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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整体科研实力不断

增强，中国作者 2023 年 SCI 发文量为

72.87 万篇。不过，中文科技期刊还是

偏弱。”在近日举行的 2024 年科技期刊

服务高质量创新发展案例发布会上，中

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杨保华称，要有自

信办好中文科技期刊，推动中文科技期

刊高质量发展。

前不久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

蓝皮书（2024）》提到，中文科技期刊论

文影响力持续提升，但发文量呈逐年减

少趋势，中文科技期刊存在优质稿源缺

乏等问题。

发展中文科技期刊的信号越来越

强烈。例如，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一期项目纳入中文科技期刊 100 种，

而该计划二期则将中文科技期刊增至

200种，数量翻倍。

谈及中文科技期刊发展举措，杨保

华建议：“首先，要建立自信，我国有很多

优秀中文科技期刊。其次，中文科技期

刊编辑团队要在学术规范、出版流程、沟

通机制方面不断完善，跟上甚至引领国

际规则。再者，中文科技期刊要紧密融

入学科和行业发展，特别是我国的优势

学科。比如，中南大学在有色金属、轨道

交通等领域办刊强大影响力，正是依托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领先世界。”

“要坚信，中文科技期刊可以成为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杨保华说。

Light 学术出版中心是负责中国科

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学术期刊、学术专著策划与出版等工作

的支撑部门，其打造了以 Light（光学）

为领军、Light子刊为梯队、中文精品期

刊为支撑的品牌期刊群。

“集群化发展是实现科技期刊跨越

式发展，提升期刊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Light学术出版中心主任张莹表示，“期

刊集群化发展需要进行管理机制创新，

以及对期刊集群进行学科差异化布

局。此外，还要培养善于集群化办刊的

人才，打造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的人

才梯队，形成顶刊引领子刊，以人才为

核心的品牌特色刊群。”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

教授、《中国感染控制杂志》主编吴安华

曾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

奖。他表示：“未来医学科技期刊想要

做好服务，就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大胆

拥抱新技术，把期刊打造成更加智能、

高效、便捷的知识服务平台。”

会议还发布了国际开放获取期刊

推荐名录（OARL）、中国开放阅读科技

期刊目录以及 2024 年科技期刊服务高

质量创新发展入选案例 3项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杨卫表示，国际

开放获取期刊推荐名录为学术界提供

了实践指引。

在 2024年科技期刊服务高质量创新发展案例发布会上，学者称——

要有办好中文科技期刊的自信

12 月 29 日 10 时，随着面纱徐徐揭下，全球设计

运营时速最快的高铁列车——CR450 动车组样车

正式亮相。

CR450 动车组最大的创新突破，是列车以时速

400 公里运行时，噪声、能耗、制动距离等指标与既

有复兴号时速 350公里运行时相当。

时速提高 50 公里，同时关键性能指标不“衰

减”，这意味着 CR450 动车组要更节能、更轻盈、更

静谧、更智能。

阻力更小：着重优化外形设计

列车高速飞驰，气动阻力会随速度的二次方增长。

从时速 350公里提速至 400公里，阻力将增加近

30%。此时，列车牵引系统的绝大部分力气都消耗

在与空气的“对抗”中。“要想跑得快，不仅要动力更

强，还要阻力更小。”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首席研究员赵红卫说。

如何有效减阻？外形设计是关键。CR450动车

组样车共有两列，一列CR450AF彰显“锐龙追梦”，一

列CR450BF寓意“科技之光”。它们的样貌和风格虽

各有千秋，但“既好看又好用”是两者的共同特点。

“在限定的空间和尺度下，追求空气动力学性能

最优，同时反映刚柔并济的中式美学，是我们的最大

亮点。”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朱彦介

绍，基于仿生学设计的 CR450BF 车头造型，充分展

现了动车组的高速度与力量感。

更值得骄傲的是，经过测试，两个新车头均使列车

运行时阻力降低2%左右，性能更优越、运行更节能。

除了车头减阻，CR450 动车组还首次采用转向

架裙底板一体化全包覆结构，它就像给动车组穿了

一条“裤子”，让动车组不惧狂风呼啸。再加上新型

材料的加持，一系列创新举措让 CR450 动车组整车

更加平顺化，空气动力学性能有效提升，运行中空气

阻力降低 20%以上。

重量更轻：全身进行轻量化改进

为了让速度加快、能耗降低，列车要在“瘦身”的

同时强健体格。研发团队开出的“药方”是一副“复

合冲剂”——进行全要素轻量化设计。

“我们应用碳纤维等新材料，大范围使用‘拓扑

优化’技术，通过精准的受力分析，找到最优的受力

结构，在该加强的位置加强，在可以去除的部分去

除，最终实现‘体重’更轻、‘体质’更强的目标。”中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陶桂东说。

