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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科技报

山西省十强报纸

第二、三届山西出版奖提名奖

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 2023 年知识
产权相关数据，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立足新
时代新征程，作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性资源
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知识产权的作用更
加凸显，其规模、结构、质量直接关系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知识产权是技
术自主可控的基础支撑，对产业链在关键技
术、产品、装备方面的自给自足能力具有重要
影响，也是国家科技能力的直接表征和国际
科技治理话语权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知识产权顶层设
计、推进知识产权机构改革、完善知识产权管
理机制，在提升知识产权质效方面取得显著
成效。与此同时，面向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目
标，知识产权仍存在高价值成果不多、转化应
用不足、服务不够完善等问题，亟须进一步强
化系统观念，围绕科技研发、科技应用、科技
治理和科技传播等维度，综合施策，以知识产
权为抓手，系统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强化科技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知识产权
的质量与价值。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
2023 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92.1 万件，同
比增长 15.4%，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量则进一步收窄，专利授权更加强调成
果的创造性，知识产权结构不断优化。面向未
来，需要始终坚持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导向和
高价值导向，激励和引导科技工作者以原始
创新为核心，持续释放创新创造活力，提升科
研成果质量和专利有用性。发挥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创造高质量知识
产权中的重要作用，增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对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的科技基础支撑功
能；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高价值
知识产权创造为主线，结合产业需求，形成更
多高水平专利成果的创造和产出。

强化科技应用能力，持续加速知识产权
的转化与运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2 年世
界知识产权报告》显示，1895 年以来，机械运
载、生物医药、信息通信、数字技术分别成为
不同历史时期专利申请量增长最快的领域，
其技术创新趋势也引领了产业发展方向。当
前，数字、生命、能源、材料等多个维度正在酝
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应聚焦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态势以及国际产业竞
争方向，持续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双链融通，推动以创新
成果产业化为目标的知识产权转化与运用，盘活高校、科
研院所知识产权存量，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效率，并为产业的创新资源布局和产业方向选
择提供决策参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强化科技治理能力，逐步改善知识产权的管理与服
务。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完善知识产权服务链条，需要
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作用。政府层面，应着力
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健全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定价、风
险分担、混合质押等管理机制，推动完善多元化知识产权
纠纷解决机制，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市场层面，应
突出价值导向，加快建设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保障创新要
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打通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专
利资产的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社会层面，应厚植尊
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
完善以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创新评价生态，
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氛围。

强化科技传播能力，大力推进知识产权的合作与交
流。以开放创新的确定性应对百年变局的不确定性，积极
强化技术专利的要素融通，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
技术交易平台，培养熟悉国际规则、了解技术发展的高素
质国际技术交易人才队伍；持续拓宽标准化国际合作网
络，培育建设国际标准组织，推动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相
互兼容和互认，推动高水平技术专利沉淀、固化为国际技
术标准，将专利产出优势有机转化为科技竞争优势；充分
利用创新链上下游之间的科技合作需求，巩固、深化、拓
展与国际一流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的伙伴关系；加强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
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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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强度陶瓷材料可耐 2000益高温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褚衍辉研究团队

通过多尺度结构设计，成功制备了兼具超强力学强度和

高隔热性的高熵多孔硼化物陶瓷材料。同时，该材料还展

现出了 2000益高温稳定性。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刊发于国

际期刊《先进材料》。 叶青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亚洲季风驱动古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东亚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敖红研究员和安芷生

院士联合多位国内外专家，对轨道尺度亚洲季风变迁与

古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东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严涛

新方案实现信号传输中光学损耗补偿
近日，《自然·材料》发表了香港大学和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科研人员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提出了一种解决

信号传输中光学损耗问题的新方案———合成复频波技术，

并用该方案成功实现了极化激元波导器件中信号传输的

损耗补偿。 陆成宽

科学导报讯 笔者从东方空间技术（山
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空间”）获悉，1
月 11 日 13 时 30 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使用引力一号运载
火箭，将云遥一号 18~20 星 3 颗卫星顺利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
任务是该火箭首次飞行。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由东方空间自主研
制。该火箭创造了全球起飞推力最大固体运
载火箭、世界首型全固体捆绑（固体芯级+固
体助推动力）运载火箭等多项纪录。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采用三级半全固体

捆绑构型，高度约为 30 米，整流罩直径 4.2
米，芯级和助推器直径同为 2.65 米，起飞重
量 405 吨，起飞推力 600 吨，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 6.5 吨，5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
力 4.2 吨。相比国际上现役推力最大的固体
火箭———欧空局研制的四级固体运载火箭

