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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 20日电 （记者

刘垠）20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发布的《2023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2 年，中国

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

文数为 16349 篇，占世界总量的 30.3%，

首次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

据介绍，各学科影响因子最高的期

刊，可以被看作是世界各学科最具影响

力期刊。2022 年，178 个学科领域中共

有 159种最具影响力期刊。

截至 2023年 7月，中国的热点论文

数为 1929 篇，占世界总量的 45.9%，数

量比 2022 年统计时增加 6.7%，世界排

名保持第一位，美国位列第二；中国高

被引论文数为 5.79万篇，占世界总量的

30.8%，世界排名保持在第二位。

近2年间发表的论文在最近两个月

得到大量引用，且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

科前 1‰的论文称为热点论文。各学科

论文在 2013—2023 年被引用次数处于

世界前1%的论文称为高被引论文。

与此同时，按第一作者第一单位统

计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

期 刊 论 文 9.36 万 篇 ，占 世 界 总 量 的

26.9%，被引用次数为64.96万次，论文发

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位列世界第一。

值得关注的是，按国际论文被引用次

数统计，中国在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

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和数学6个学科排

名世界第一，较上年度新增了数学学科。

《报告》指出，中国卓越科技论文总

体产出持续增长，国内重要科技期刊论

文入选卓越科技论文比例显著提升。

2022 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共计 59.58

万篇，较 2021 年增加 11.53 万篇。卓越

科技论文数量达到2万篇以上的学科有

临床医学、化学、环境科学等10个学科。

随着我国继续加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力度，高被引论文中以我国科学家为主的

国际合著论文占到了近三分之一。2022

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

为 15.92 万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

21.6%。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

论文，占中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73.3%。

“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受到国外关

注，四成以上引用来自国际论文。”《报

告》显示，2018—2022年，在中国当年发

表即被引用的科技论文中，四成以上是

国际引用，2020 年甚至超过五成。国

际引用 2022 年中国 SCI 论文的分析表

明，美国引用中国论文的数量最多，而

能源、化学、材料、环境科学 4 个学科引

用中国论文的比例较高。

在中国科技论文交出亮眼成绩单

的同时，中国国际科技期刊影响力进一

步提高。2022 年总被引频次进入本学

科排名前四分之一（Q1区）的中国期刊

共有 35 种，比 2021 年增加 14 种；影响

因子进入 Q1 区的期刊 137 种，比 2021

年增加 29种。

不仅如此，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影响

力持续提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吸引高

水平论文的能力不断加强。2022 年，

中国科技期刊发表了 4.19 万篇国家重

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产出的科研成

果，论文主要分布在临床医学、农学、计

算技术、环境科学等学科。

《202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出炉——

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首次位列世界第一

科技日报江西共青城9月 20日电
（记者付丽丽）20日，由国家遥感中心、江西

省科学技术厅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无人机

遥感比测活动在江西共青城启幕。活动

旨在通过以测代引的方式，深化集技术比

武、学术研讨、产业对接的三位一体平台，

推动无人机遥感技术创新发展，助力无人

机遥感产学研用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科

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陈家昌视频致辞。

陈家昌指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

说，要依靠科技创新。遥感技术作为观

测地球、认知地球、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

的重要手段，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科技强

国竞相发展的战略高技术。无人机遥感

以其自动化、智能化、专用化特点，机动、

快速、经济等独特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

和国家安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家昌表示，科技部高度重视无人

机遥感科技创新工作。自“十五”计划起

持续进行支持，推动我国无人机遥感科

技快速发展，无人机遥感系统形成产品

谱系，无人机遥感产业实现蓬勃发展，在

生态环境保护、国土测绘、水资源开发、

自然灾害监测、应急减灾等方面产生了

巨大应用效益。此次无人机遥感比测活

动是推动无人机遥感技术进步、成果应

用推广与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各

方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不断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推动遥感技术更快发展。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无

