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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 19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迎来

百年诞辰，其中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有我国相关基础科学领域的奠基者。

“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为我国

科技事业的创新发展和自立自强作出了

杰出贡献，同时也是科学精神和科研道

德的典范。”5月28日，在2024年“科学人

生·百年”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中

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

胡海岩院士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老一

辈科学家学习致敬，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排头兵。

邓稼先院士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

工作，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今年迎来百年诞辰。在主题宣传活动

的院士风采展上，邓稼先胸怀祖国、追

求真理的事迹格外感人。

1979 年的一次核试验，由于氢弹

下降速度过快，试验没有成功。为了尽

早找出试验失败的原因，邓稼先决定亲

自到试验场勘察情况。这一决定遭到

现场人员的强烈反对：“您是院长，您怎

么能去呢？”邓稼先却说：“就因为我是

院长，所以我必须去。”强烈的爱国心和

责任感让邓稼先义无反顾冲到试验场

找到了核弹的碎片，并近距离进行观测

研究。通过仔细分析，他最终确定试验

失败并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而是飞

机在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造成的。

查明真相的邓稼先长吁一口气，但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肯定有事了。

他对核弹的放射性危害再清楚不过了，

仅仅一克重的钚就可以毒死一百万只

鸽子，一旦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

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几天后，邓稼先

到北京的医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

液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

呈粉末状，肝脏也受到损伤。

与邓稼先一样，国家最高科技奖获

得者闵恩泽院士今年也迎来了百年诞

辰。院士风采展上，闵恩泽应对挫折的

故事给人深刻启迪。

20 世纪 50 年代，闵恩泽致力于小

球硅铝催化剂的研发，试验过程中常蕴

含着危险。有一次发生了掉带事故，闵

恩泽亲自钻进高温烘烤的干燥室，重新

设计了自动调带装置，才将问题解决。

由于技术、经验的不足，他和同事们在

几间简陋的平房里反复试验，失败、再

试验、再失败……闵恩泽认为那是一个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过程。经过 3

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闵恩泽和他的团队

最终生产出了高质量的小球硅铝催化

剂，保证了我国催化剂的及时供应。

闵恩泽经常告诫年轻人，科研不可

能一帆风顺，总是充满挫折。他甚至给

研究生开了一门名为科研挫折率的

课。他常说：“错误和挫折教育我们，使

我们变得聪明起来。”在闵恩泽看来，没

有失败和挫折，就不会有成功，遇到挫

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克服了它，就

会走向成功。

19 位迎来百年诞辰的院士，每一

位都有精彩感人的故事。2024 年“科

学人生·百年”主题宣传活动就是为了

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公众系统地展示

19 位百年诞辰院士的院士语录、科学

成就、科学精神和院士风采，传播院士

们矢志报国的崇高理想、勇于创新的科

学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淡泊名

利的人生态度。启动仪式后，主办方将

陆续在各地科研院所、高校、中小学校、

展览馆、图书馆举办院士风采展。

（科技日报北京5月28日电）

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 勇做科技创新排头兵
——2024年“科学人生·百年”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弘扬科学家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想象一下，利用阳光的力量来清除我们周围的

污染物，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我们团队研发出

了可用于室内空气净化的光催化材料，它可以直接

涂抹在墙壁、家具等表面，就像一个‘挂在墙上的空

气净化器’。”5月 28日，在哈尔滨市科技大厦开设的

科技大集现场，黑龙江大学教授曲阳向参观者介绍

着团队研制的新材料。

作为 2024 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的重头戏，首

次举办的科技大集活动，吸引 8 所高校院所和 70 余

家企业参与。黑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陈苏

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为让科技周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首次设立了科技大集，把高校科研院所藏在深

闺中的成果摆到大集上，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实现高

质量就地转化。”

