报北京4月26日电（记

者陈瑜）中国核能行业协会4月26日

发布的《中国核能发展报告 2023》蓝

皮书显示，我国核电关键装备自主

化、国产化水平稳步提高，核能装备

制造能力全面提升，主要核电堆型设

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

蓝皮书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

我国新核准核电机组 10 台，新投入

商运核电机组3台，新开工核电机组

6台。截至目前，我国在建核电机组

24台，总装机容量2681万千瓦，继续

保持全球第一；商运核电机组54台，

总装机容量 5682 万千瓦，位列全球

第三。2022 年，我国核电总装机容

量占全国电力装机总量的 2.2%，核

能发电量达到世界第二。

去年国内核电主设备累计交付

54 台套，交付数量创近 5 年新高。

通过实施核心设备和零部件国产化

攻关，我国已形成百万千瓦级压水

堆核电主设备成套供货能力。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国和一号湿绕组电

机主泵和屏蔽电机主泵等一批核电

关键装备首台套交付；示范快堆 1

号机组堆芯支承、热交换器、新组件

装载机、提升机等设备陆续交付现

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

设施 TF 线圈盒项目研发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我国具备同时建造

40余台核电机组的工程施工能力。

截至目前，国内外共有 5 台华

龙一号机组建成投产，9 台机组正

在建设，批量化建设的有序推进，标

志着我国真正自主掌握了三代核电

技术。国和一号示范工程建设正在

顺 利 推 进 ，一 批 关 键 设 备 如 期 交

付。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科技重大专

项示范工程实现了初始满功率运

行。海南昌江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

科技示范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已进

入设备安装阶段。此外，钠冷快堆、

铅冷快堆、聚变堆等先进核能系统

的关键技术研发也获得新突破。海

上小堆技术研发不断深化，供热堆

型号设计和示范工程积极推进。聚

变堆研发积极推进，中国环流器 2

号 M 装置实现等离子体电流 100万

安培的突破，为我国开展堆芯级等

离子体实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蓝皮书显示，当前，我国核燃料

循环产业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除了核能发电量不断提升，我

国也不断拓展核能综合利用的领

域。当前，核能供暖、核能工业供热

以及同位素研发生产等领域发展迅

速，同时核技术在医学、工业、安保

等领域的应用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主要核电堆型设备国产化率超90%

在 3.5毫米波长所观测到的 M87*图像，其致密的核心首次在该波段被
分解并在高分辨率条件下呈现为环状结构（内嵌图）。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供图

科技日报成都 4月 26日电 （朱琳琳 陈科）26

日，成都国际班列 10 周年纪念专列暨首列“法国邮

政 DPD 号”发车仪式在成都国际铁路港举行，满载

小家电、数码产品、定制服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班

列在该铁路港鸣笛首发。截至目前，成都国际班列

已累计开行量超 2.2 万列，辐射境外 100 个城市、境

内 30 个城市。

据了解，该趟班列是法国邮政 DPD 公司首次

使用中欧班列开展运输，相较空运，班列运输运量

更大、运费更低。该趟班列可实现全程各段运输

无缝衔接，10 天内运抵波兰马拉，4 天内完成欧洲

各地分拨。

成都机务段司机仲俊澜说，2013 年 4 月 26 日，他

首次驾驶蓉欧快铁，从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驶向波

兰罗兹，打破了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依赖港

口的历史。如今，蓉欧快铁已纳入“中欧班列”统一品

牌，机车由韶山电力机车换成“和谐号”，时速从 80公

里提升至 120公里，司机由 10人增加到 500多人。

图为“法国邮政DPD号”首发现场。 刘仁权摄

成都国际班列

十周年纪念专列首发

“2022 年，全国海关共采取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 6.46 万次，实际扣留进出口

侵 权 嫌 疑 货 物 6.09 万 批 、7793.85 万

件。”4 月 25 日，海关总署发布《2022 年

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数据显

示，去年海关扣留涉嫌侵犯商标权的货

物高达 7632.31万件，占全部扣留数量的

97.93%。多项科技手段参与“把关”，守

护国门，显著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效率。

不久前的 4 月 20 日，联想（北京）

有限公司正式向杭州海关所属舟山海

关提出扣留侵权货物申请，要求对一

批涉嫌侵犯其“Lenovo”商标专用权的

手机实施扣留。此前，舟山海关关员

在现场查验时，通过海关“商标智能识

别 ”应 用 ，发 现 一 批 手 机 存 在 侵 权 嫌

疑 ，后 经 权 利 人 确 认 均 为 侵 权 产 品 。

杭州海关综合业务处处长张军表示，

近年来，杭州海关加快数字化运用，创

新执法和监管手段，围绕现场执法与

打击侵权需要，将科技应用嵌入知识

产权执法过程，切实打击进出口渠道

的侵权行为。其积极运用新一代查验

管 理 系 统 移 动 端“ 商 标 智 能 识 别 ”应

用，执法关员只需对货物的图形标识

进行拍照，系统即可自动与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备案信息进行比对，并提示

货物是否涉嫌侵权，加快进出口货物

知识产权状况的验核效率。

国际“e 邮宝”是中国邮政为适应国

际电子商务寄递市场需要开发的一款经

济型国际邮递产品。由于该类邮件寄递

费用较低，使得不法分子利用这一渠道

进行“蚂蚁搬家”式寄递侵权商品的风险

升高。广州海关充分应用大数据、5G 技

术等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手段，通过巡

场、过机检查、人工查验等方式，加大对

重点来源地、寄达地侵权邮件的打击力

度，依托“智慧海关”系统精准锁定关联

邮件，有效提升正面监管效果。广州海

关综合业务处处长唐庆林告诉记者，在

外贸形势向好、进出口货物大幅增长的

背景下，广州海关积极探索风险分析技

术的运用，不断提高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2022 年，北京海关相继开展知识产

权保护“龙腾行动 2022”、寄递渠道知识

产权保护“蓝网”行动和出口转运渠道

知识产权保护“净网”行动，做好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赛事活动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全年共查获涉嫌侵权商

品 3299 批次，63.4 万余件，切实维护公

平有序的进出口贸易秩序，优化口岸营

商环境。北京海关综合业务处处长曹

永斌介绍，北京海关以“智慧海关”建设

为依托，积极创新监管和执法方式，推

广商标智能识别、“云确”远程确权等科

技监管手段应用，强化对进出口侵权货

物的发现和甄别能力，提高合法货物的

通关时效。

科技“把关”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更高效
◎实习记者 都 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