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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合肥3月 19日电 （记者

吴长锋）记者 19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在光量子行

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他们利用人工

神经网络作为开放系统中混合量子态

的有效拟设，并通过提高神经网络的训

练效率，在具有内禀高维结构的开放光

量子行走系统中，首次实现了高保真度

混合量子态重构。相关成果日前发表

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上。

量子行走在量子模拟和量子计算

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最近，基于人工

神经网络学习开放量子系统的方法在

理论上被提出。但随着系统规模不断

增加，神经网络要保持对其混合量子态

的高表达能力，就需要更为复杂的网络

结构。因此，直接应用该方法重构大规

模开放量子行走中的演化状态，将面临

复杂的网络训练问题。

研究团队构建新型干涉测量装置

以显著增加测量基数目，并通过建立开

放量子行走系统与受限玻尔兹曼机网

络模型之间的映射，以及开发新的梯度

优化算法高效训练神经网络，最终完成

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开放量子行走系统

中混合量子态的有效表征。

研究显示，仅利用相对于传统态层

析方法 50%的测量基数目，即可实现平

均保真度高达 97.5%的开放光量子行走

的完整混合量子态表征。同时，采用新

算法的神经网络训练迭代次数可以减

少一个数量级，并且可以高效规避局域

极小值的影响，使损失函数到达更低取

值，从而极大提高重构保真度。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高效的神经网

络混合量子态层析方法为开放量子行

走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并为

进一步研究噪声辅助的量子计算和量

子模拟奠定了基础。

开放光量子行走的高效机器学习成功实现

春分将至，多地农民抢抓农时开
展春种、春管等工作，田间地头一片
忙碌。

图为 3 月 19 日，农技工作人员
在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三秀社区
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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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传来一个好消息：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研发的高端

ECMO（体外膜肺氧合）全系统样机即

将进入临床试验。

ECMO 系统被称为危重症患者的

“救命神器”。由于高技术门槛和国外

垄断，此前我国临床 ECMO 设备和耗

材全部依赖进口。

国家所急，人民所需，“敢为”的北

航人迎难而上。

“学校组织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

者组成攻关小组。团队加班加点查阅研

发资料，分解关键技术难点，拆解技术方

案，逐个击破问题，整理出一套快速定位

问题、突破核心技术难点的理论体系，设

计的原理样机在关键性能上赶超国际先

进ECMO系统。”项目负责人、北航生物

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陈增胜说。

在北航，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北航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中孕育了‘敢为’精神。”北航党委

书记赵长禄说，“这种精神又激励我们

勇闯‘无人区’，产出更多一流成果。”

文化凝心：“敢为”的动力

走进北航校史馆，映入眼帘的是一

面气势磅礴的雕塑墙，“空天报国”四个

大字在墙上熠熠生辉。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为夺取制空

权，党中央提出“急需办一所航空大学”。

两年后的这一天，抗美援朝纪念日，北京

航空学院（北航前身）举行成立大会。

从肩负报国使命诞生之日起，“敢

为”就成为北航的精神内核。

从大干 100 昼夜，造出新中国第一

架轻型客机“北京一号”，到新世纪以来

相继设计发射“北航 1号”至“北航 4号”

火箭，并接续创造多个“中国首次”，“敢

为”成就了几代北航人接续攻关的故事。

房建成教授被许多人称为“陀螺院

士”。他带领团队研制出磁悬浮控制力

矩陀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这个沉甸甸的奖项背后，是三代人的

“陀螺梦”。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中国航空仪表

与惯性技术奠基人林士谔为代表的北

航第一代“陀螺人”从零起步，开启了中

国 完 全 自 主 创 新 的 陀 螺 惯 导 研 究 。

1981 年，以张惟叙教授为代表的北航

第二代“陀螺人”成功研制出光纤陀螺。

“北航有一句话，叫‘30 年一代陀

螺仪、40 年一代发动机’。”作为北航第

三代“陀螺人”，房建成深有感触地说，

“正因为难，所以必须有坚持不懈、坐冷

板凳的精神。”