电气系统是整车的神经系统，一列复兴号动车组所使用的线缆总长度超过

180公里。为了使线缆重量更轻、数量更少、占用空间更小，研发团队不断进行轻

量化、小型化改进，最终将线缆总长度减少到 130公里。

“给列车‘瘦身’，小到电缆线、大到转向架，每个部件都不放过。”陶桂东介

绍，研发团队以斤为单位，逐个称重，逐个把关。如今，列车较以往减重 10%以

上，接近一节车厢的重量。

噪声更低：采用化繁为简逐个击破策略

噪声，直接关乎乘坐舒适度。

时速提高 50公里，通常会给列车带来近 2分贝的噪声增量。“想要降低噪声，

通常要增加重量和扩大空间，可 CR450动车组既要身体轻、空间足，噪声还不能

大，这些给研制带来巨大挑战。”朱彦说。

单一材料的性能再优异，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噪声问题。面对复杂的系统

性问题，研发团队采用化繁为简、逐个击破的策略，从噪声源和传递路径出发，先

后用 2 年时间进行上百种材料比对，最终定制化开发出符合 CR450 动车组需求

的降噪结构和材料。

如今 CR450 动车组可实现客室内噪声降低 2 分贝，与既有动车组时速 350

公里运行时相当，让乘客于风驰电掣中心静身安。

为了提速 50公里，科研团队破解的难题不胜枚举。历经 7年艰苦攻关，他们

破除重重困难，成功让 CR450动车组样车下线。

接下来，科研团队还将不断在 CR450 样车试验验证与商业运行中迎难而

上，勇闯高铁科技创新前沿的“无人区”。正如赵红卫所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打

造世界商业运营时速最快的高铁。”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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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在 300 多

名胸前佩戴红花的参会代表中，一位老

者不甚高大但身板笔直，清瘦的脸庞棱

角分明，浑身散发着军人的气质。他就

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固体火箭技术

领域杰出专家邢球痕。

2022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航天固体

动力事业创建 60 周年之际，已经年过

九旬的邢球痕，亲笔题写了“六十年为

祖国铸神剑，一甲子逐梦初心不改”。

这是他对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生

日祝福，也是对他工作一生的写照。

2024 年 12 月 29 日凌晨 2 时 40 分，

邢球痕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

年 95岁。

刚毕业就勇挑重担

1953年，邢球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录取，师从航天元勋任新民，成为固体

火箭武器专业的第一期学员。这是邢

球痕人生的转折点。

1958年，邢球痕被分配到国防部五

院一分院火箭发动机研究室（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四院的前身）工作，从此与固

体动力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这一年 8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

荣臻指出，我国要掌握火箭的最新技

术。同年同月，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

动机设计组应运而生。刚毕业的邢球

痕勇挑重担，成为项目组组长。

在研制过程中，他将复合推进剂、内

孔装药设计、喷管设计等技术应用于直

径300毫米到1000毫米以上固体火箭发

动机上，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采用复

合推进剂、具有内孔燃烧新型装药设计

的300毫米固体火箭发动机。这次牛刀

初试，让邢球痕在实践中快速成长。

接下来，他参与研制了用于发射我国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

级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用于第一颗返回

式卫星的返回变轨制动固体火箭发动

机。他主持研制的某一型号固体火箭发

动机于1966年试车成功，其性能达到美国

北极星导弹用两级固体火箭发动机水平，

是我国固体火箭发展史上一项重要突破。

果敢决断出奇招

在困难时期，邢球痕和同志们没有

细粮吃黑馍，黑馍不足吃野菜。当时做

试验没有混合器，他们连洗脸盆都用上

了，任务急需时，双手就是搅拌器。一

天干下来，化学品熏得人鼻子不辨香

臭、腐蚀得双手斑点累累。

这些苦对于全身心投入事业的航

天人来说微不足道。邢球痕脑子里想

的只有科研、试验、工作，享受着一次次

任务告捷带来的兴奋与骄傲。

艰苦环境与重重困难的历练，让邢

球痕在工作中愈发坚毅果敢。

一次，邢球痕让技术员用榔头把完

好的喷管扩散段试验件绝热材料打裂，

技术员一头雾水，不敢动手。邢球痕

说：“让你打你就打，我承担责任。”打裂

后再用非金属材料修复后的产品，试车

仍然取得成功。这次非设计条件下的

试验，成为一手“奇招”，事后在潜艇水

下发射飞行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2 年 10 月 12 日，渤海海域碧波

万顷。随着指挥所发射指令的下达，潜

地导弹像一条白色蛟龙钻出海面，尾部

喷出橘红色火焰，裹着巨大的水柱，呼

啸着射向万里晴空，在海天之间绘出一

幅壮美的图画。中国第一代固体潜地

导弹的试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

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试验成功后，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