人机遥感装备展览展示。学术交流研

讨环节，两院院士李德仁、中国科学院

院士龚健雅、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分

别发表主旨演讲，与会青年科学家和企

业代表围绕“无人机智能化遥感 赋能

低空经济发展”主题进行深入研讨，研

判无人机智能化遥感创新发展趋势，为

助力地方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4天，设置

“无人机组网遥感数据获取”“无人机遥感

数据实时智能处理”“无人值守无人机迅

捷遥感观测”3个比测科目，共有来自全国

各地34家单位组成的25支团队参加。

第二届无人机遥感比测活动举行

科技日报石家庄9月20日电 （实

习记者林雨晨）20 日下午，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测试

场，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

望远镜（SKA）项目完成建设阶段以来

的首台中频天线吊装。去年 12 月，科

技部与国际组织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

（SKAO）签约中频天线结构实物贡献

协议。此次吊装完成后，中国将陆续生

产协议中的 64台中频天线设备。

SKA 项目是人类有史以来在建的

最大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致力于实现

人类科学进步，帮助人类了解生命与宇

宙的奥秘，是中国目前参与的最重要国

际大科学工程之一。

国家遥感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处处

长张弛介绍，SKA是世界多国广泛参与

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集射电天文学、基

础物理学、通讯技术、大数据等基础科

学和前沿技术于一身，为人类认知宇宙

提供了重大机遇。

SKA 项目将在 3000 公里的荒野中

建设 3000 个中频天线，组成一平方公

里之大的“地球巨眼”。SKA 天文台宣

传外联部主任威廉姆·加尼尔表示，

SKA 作为人类史上建造规模最大的射

电望远镜，建成后将成为地球上最大、

最先进的科学设施，与目前最大的射电

望远镜阵列相比，灵敏度将提高 50 倍，

巡天速度提高 1万倍。

据介绍，考虑到电磁环境的影响，

SKA项目中频天线结构选址选在南非，

低频天线结构选址则位于澳大利亚。

天线要实现准确“听音辨位”，就需要具

有较高的灵敏度和指向精度，而且还要

具备高电磁屏蔽能力，屏蔽电子设备的

电磁辐射干扰。

“第一台天线完成吊装，意味着我们

很快就可以看到天线的批量生产和建

设。这样才能保证 SKA 尽早在 2027 年

投入运行。中国吊装成功了第一台中频

天线，极大推动了 SKA 整个项目的进

程，也展示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

计划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决心与信心。”

SKA中频天线项目总设计师杜彪表示。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总监马

英昌说：“作为 SKA 天线结构工作包联

盟的牵头单位，我们将联合团队内部来

自南非、意大利等国的科研及工业机构，

共同完成SKA天线的建设任务。”

“地球巨眼”SKA首台中频天线在我国完成吊装

图为SKA项目首台中频天线吊装现场。 实习记者 林雨晨摄

科技日报杭州9月 20日电 （记者

何亮 江耘）20 日，杭州亚运会（亚残运

会）主新闻发言人亮相暨整体筹备情况

新闻发布会在亚运会主媒体中心新闻

发布厅举行。

发布会上，杭州亚运会赛事总指挥

部新闻宣传负责人来颖杰介绍，为了及

时、准确、翔实地对外发布官方信息、回

应媒体关切，杭州亚运会设立了 62 名

新闻发言人。“今天，3 位主新闻发言人

集中亮相，他们分别是杭州亚组委执行

秘书长、杭州亚运会赛事总指挥部办公

室副主任陈卫强；杭州亚组委副秘书

长、办公室主任，杭州亚运会赛事总指

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毛根洪；杭州亚组委

宣传部部长、主媒体中心执行指挥长许

德清。”来颖杰说。

“杭州亚运会是中国第三次举办

亚运会，定位是‘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

运’，主要体现在时代、科技、人文之新。”

陈卫强在发布会上表示，本届亚运会是

在新时代、新起点上举办的亚运会，在科

技运用上充分体现“创新”。“本届亚运会

秉持低碳、绿色的理念，9月23日主火炬

塔就是用的低碳、环保燃料。此外，整个

场馆的建设和运维也充分体现了绿色、

环保，包括雨水回收和自然景观导入以

及节能技术的应用，都开启了亚运筹办

的新时代，也就是数字化时代。”

科技对赛会组织的助力集中体现

在“智能亚运”打造上。从 2019 年初开

始，杭州亚组委对智能办赛、智能参赛、

智能观赛三个维度的应用场景进行了

探索，以最新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亚运筹

办各领域。陈卫强介绍，在智能办赛方

面，亚组委搭建了以赛事总指挥部为核

心的数字指挥平台，为各层级指挥长提

供一体化、数字化决策辅助；在智能参

赛方面，亚组委上线了数字参赛服务平

台“杭州亚运行”，为运动员、技术官员、

媒体等提供全方位的智能赛事服务；在

智能观赛方面，亚组委打造了首个数字

观赛服务平台“智能亚运一站通”，还上

线了亚运 AR服务。

9 月 19 日，杭州亚运会的 4 个项目

已在 10 个场馆进行比赛。陈卫强表

示，目前，杭州亚运会 54 个竞赛场馆、

30 个训练场馆全面建成并顺利通过赛

事功能验收，所有比赛器材、保障设施、

运行团队已准备到位，并通过了 53 场

亚运测试赛、奥体中心 4 万人压力测

试、亚运综合演练等实战检验。

杭州亚运会开启亚运筹办数字化时代

科技日报杭州9月 20日电 （记者

江耘 何亮）“对我来说，这像是充满意

义的 5000 米。”手持亚运火炬奔跑、完

成 50 米传递接力后，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协副主席、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