三代人的“中国心”“长鹰志”“电磁

魂”……这样的故事在北航屡见不鲜。

沈元学院、士谔书院、冯如书院，原

创音乐剧《罗阳》，原创话剧《百年守锷》

《永恒》《为民》……这些故事又在一个

个名字、一段段演绎中，赋予“敢为”更

丰富的内涵，激励新时代北航人为打破

制约国家行业发展的瓶颈而接力奋斗。

“敢为”的年轻一代不负众望。在

2023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北航有 9

位青年科学家担任项目负责人，平均年

龄仅 35.5岁。

机制创新：“敢为”的底气

如果说良好的创新文化是北航人

“敢为”的内核，那么，不断完善的科研创

新体制机制，则是北航人“敢为”的底气。

赵长禄说，面向以多学科交叉融合

为主要特征的“大科学”时代，北航不断

加强顶层设计，着力破除发展壁垒，开

展有组织的科研，持续构建体系化创新

能力——

坚持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前沿研

究双轮驱动，组建学科交叉团队，以重

大型号为牵引持续攻关，深化产教协同

创新机制，打通纵向创新链，构建横向

交叉链；

面向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核心技

术与科学问题，积极推动重大平台、重大

科学装置、重大系统建设，优化科技平台

布局，抢占科技竞争战略制高点；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构建“学院+

研究院”体系化机构布局，推动建设以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国际交叉科学研究

院、前沿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等为代表

的科研“特区”……

以航空发动机研究院为例，该院采

取“2+N”模式，即以北航和中国航空发

动机集团为核心，联合国内外多家高

校、企业，紧密协同供给侧和需求侧，提

升项目立项和成果孕育的精准性。

“我们瞄准未来新一代航空发动机

‘跨速域、跨空域、长航程’的发展需求，

以‘揭榜挂帅’形式设立基础研究项目，

吸引、聚集国内外智力资源，孕育重大

原创成果，提升我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

的引领力。”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胡殿印说。

紧盯“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航

空发动机研究院以徐惠彬、宫声凯、陶

智等院士为总指挥，以 100 余位全时研

究人员、近 80 位分时研究人员、100 余

名博士研究生为主力军，形成了多支型

号支撑和联合设计团队。

创新机制孕育高水平成果。赵长禄

介绍，新世纪以来，北航先后获得15项国

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其中国家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9项，位列全国高校第一。

长航时无人机亮剑长空、激光增材

制造破解重大工程复杂零部件制造难

题、高温热障涂层为发动机装上“金钟

罩”、全球领先低湍流度气动声学风洞

建成……在 C919、北斗导航等重大工

程中，处处可见北航人的身影。

科教融合：“敢为”的土壤

北航 2022 届本科生黄森的毕业设

计很特别。以“共研一架飞机”为目标，

依托学校的“新一代全数字化飞行器科

教协同平台”，他和来自不同学院的老

师、同学，一起完成了“智能协同无人机

数字化协同设计”大课题。

这一科教协同平台由北航航空科

学与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机载中心共建，涵盖协同设计区、飞行

模拟器区等多个功能区域。

“在平台支撑下，6 个学院的 35 名

老师、69 名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共

同研制出新一代‘数字飞机’。”北航航

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潘翀介绍。

近年来，北航持续推动学科、平台、

团队一体 化 发 展 ，打 造 出 10 多 个融

实践教学、科研创新、人才保障于一体

的科教协同平台。所有平台面向全体

学生开放，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凝

聚不同专业的学生组建团队，开展科技

竞赛等“双创”活动。

科教协同平台的建设，有效促进了

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深度融合，让创新

生力军在“敢为”的土壤中茁壮成长，成

为北航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载体。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连续 5

年捧得首都“挑战杯”、连续 5 届获得

“挑战杯”创业竞赛“优胜杯”，师生的创

业项目“磁悬浮胶囊胃镜机器人与靶向

给药微纳米机器人”“投影 AR”等成为

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一大批拔尖

创新人才在北航科教融合的实践中脱

颖而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2024年

经济工作的首位，这对科技创新提出了

更高要求。”北航校长王云鹏表示，“我们

要继续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和学科交叉融

合的优势，将高水平科研优势转化为高

质量育人能力，以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

养支撑高水平科研，实现科技创新体系、

产业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度融合，

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北 航 ：“ 敢 为 ”出 一 流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五部门联合

印发了《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

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

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底，中小企业知

识产权意识和专利转化运用能力得到普

遍提升，培育一批以专利产业化为成长

路径的样板企业，从中打造一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助推

一批符合条件的企业成功上市；形成一

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专利密集型产品，

大力推动专利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在解

读文件时表示，为落实《专利转化运用

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部署，

切实破解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利转化难、

广大中小企业技术获取难这“两难”问

题，培育更多依靠专利技术成长起来的

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国家知识产权

局等部门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微企业数

量超过 5200 万户，其中科技型中小企

业 50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 46.5 万家、创

新型中小企业 21.5万家、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10.3万家，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的重要源泉。上述负责人分析，随着市