借助科技大集，“躲”在实验室的科研成果纷纷

走上舞台。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

江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相关代表，依次登台推介高

质量可转化成果。

哈尔滨凯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也借此

平台，提出了制约企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向有识之

士抛出橄榄枝。“目前，我们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供水实时监控、趋势预测、

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处置等功能。希望各高校、科研

院所，在统一视频接入和视觉分析平台、二次加压泵站

区块链技术两方面助力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哈尔滨凯

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军军说。

为给科研院所和企业搭好鹊桥，推动更多“科创

之花”结出“产业之果”，科技大集各项硬件设施设置

周全。记者看到，科技大集设置展示区、洽谈区、查询

区等多个功能区。LED大屏持续滚动播放黑龙江省

首批最具转化潜力的科技成果，人们也可以在展区自

助浏览成果详情。查询区内，科研单位、企业家们可

自助查询黑龙江省各项科技成果转化利好政策。对

谁家产品感兴趣，还可在洽谈区进一步了解咨询。

在展示区，人工智能、新材料、航空装备、冰雪体

育、数字创意、医疗装备等最新科研成果应有尽有。

特展区内，曾在“天宫二号”上实现国际首次人

机协同在轨维修试验的灵巧手、可在深海中自主航行的微小型水下机器人等尖

端装备引人注目。高科技能上天入海，也能走进百姓生活。实物展还展出了龙

粳 31、龙粳 49、绥农 42等由农业专家精心培育的高产品种，运用创新技术加工的

胚芽米、九三豆油等农产品也悉数亮相。

如果对科技成果理解不直观，还可以到科技创新体验展上亲身体验。连日

来，大集上的智能超声机器人一直没闲着，只见“患者”仰卧在检查床上，超声探

头在六维力传感器的带动下灵活滑动，而操作者可能是距离几千公里外的超声

专家。

“目前我国资深超声医师严重不足，且地域分布不均，而超声机器人可以解

决一些落后地区医疗不足的困境。”哈尔滨库柏特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鲁钰介

绍，超声机器人已经深度学习了 50 余位国内顶尖超声医生的手法，可称得上是

全能技师，对于患者身体各部位的超声检查得心应手。同时，在 5G技术助力下，

超声机器人还可实现远程医疗。 （科技日报哈尔滨5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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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丽云 朱 虹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8日电（记者

张盖伦）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之

际，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了全国史学界

研究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场重

大成果发布会。本次发布会发布的6部

重大成果，是从全国百余种史学成果中

遴选出来的首批学术精品。它们是《文

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

释》《彩陶之路——考古所见早期东西文

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中国近代通史

（修订版）》《中国式现代化简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历史文化中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100讲》。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史纲》（以下简称《史纲》）由中国科学院

院士白春礼主编、数十位资深科技史专

家编撰，于 2023 年 12 月由科学出版社

出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

所长关晓武介绍，该书是对 1949 年以

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系统研究成果，全

书分为上、下两卷，分别以通史纲要与

重大科技成就专题的形式，梳理了新中

国科技发展的宏观脉络，深入剖析了科

技政策与体制、机制的发展历史，总结

了 70 多年来重大科技成就的形成与意

义。该书还展现了国际环境下科技、教

育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反映了

国家科学技术体制与战略布局的演进，

探求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关晓武说，通过史论结合的专题研

究，该书分析了国际背景下的科学传播

与科学发现、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以

及科学、技术、教育、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探讨了现代科

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与世界文

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这部著作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科技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描

绘了一幅中国科技事业在 70 多年发展

中正迈向高水平自立自强，不断创造奇

迹、持续走向辉煌的宏大历史画卷。“它

为我们理解中国科技发展历程提供了

全面且深刻的视角，也为未来的科技创

新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关晓武说。

通过总结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和

成就，《史纲》为当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

科技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理论支撑，为未

来的发展指引了方向。《史纲》系统梳理

了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

历程，在全球经历重大变革的背景下，

该书的出版凸显了科技创新在全球格

局变动中的关键作用，对开启科技强国

建设新征程具有特殊意义。

关晓武还表示，《史纲》介绍的重要

科技事件和典型科学家，也给弘扬科学

家精神、推动科技发展和科学传播提供

了宝贵素材。

科技史研究入选全国史学界首批重大成果

到 2027 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

保护能力现代化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更加全面系统；到

2035 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保护能

力现代化基本实现……近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了《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