意犹未尽。

9月 20日，在浙江省 11个地市传递

后，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火炬传递重新

回到杭州。担任第 2 棒火炬手的施一

公在与第 1棒、第 3棒火炬手交棒时，共

同挥拳打气、摆“金鸡独立”造型，令现

场气氛更为热烈。

2008 年 2 月，施一公全职回到中

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

长。作为知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也

是热心体育、爱好长跑的业余运动员。

此次在西湖大学所在城市担任亚运火

炬手，施一公由衷感到骄傲。

“花时间锻炼身体，可能会让身体

感觉疲倦，学习效率降低……”对于这

类观念，施一公的看法是，适度锻炼可

以改善身体机能，不是非要跑得气喘吁

吁、满头大汗，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用自己能接受和适应的方式，逐渐

养成运动习惯，强身健体。“体育锻炼不

是运动员的专属，是全社会每一位公民

都可以享有的生活方式。”施一公说。

施一公的体育情结，源于少年时代

的一次受挫。读初三那年，他意外地报了

校运动会 1500米长跑项目，结果跑了倒

数第一。从那以后，施一公便开始练习跑

步，从几百米到几公里、从公路到越野，经

过一年多的锻炼，他的成绩显著提升。

在施一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体

育与科研多年来一路相伴：在清华大学

求学期间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创下 1

公里场地竞走项目校纪录；在美留学、

工作 18 年间尝试踢足球、滑冰；回国任

教、创办西湖大学后，坚持长跑，参加马

拉松比赛……

火炬传递现场，施一公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我从初中就开始坚持跑步，至

今也是每天都会跑步，算起来跑了 40

年，得益于坚持体育锻炼这一习惯，我

的身体、工作都受益良多。”

“火炬传递的体育精神，体现的是

人类克服困难、战胜自己、继续向前的

精神。体育和科研有共同之处，没有

‘最好’，都是在努力追寻更快、更高、更

强。”施一公如是说。

杭州亚运会火炬手施一公：

体 育 和 科 研 都 讲 究 不 断 追 寻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近日，在上

海松江小昆山万亩良田现代农业示范区，由松江小

昆山政府牵头的 80 亩富氢水稻试验田迎来丰收。

在正式收割前，上海同初蔬菜合作社负责人项晓亮

特地来到田间观察富氢水稻长势。他欣喜地看到，

与旁边的普通水稻相比，经过富氢水灌溉的水稻在

高度和颜色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别。那么，这里的富

氢水稻究竟有什么特别？这种技术对水稻的产量和

品质有何影响？

富氢水稻是用富氢水灌溉的水稻。“氢是全球公

认的强抗氧化剂和还原剂，在人体和农作物上表现

出一种有选择性的抗氧化特性。这种特性能够保留

对人体和农作物有益的活性氧，并中和掉 2%左右的

有害活性氧。”项晓亮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道，基于

这种特性，用有效浓度的氢水灌溉水稻，能让水稻根

系变得非常强壮，并提升水稻抗病能力。

记者了解到，采用富氢水灌溉农作物或氢气处

理农副产品，能够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是近年来

国际农业研究的前沿技术。目前，我国与氢相关的

技术在能源领域应用比较广泛，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还没有完全开始。而在农业方面的应用，之前只是