场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科技型创

新型中小企业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

作用，更加注重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

优势，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资源

要素缺乏、专利产业化能力较弱等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创

新和发展壮大。

“《实施方案》的总体思路是，面向

具备创新能力的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

业，采取‘普惠服务+重点培育’相结合

的方式，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

长。”上述负责人说。

在普惠服务方面，《实施方案》面向

广大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围绕专利

产业化，强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供

给，不断提升服务的均等化、可及性水

平，让中小企业有公开便捷的路径找到

公共服务，有公平均等的机会享受公共

服务的政策红利。

在做好普惠服务的基础上实施重

点培育，《实施方案》重点支持一批高成

长性中小企业成长壮大，探索以专利产

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的有效路径，提

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成功经验。重点培

育工作分为遴选样板企业入库和对入

库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两个步骤。

“建立专利产业化样板企业培育库，

给予相关政策支持。”上述负责人介绍，

《实施方案》从产业领域、科研实力、知识

产权等维度设定10个评价指标，形成入

库企业基本标准，力求遴选出专利产业

化基础好、前景好的中小企业。

同时，该负责人说，科技型创新型中

小企业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

需要得到的政策支持也不相同。《实施方

案》聚焦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

题，面向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特别是

入库企业，提供相应的支持政策，力争实

现服务效益最大化。 （下转第三版）

培育一批专利产业化样板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解读《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实施方案》

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全 国

春季农业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会 议 3 月 18 日 在 河 南 省 新 乡 市 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强日前对做好春季农业生产暨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关键一年，做好“三农”工作、夺取全

年粮食和农业丰收意义重大。各地

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全国

“两会”精神，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坚决扛

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全力抓好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确保把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当前，春季

农业生产进入大忙时节。各地区各

部门要精准细致抓好春季田管和春

耕备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技

术指导服务，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

障农资生产供应，抓好农业防灾减

灾，奋力赢得全年丰收主动权，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李强

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和全国“两会”部署，抓紧抓好春季

农业生产各项工作，为夺取全年粮食

丰收奠定坚实基础。要不误农时做

好春季田间管理，加强春耕备耕服

务，落实粮油春播面 积 ，抓 好“ 菜 篮

子”产品稳产保供。要聚力推动粮

油作物大面积提高单产，加强技术

集成推广和协同创新，针对性开展

指导服务。要务实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管护，完善标准体系，科学确定

建设任务和优先序，落实管护责任，

严格工程质量和资金监管，确保建一

块、成一块。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

灾，强化监测预警，健全部门联合会

商和应急响应机制，牢牢掌握抗灾夺

丰收主动权。要统筹抓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增收、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化农村改

革等工作。

会前，刘国中还到河北邢台实地

察看了灾毁农业设施修复和冬小麦

长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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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刘桂源 实习记者

刘侠）记者日前获悉，位于四川成都未

来科技城应用性科创区的民航科技创

新示范区（B 区）航站楼项目，近日取

得施工许可证。这也意味着全国首个

模拟验证机场开工。

该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预计模拟验证机场将拥有 1

条长 1200米的模拟跑道、2条滑行道、

2 组垂直联络道、11 个各类机位的站

坪。目前，模拟跑道正加紧施工，入口

服务用房已投入使用。未来，该机场

将作为中国民航科学实验基地，承担

机场、航空运输和新兴技术测试验证

工作，成为推动民航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的重要平台。

“模拟验证机场是完全参照民航

机场建设标准打造的‘袖珍机场’，虽

然投用后不会起降飞机，但是其作用

和意义不可小视。该机场将作为中国

民航科学试验基地，承担机场、空管、

航空运输和新兴技术等测试验证任

务，同时可用于开展民航科普教育或

承办大型科技展览活动。”中国民航局

第二研究所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该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

不仅是全国首个民航科技示范区，还

将建成国内领先、具备完整民航科技

产业链和产业聚集特征的民航原始创

新策源地，并打造亚太领先、国际一流

的民航工程技术创新及应用验证基

地，助推我国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随着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

（B 区）的加速建设，一个涵盖空管、适

航、机场、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新兴技

术应用等领域的民航业完整产业链已

轮廓初显。这也将为成都未来科技城

打造临空高端制造产业聚集区、高端人

才聚集区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区，提

供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协同创新组

织动力，形成并放大产业链辐射效应，

构建临空经济产业发展新格局。

全国首个模拟验证机场开工

科技日报西安 3月 19日电 （记

者史俊斌 通讯员魏梦鸽）记者 19 日

从西北大学获悉，该校地质学系、大陆

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刘鹏副教授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李国武教授团队

申请的两种新矿物，近日经国际矿物

学学会新矿物命名与分类专业委员会

审查、投票，均通过认定。两个新矿物的

中文名为褐磷钒铁铅石和绿磷铁铅石，

国际矿物学会编号为 IMA2023-113 和

IMA2023-119，英文名为 nigelcookite

和 plumbojohntomaite。

褐磷钒铁铅石和绿磷铁铅石均属

于绿磷铝钡石族。这两种磷酸盐新矿

物的晶体结构特征与绿磷铝钡石族其

他矿物相似，均为单斜晶系。

据悉，这两种新矿物均发现于广东

玉水铜矿。该发现为绿磷铝钡石族增加

了两个新的端元，与该团队此前发现的

重稀土矿物景文矿、文兰钒钇矿、毓川碳

钇矿产地相同。自2021年10月起，该团

队已在玉水矿区发现了5种新矿物。

我科学家发现的两种新矿物获国际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