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 岁 的 拥 抱
□□ 陈佳佳 科普时报记者 付毅飞 崔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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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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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日 9时 58分，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
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并按程序完成各项工作后，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1
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2次载人飞行任务。 视觉中国供图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10 月
15 日发布的《2020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发展迅速，具备了向知识产
权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

据悉，受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委托，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
研究中心对 2020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进行了
评价研究，并形成《报告》。《报告》评价指标体系包
含“全国及地区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和“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国际比较指标体系”两套指
标体系。前者由创造、运用、保护和环境四个一级
指标组成，包含 11 个二级指标，45 个三级指标；后
者由知识产权能力、绩效和环境三个一级指标组
成，包含 9 个二级指标，33 个三级指标。考虑到国
际数据相对于国内数据公开的滞后性，为遵循横向
纵向可比的原则，本年度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国际比
较指标数据的时间窗口选为2019 年。

从报告评价结果来看，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实现了快速跃
升，2020 年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从 2010 的基
期值100 提升至304.7，年均增速11.8%。

《报告》表明，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显著提
升，全国知识产权创造指数从 2010 年基期值 100 增
至 2020 年 296.5，年均增速达到 11.5%，知识产权创
造产出快速增长，创造质量和效率均得到稳步提
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加速显现，全国知识产权运
用指数从 2010 年基期值 100 增至 2020 年 267.4，年均
增速达到 10.3%，知识产权运用规模逐步加大、运用
效益大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全面加强，全国
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从 2010 年基期值 100 增至 2020
年 339.9，年均增速达到 13.0%，我国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行政保护全面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效果显著。知识产权制度环境大幅改善，全国
知识产权环境指数从 2010 年基期值 100 增至 2020
年 315.3，年均增速达到 12.2%，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明显加强。
《报告》称，综合判断，《纲要》提出的“到 2020

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
理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从地区评价来看，2020 年广东、江苏、北京、上
海、浙江和山东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得分排在前
六位，其中广东、江苏和北京均超过 80 分。2020 年
全国各地区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东部优
于中西部的发展特点。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世界
排名从 2015 年的第 17 位快速跃升至 2019 年的第 8
位，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总指数得分从 2018 年的
67.08 分提升至 2019 年的 69.15 分。2019 年我国知
识产权能力、绩效、环境指数分别处于世界第 5 位、
第 5 位和第 23 位。与上一年相比，我国知识产权环
境指数得分同比增长 3.44%，提升速度高于能力指
数（2.69%）与绩效指数（0.11%），反映出近年来我国
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的积
极成效。

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世界排名4年提升9位
□ 科普时报记者 操秀英

95岁的张履谦院士缓步走到100岁的陈敬熊院
士的轮椅前，高瘦的他弯下身，深深环抱住老朋友。

“祝你生日快乐呀。”
陈敬熊院士回拥住张履谦院士的双臂，看着

他微笑说 ，“谢谢你。”
10 月 13 日，一场“弘扬航天精神 传承奋斗品

格”百岁院士陈敬熊科学人生座谈会，让平时难得
相见的老朋友共聚一堂。看到熟悉的面孔，陈敬
熊心绪难平。他想起了大家共同为航天奋斗的日
日夜夜。

1951 年，在北京电信技术研究所工作的陈敬
熊埋首攻关朝鲜战场坑道站的天线通信问题。军
委通信部雷达处的张履谦也受命赴中朝边境，为
抗美援朝部队解决雷达抗干扰问题。他们未曾想
到，6 年后，他们会共同踏上航天这条路。

1957 年 11 月，中央批准成立国防部五院二分
院，陈敬熊、张履谦等技术人员转入二分院，成为
航天的中坚力量。

刚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他们就迎来了一
项大任务，参与研制“1059”导弹。

陈敬熊主要精力集中于导弹天线的研制，同
时关注地面横偏校正系统的天线研制工作。而张
履谦则带领同事突击横偏校正系统的波瓣比对电
路这一关键技术。

可参考的技术资料不充足，他们争分夺秒紧
张工作，击破各种壁垒。

张履谦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早日
拿出成果来。”陈敬熊则在研究导弹天线绕射问题
时，打破权威专家的设定，开创性地提出了麦克斯
韦方程式直接求解法，为“1059”天线的成功研制
奠定理论基础。