长张爱萍在大连接见邢球痕等同志时提

出了赞扬。因为在这项工作中的突出贡

献，邢球痕代表承担火箭两级主发动机

研制任务的航天四院全体研制工作者，

领取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让固体战略导弹由
梦想照进现实

1982年初，邢球痕提出研制大型固

体火箭发动机的设想。“搞出新型大型火

箭发动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他说，“有

了这个，我们的远程机动武器就好办了。”

他带领四院科研人员在以前单项

预研的基础上，加紧了研制两个不同类

型大发动机的步伐。大型发动机研制

初期，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发生燃烧

室较大面积脱粘。为了彻底查清疑点，

邢球痕果断拍板，批准了人工挖药、钢

刀切药的方案。

这项工作风险极大，操作稍有不

当，就可能导致爆炸起火。邢球痕率先

钻进药味刺鼻、闷热难当的狭小壳体查

看情况，才让工人开始作业。工人轮班

连续工作两天才挖尽脱粘部位的药剂，

随后对脱粘部位进行了修补。

1983年12月25日，经过修补的发动

机试车成功。3天后，另一台新型发动机点

火试验同样取得成功。对此，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来贺信。该成果后

来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张爱萍听到喜讯后，于 1984年 1月

15日专程来到四院指示：“一级、二级试

验成功了，这是固体火箭技术一个新的

重大突破，使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进入

了新的一代。还有第三级也要抓紧搞。”

在邢球痕的带领下，科研团队仅用

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三级发动机的试

车，使我国发动机技术向世界先进水平

又迈出了一大步，推动我国固体重点战

略型号顺利立项研制。

晚年的邢球痕虽然被低血压、美尼

尔氏综合征等疾病缠身，但他仍带领着

一群退休的老科技人员，围绕全固体运

载和导弹技术，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与实

践。他总感到前方不知耸立着多少更

高更险的山峰。他要用尽毕生精力，去

不断地向着新的目标攀登。

如今，这位为我国固体导弹由梦想

照进现实作出突出贡献的老者永远离

开了我们。望邢院士一路走好！

六 十 年 为 祖 国 铸 神 剑
——追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火箭技术领域杰出专家邢球痕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9日电 （记

者刘园园）记者 29 日获悉，国家发展改

革委官网“机关司局”栏目日前更新显

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新设立低空经济发

展司。

低空经济发展司的具体职责包括

拟定并组织实施低空经济发展战略、中

长期发展规划，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协

调有关重大问题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显示，近日，低

空经济发展司负责同志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等部委和有关中央企业进行

座谈，了解相关领域低空经济典型场景

应用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况，并

就推动低空基础设施有序规划建设进行

交流。此外，低空经济发展司负责同志

还与通信、导航方面有关专家进行座谈，

就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建设进行交流。

“低空经济涉及物流运输、城市交

通、农林植保、应急救援、体育休闲、文

化旅游等领域，同时也涉及高端制造、

人工智能等行业，具有服务领域广、产

业链条长、业态多元等特点。”国家发展

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金

贤东在此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低空经济是前景广阔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

表，积极稳妥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前景光明。

近几年，国家层面大力支持低空经

济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2021 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将

“低空经济”写入国家规划。2024 年两

会期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发展

低空经济提出明确要求。

各地也纷纷出台鼓励低空经济发

展相关政策。例如，9 月发布的《北京

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2024—2027 年）》提出，北京将力

争通过三年时间，将低空经济产业规模

提升至 1000亿元。

金贤东表示，当前，我国发展低空

经济已经具备较好基础。一是有政

策。有关部门围绕飞行活动审批程序

优化、空域分类划设、无人机实名制登

记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二

是有基础。近几年各地加强低空飞行

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底全国已建成并

登记的通用机场 449 个、飞行服务站 32

个；三是有能力。我国新型低空飞行器

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特别是信息通信、

北斗导航、高精导航等新技术广泛应

用，一些企业自动驾驶技术不断进步，

都将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低空经济发展司

科技日报蚌埠12月29日电（记者

洪敬谱 通讯员汤梦婷）29日，世界首片

8.6 代 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玻璃基

板产品在安徽蚌埠下线，开创了高世代

OLED玻璃基板“中国制造”的新纪元。

据了解，该产品由中建材玻璃新材

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与蚌埠中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团队自主研发。