小规模的尝试，这次松江区面积达到 80 亩的富氢水

稻试验田，是首次中试级别的规模。

从实验室到农田，除了设备的调试，对农作物不

同发育阶段所需要的氢水浓度，以及用水量的多少，

都需要经过大量实验，这也是富氢水稻技术的核心

竞争力所在。据介绍，今年 3月份，项晓亮团队在松

江选择好地块后，经过 4月份水源、电源、管道施工，

以及考虑 5 月—9 月的气候等情况，在水稻生长的

4—5 个节点，使用不同的氢水浓度对水稻进行有效

灌溉。“我们要不停地观察植物的生长节点，及时浇

灌有效浓度的氢水。有效浓度的控制非常重要，不

同种类农作物会产生不同的数据，这也是行业内的

商业机密。”项晓亮说。

就在采访的前两天，项晓亮团队对刚收割上来

的湿稻谷进行测试对比，数据显示富氢水稻湿稻谷

重量分别比另外两块没用氢水灌溉稻田的稻谷重

11.2%和 7.9%。接下来，他们会花几个星期的时间，

利用专业的测试设备进行物理和化学对比分析。

除了当地的种植户，水稻种子专家也常常来考察这里的富氢水稻。松江水

稻研究所所长陆铭昌表示，根据去年富氢水稻的数据来看，富氢水稻的抗台风能

力比一般水稻提升了 70%，垩白粒率减少了 30%。此外，影响稻米口感的指标

“直链淀粉”达到 11.4，降低了 7.3%，意味着富氢水稻的口感更加软糯。

值得注意的是，富氢水还可应用于果蔬、渔业以及畜牧业领域。此前，项晓

亮已经在有机农场对番茄、草莓、绿叶菜等多种品类进行了 2—3年的实验观察，

结果经氢水灌溉的果蔬，长势向好达到肉眼可见的效果。另外，项晓亮团队还计

划与鱼塘、养猪场合作，将氢水技术推广到养殖领域。

据介绍，此次松江区将氢科技用于规模化水稻大田的实践尚属国内首次。

在现场操作过程中，松江区政府、企业和水稻研究专家进行了实地工况的各种磨

合，取得了很多经验，为今后在大田粮食作物氢科技有效利用方面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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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树文 本报记者 王 春

“我们主打的建筑节能效果超过

传统建筑的 90%……”9 月 20 日，由河

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

十五届既有建筑改造大会在河北高碑

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高碑店市委书

记贾伟斌在进行绿色建筑产业推介中

援引这一数据时表示，我国既有建筑

的节能改造正从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向零能耗、产能型迈进。

“绿色可持续与抗灾韧性是城市

更新的重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工业大学教授杜修力致辞时表示，他

在研究与实践中发现，城市更新行动

是重塑城市功能，提升规划、建设与治

理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

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

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这需要做

好一个尊重和五个统筹。”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城市建设与

更新处处长田永英坦言，城市建设得好

不好，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是前提。

如何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成为与

会专家的关注焦点。杜修力强调，应

通过汇聚“政、产、学、研、用”力量，共

同解决城市更新中的关键科技问题，

推动城市更新行业发展。

田永英认为，要通过科技创新、文化

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不断培育和发

展新消费，激发存量空间，促进产业升级，

释放发展新动能，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水平治理。

与会专家们认为，推动既有建筑改

造向节能、宜居、人性、智慧方向迈进，是

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实

施指导监督处处长聂明学表示，智慧

家居系统、智慧信报箱等设施中的数

字化、信息化应用，成为当前“好房子”

建设的新标准。

大会上，河北保定既有建筑改造

案例引发关注。“我们去年改造的 200

余 个 老 旧 小 区 ，居 民 满 意 度 达 到

90%。”保定市市长闫继红表示，这得

益于保定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由政府

“端菜”变为群众“点菜”。

无体检，不更新。“先体检再更新，以

体检结果为基础，补齐设施和服务短板，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河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副厅长赵春旺介绍，为推动城

市更新，他们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

为向世界传递中国绿色发展理

念，点燃绿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贾伟斌还表示，高碑店市将于 2024 年

9 月召开第六届中国（高碑店）国际门

窗博览会暨 2024 中国（高碑店）国际

超低能耗建筑大会。

科技赋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第十五届既有建筑改造大会探索城市更新转型新模式

◎本报记者 陈汝健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作为

汽车测试的重要一环，新能源汽车高

寒测试影响到整车性能开发质量。9

月 19 日，2023 年黑河新能源汽车高寒

测试技术暨寒区标准研讨大会召开。

黑河作为黑龙江省北部边境城

市，全年长达 209 天结冰期，漫长冬季

和独特的冰雪资源，使得黑河每年适

合开展汽车冬季测试的时间长达 4 个

月。黑河市政府副市长景泉致辞表

示，新能源汽车作为绿色、环保新兴产

业，正日益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趋

势，开展高寒测试技术及寒区标准研

究尤为重要。黑河寒区试车产业起步

早，试车设施完备，城市服务功能完

善。未来将通过产学研合作，制定从

整车测试、零部件测试等一系列技术

标准和规范，把黑河打造成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一流试车标准化服务城市。

截至目前，黑河市已建有8家试验

企业，16处汽车试验场，另有24户车企

建立了专属试验基地。黑河现已成为

全国寒区汽车测试首选地，寒区试车量

占全国80%以上，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授予“中国寒区试验基地”称号，拥有

“中国汽车寒地测试之都”美誉。

专家研讨新能源汽车高寒测试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