1960 年 11 月，这枚被他们称为“争气弹”的导
弹在发射场一飞冲天。

多年的航天人生中，他们的足迹不时重叠。
1962 年 2 月，国防部五院科技委成立，被钱学

森亲自提名委员的陈敬熊与其他委员们站在一起
合了一张影。那一年，他们携手进行“543”（“红旗
一号”）制导雷达站的仿制工作，寻找解决天线系
统误差问题的方案。

1963 年，42 岁的陈敬熊和 37 岁的张履谦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5 年，44 岁的陈敬熊和 39 岁的张履谦担任
23 所副所长。

1995 年，74 岁的陈敬熊和 69 岁的张履谦被评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两位同样为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在散
会后的大厅里，挨坐在一起，聊着彼此关心的事。

张履谦双手紧紧握住陈敬熊的左手，戴着助
听器的耳朵微微倾侧。陈敬熊一口吴侬软语，时
而蹦出几句普通话，说到趣处，两人相视一笑。

多年的共同工作，张履谦对陈敬熊的科研作
风十分钦佩，他为陈敬熊百岁的科学人生座谈会
写下一幅字，“学习陈敬熊同志理论联系实际的科
学作风，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国土上。”

不仅是陈敬熊，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国土上的
还有张履谦，以及和他们一样躬身向前的千千万
万科研工作者。

10月16日0时23分，新“太空出差三人组”搭乘神
舟十三号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出发，顺利进
入太空，开始为期半年的太空之旅，这也是空间站任
务阶段的第二次载人飞行。

驻留时间更长，更安全、可靠的支撑尤为重要。
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单位，在本次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任务中，中国电科在陆海空天布设密不
透风的航天测控通信网，保障天地之间更高速顺畅的通
信渠道，并为航天员打造了数十种传感器、性能更优异
的太阳电池阵等关键设备，全力保障任务成功。

太阳电池阵助力“神十三”按时抵达

为让航天员们按时抵达“太空之家”，中国电科以性
能更优异的太阳电池阵产品，为航天器注入源源能量。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中国电科研制的刚
性太阳电池阵产品，为满足任务提出的输出功率要
求，该产品采用了转换效率高，抗辐照性能好的三结
砷化镓太阳电池，发电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一款继承性产品，刚性太阳电池阵结构稳
定、可靠性高、在轨验证充分，即使面对超低轨中复杂
的供电环境，也能“稳如泰山”，让航天员的“太空出
差”一路平安。

激光雷达为交会对接装上“智慧眼”

作为应用于载人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的主要
导航敏感器，激光雷达为完成交会对接、绕飞等任务，
增加了多目标识别和绕飞功能。

在以往交会对接激光雷达成功的基础上，团队成员
突破创新，以保证产品高可靠性为前提，实现了新增的绕
飞功能，实现激光雷达多目标切换和多目标识别功能。

此外，中国电科配备的三维综合立体显示系统，
可针对交会对接过程，进行地面控制及综合展示，为
任务执行提供有效依据。

测控通信系统成为“面对面”通话的“法宝”

在任务过程中，中国电科配备的统一测控通信系
统遍布陆海空天、国内外各测控站点，通过遥测、外
测，对神舟十三号进行远距离引导，精准控制完成入
轨、对接等系列动作。

航天员太空生活，处处都需要地空视频传输。
中国电科研制的多种天地图像编解码终端，适应

载人空间站多舱、多场景天地图像传输要求，实现低速图像、高清图像
及全景图片等各类图像信息的传输，为天地之间搭建了可视化平台。

此外，配备的天地通监控中心系统和数十台套雷达及地面、船载测
控通信设备，在天地间架起完整、清晰、流畅的宽带通信大桥，构成了高
效、可靠、四通八达的“空—地信息高速公路网”，完成飞船数据通信任
务，实现音视频的双向传递，让航天员和地面人员进行实时视频通话。

系列传感器筑起太空生活零风险“后盾”

中国电科为神舟十三号配套了二十余种百余只传感器，可用于测
量各系统内的压力、温度、湿度、气体信号，以及航天员生理体征，为各
系统控制和参数测量提供直接依据。此外，在出舱活动中，中国电科为
航天服提供的传感器，可对耳温、脉搏、心跳等生理信号进行监测，为航
天员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中国电科还为本次任务配套了多功能芯片、滤波器、放大器、频率
源、射频模块、收发组件、微波雷达射频组合、隔离器、环行器等数十种、
百余只核心关键元器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