在“OLED 显示玻璃材料关键技术开

发”项目支持下，该项目团队开展了

OLED 显示玻璃材料结构与性能设计、

关键热工过程计算模拟等基础研究，并

自主开发出成套关键技术装备。随着

首片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 8.6 代 OLED

超薄浮法玻璃基板下线，世界 8.6 代

OLED 玻璃基板技术和产品的新篇章

得以开启。这对于我国实现 OLED 显

示产业链自主可控，引领新型显示产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OLED 具有自发光、超高对比度、

宽视角、广色域等优点，被誉为新一代

主流显示技术。在液晶面板制造领域，

“高世代”是指那些主要生产 32 英寸及

以上大尺寸液晶面板的生产线，通常用

来指代 6 代线及以上的生产线。近年

来，国内外行业头部显示企业相继启动

了 8.6 代 OLED 面板生产线建设。8.6

代 OLED 玻璃基板为 OLED 面板必需

的核心载板材料，代表着玻璃制造领域

的最高水平，是国际显示领域科技竞争

的前沿和热点，也是我国光电显示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材料需求。

世界首片8.6代OLED玻璃基板在安徽下线

12 月 29 日，全球运营时速最快高铁——CR450 动车组样车在北京发布。
图为发布仪式现场展示的CR450动车组样车。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日报雄安12月 29日电 （记

者陈汝健）12 月 29 日，以“新质领航

雄芯耀现”为主题的 2024 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暨产品发布会在河北雄安新区

举行。现场发布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高

性能 AI 芯片——雄芯 C6480 芯片，及

雄芯 S1600服务器。

据介绍，雄芯 C6480 芯片支持 80

路 1080P 高 清 视 频 编 码 解 码 ，雄 芯

S1600 服务器支持 1600 路高清视频并

行分析。“C6480 采用多晶粒封装技

术，支持 SVAC2.0 等主流视频与图片

编解码格式，算力高达 80TOPS。”河

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芯

科技”）总经理梁敏学发布新品时介

绍，凭借这一性能，他们打造了软硬适

配的机器视觉与高性能计算场景。

发布会现场，雄芯科技展示了云

端视频解析服务器——雄芯 S1600 服

务器的实际应用场景。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随着海量视

频数据产生和信息技术发展，信息安

全将成为大数据快速发展的瓶颈，而

雄芯 C6480 芯片的技术革新，将有效

提高视频数据安全。

雄芯科技董事长杨祥介绍，这两

款产品的研发成功，填补了我国在自

主知识产权标准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

领域的空白。“这次发布的芯片和服务

器，不仅支持车辆识别等各类视频结

构化算法，还解决了视频领域信息安

全难题。”他说。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

中心原主任、党委书记李作敏认为，雄

芯 C6480 芯片的问世，将加速交通运

输产业与芯片技术深度融合，催生更

多跨领域创新应用模式。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于国义致辞时表示，此次自主创新

人工智能芯片和服务器的推出，是积极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将

促进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国产高性能AI芯片“雄芯C6480”发布

（上接第一版）
“目前，重庆 26 所普通本科高校

中，有 18 所设立了相关本科专业。”重

庆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张东表示，市教

委将围绕优化调整专业结构、深化产教

协同育人、强化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

充分利用丰富的科教资源，为具身智能

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

凝聚合力 共建发展生态

《政策措施》提出，在产业创新体

系构建上，重庆将采取“平台+项目”

双轮驱动模式，支持建设多层次创新

平台，并明确从机器人“大脑”到“本

体”的核心技术突破方向，组织实施一

批创新项目。

此前，重庆市科技局布局实施了

“传感型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研发和应

用”等重大重点专项。重庆市科技局高

新处副处长陆源表示，未来重庆将加快

推动以嘉陵江实验室为代表的高能级

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前沿

理论和技术，着力提升重庆在该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

如今，重庆市正构建“场景开放+

示范推广”双向推进机制，以先进制造

业为切入点，逐步拓展应用领域，推动

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规模化

应用，并向消费领域辐射推广。此外，

在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标准化发

展方面，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

处副处长陈毅同介绍，将支持组建重庆

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对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

订的牵头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

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标准化工作。

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已启动具身智

能机器人“揭榜挂帅”项目需求征集工

作，面向全国征集三类项目需求，包括

技术攻关类、场景开放类和开源社区

类。此外，重庆还将依托“揭榜挂帅”项

目进行选种育苗培优，围绕优质中小企

业生成、发展、壮大，实施梯度培育。

资源联动集结号已经吹响，产业启

航的汽笛声已经鸣起，重庆具身智能机

器人产业的大船开始破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