该《方案》旨在加快建设支撑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助

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方案》提出，建设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重点在知

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标准体系、知识产权

执法司法体系等七个方面开展。

“《方案》是新时代推动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建设的‘施工图’，主要从知识产

权保护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出发，系

统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谁来建’和

‘怎么建’的问题。”5月 28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新闻发言人、知识产权保护司司

长郭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方案》提出要建设知识产权快保

护机构。郭雯介绍，目前全国主要的

大城市、经济强市基本都建设了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主要小商品、快消商品

产业集聚区基本都建设了快速维权中

心。全国共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71 家、快速维权中心 42 家，在快

保护机构备案的企事业单位已经超过

15 万家。

郭雯说，今年 1月至 4月，全国快保

护机构共受理维权案件 3.5 万件，平均

办理周期仅 2 周左右，通过预审的发明

专利授权周期保持在 3 个月以内。快

保护机构为创新主体、经营主体提供集

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

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站式”综合服务，极

大便利了权利人获权维权。

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方案》提出

要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

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丁广宇

介绍，“三合一”改革在统一司法标准、

提高案件质效、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方

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针对知识

产权恶意侵权、严重侵权行为，全国法

院 2023年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件 319件，

同比增长 117%；判赔金额 11.6 亿元，同

比增长 3.5 倍，显著提高了侵权代价和

违法成本。

此外，《方案》提出要构建知识产权

保护社会共治体系。郭雯表示，这一工

作的重点在于坚持政府引导和行业自

律，充分发挥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公证

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力量在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作用。国家知识产

权局将按照《方案》部署，加强知识产权

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依法依规对知识

产权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进行惩戒，持续

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积极构

建便捷高效、解纷多元、社会各方广泛

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共治体系。

系 统 回 答“ 谁 来 建 ”“ 怎 么 建 ”
——相关部门解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施工图”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8日电 （记者

刘园园）记者 28 日从中国煤炭科工集

团（以下简称“中国煤科”）获悉，中国煤

科西安研究院透明地质公司近日利用

高精度激光雷达扫描建模技术，绘成了

国内首张全矿井厘米级扫描地图。这

份地图实现了全矿井巷道的测绘级扫

描与重建，以厘米级精度刻画了矿井地

下实况。

“巷道是煤矿进行生产活动的主要

场所，也是构建智慧矿山和透明地质的

重要节点。由于巷道中的生产活动集

中，内部环境复杂多变，因此一直是测

量成像的难点。”中国煤科西安研究院

透明地质公司总经理刘再斌介绍，公司

积极探索新技术，采用先进的便携式激

光扫描设备，对煤矿全巷道进行全面细

致地扫描，并结合特有的全局标定与配

准技术，成功构建了高精度点云模型。

据介绍，高精度点云模型不仅可以

全面呈现巷道的实际尺寸和结构，为煤

矿井下设备精准定位提供数据支持，还

能通过接入煤矿实时动态数据库，实现

模型数据的实时动态更新和可视化展

示。该模型为煤矿的智能定位、智能巡

检和安全监测工作提供了支撑，提升了

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全矿井激光扫描高精度建模技术

的成功应用，不仅提高了测量工作的效

率和精度，更为煤矿安全生产和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刘再斌

表示，未来，中国煤科西安研究院透明

地质公司将根据煤矿智能化生产的需

求，不断对该技术进行迭代升级，持续

为煤矿安全生产和高效运营提供更多、

更加可靠的技术支持。

国内首张全矿井厘米级扫描地图绘成

在 5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全国
科技活动周期间，科学家精神专题
展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 11
号馆举行。本次展览题为“追逐时
代的科学星辰”，按照“爱国、创新、
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
精神内核，设置了六大部分。内容
涵盖了数十位科学家的先进事迹，
以及老科学家的书信手稿、记录笔
记、入党誓词等多件展品。

图为观众观看科学家精神专
题展。

本报记者 洪星摄

追逐科学星辰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8日电 （记

者付毅飞）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 室 消 息 ，北 京 时 间 5 月 28 日 ，神

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

次 出舱活动 ，用 时 约 8.5 小 时 ，刷 新

了 中 国 航 天 员 单 次 出 舱 活 动 时 间

纪录。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

李广苏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

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完成了

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

设备设施巡检等任务。叶光富、李广

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

得圆满成功。

这是叶光富再度漫步太空，李广

苏首次执行出舱活动任务。

按计划，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

务期间还将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

试验，以及航天员乘组出舱活动和应

用载荷出舱任务。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

（上接第一版）
上汽乘用车制造工程部总监宋政

告诉记者，近年来，临港基地聚焦全业

务链数字化运作，融合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了

“智工艺、智生产、智物流、智品质、智

运营”的应用生态圈，助力制造效能飞

跃式提升。

今年是宝钢股份全面推进人工智

能（AI）战略的元年。前不久，其 AI算

力中心正式上线。宝钢股份与华为公

司签署全领域合作协议，探索 AI大模

型在钢铁行业的应用，计划涵盖炼钢、

工艺控制和性能预测、新钢种研发、风

险防控等多个专业领域，推动钢铁生

产流程的智能化升级。

从“体力炼钢”到“指尖炼钢”，自

此，钢铁巨人宝钢股份告别了传统钢

铁冶炼的“傻大黑粗”模式，和 AI融合

共生，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向新型工

业化不断迈进。

智能工厂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的主阵地。当前，上海正加快智能

工厂建设，全面实施“智能工厂领航行

动”，推进“20035”工程，即到 2025 年，

上海新建 200 家智能工厂、20 家标杆

性智能工厂。

数智融合加速企业转型升级

在数字化制药路上，传统制药企

业正在执着探索。

拥 有 百 年 历 史 的 上 海 医 药（集

团）有限公司信谊制药总厂（以下简

称“ 上 药 信 谊 ”），常 年 需 要 生 产 30

多种药品。2014 年，借助微生态“梦

工厂”这个数字化高起点，上药信谊

率先开始医药行业的生产执行系统

探索。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除了顶层

设计，底层逻辑也很重要。”上药信谊

副总经理钱磊介绍，以微生态“梦”工

厂为例，由于它生产的是活菌生物制

剂，在生产过程中，既要有无菌保障措

施，又要提升产品的活菌数。在引入

标准生产执行系统时，必须贴合活菌

生物制剂产品工艺，包括菌种的发酵、

离心、冻干，尤其是制剂的批次管理，

去设计系统流程。10 年来，上药信谊

实施部署了多个核心业务系统，并实

现了与高架库、机器人、生产设备等硬

件设备的互联互通。

在长江口，蓝天白云掩映着红色

桥吊设备，昔日高污染的煤炭码头“焕

新”归来，变身绿色低碳的智慧港口。

作为国内首个系统化旧码头改造工

程，上海港罗泾港区集装箱码头是上

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打造

的全新一代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相较于在开阔水面造一个新码

头，旧码头改造更为复杂，必须满足

绿色、低碳、环保要求。”该集团工程

指挥部副总指挥秦涛说，为顺应数字

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工程改造采用

“自动化单小车集装箱装卸桥+自动

化 AIV（无人智能转运车）+自动化轨

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装卸工艺方

案，集成当下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技

术，为上海港未来箱量的增长打开新

空间。

“智造”成为上海制造业转型的

又一张代表性“名片”。上海锚定到

2025 年全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

字 化 转 型 比 例 不 低 于 80% 的 目 标 ，

以 人 工 智 能 、5G、区 块 链 等 技 术 赋

能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在 制 造 业

“数智化”方面，上海拥有领先技术，

更有多元模式及丰富业态，已形成

了不少“上海方案”。上海制造业再

出发、再突破、再跃升的产业新态势

已跃然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