“织女星-C”，引力一号的起飞质量高出 195
吨、起飞推力高出 141 吨。

引力一号所用 7 台大推力固体发动机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提供。据四院相
关人员介绍，该火箭由芯一级、芯二级、芯
三级固体发动机，以及芯一级周身捆绑的 4
枚固体助推器构成，是迄今全球首型固体
芯级捆绑固体助推动力的中型运载火箭。
其中助推级、芯一级、芯二级为直径 2.6 米

发动机，芯三级为高精度上面级固体发动
机，均采用碳纤维壳体、中能推进剂以及矢
量喷管等技术。

作为首款海上发射的捆绑型运载火箭，
引力一号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海上发射技术
水平，扩充了我国中型运载火箭海上机动发
射能力。该火箭创新采用了适应公路运输

（传统是铁轨运输）的灵活机动的垂直转运
模式。“芯级+助推”的模块化、组合化捆绑构
型设计，使火箭实现了更低重心和更大支撑
跨度，“底盘”更稳，能够更好适应海上发射
时发射船舶的晃动场景，提高了火箭在高海
况恶劣条件下海上运输和发射的适应能力，
减少了发射前勤务保障的难度。

“引力一号作为中型捆绑运载火箭，在

专业耦合程度、大型壳段生产，乃至日常使
用流程及保障方面，都与小型火箭有很大差
异。”东方空间联席首席执行官、引力一号总
设计师兼总指挥布向伟说。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于 2021 年 3 月立
项，东方空间研制团队攻克了海陆通用中型
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及试验、捆绑固体运载火
箭多学科耦合优化设计、批量化—低成本—
大承载中大型火箭结构及装置设计制造、中
型运载火箭多模快速响应发射 4 大关键技
术群。该火箭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商业运
载火箭自主创新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丰富
了我国运载火箭型谱，扩充了我国中低轨卫
星多样化、规模化发射能力。

付毅飞

晋中和顺县：

1 月 6 日 17 时，在晋中市和顺县义兴
镇仪村村东头的山西银河湾农牧科技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几百头“和顺肉牛”正在它们
的运动场上晒太阳，17 时左右，随着饲养员

“嘿、嘿”的吆喝声，牛儿们陆续地走到棚中
的食槽边啃嚼起饲草来……和顺县畜牧兽
医服务中心高级畜牧师赵彬指着食槽介绍
说：“这些饲草是用周边 14 个村 442 户脱贫
户订单种植的青饲玉米加工的，既解决了牛
饲料又解决了部分劳动力……”

“和顺肉牛”由世界优秀西门塔尔牛与太
行山地黄牛杂交而育成，体格高大、前胸宽深、
后躯丰满，耐粗饲，抗逆性强，适于山区草地放
牧和舍饲、半舍饲等多种饲养管理方式养殖生
产。它的育成凝结了科研人员 50年的心血，为
山西肉牛高品质产业化发展注入活力。

精心“选牛”

1973 年，和顺县成为全国首批黄牛改
良试点县。在当地黄牛基础上，引入国外优

秀种公牛冷冻精液，诸如西门塔尔、利木赞、
夏洛莱、海福特、安格斯等，以杂种优势利用
为措施，推广人工授精技术。

“老百姓认为‘冰蛋蛋’（颗粒冷冻精液）
‘细管管’（细管冷冻精液）是不会产出牛的，
与技术人员‘躲猫猫’，坚持用公牛进行本
交。”二级研究员、67 岁的老一代牛专家杨
效民说，“后又因杂交后的新牛白头白尾，老
百姓觉得是‘孝头、孝尾’，不吉利，导致这项
技术的推广持续了十几年。”

1979 年，全国肉牛繁育协作会在和顺召
开；1983年，全国部分农区西门塔尔改良本地黄
牛繁育技术座谈会在和顺召开。根据同步进行
的杂交组合效果对比试验，专家们最终确立了
和顺县以西门塔尔牛改良为主体的生产模式。

1985 年，和顺县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中国西门塔尔牛育种任务，正式纳
入国家科技部农业领域重中之重项目实施
计划。由此，中国西门塔尔牛太行山类群选
育成为工作主打。

细心“育牛”

形成生产性能高、遗传稳定、体型外貌
基本一致的新类群、新品系，选育才算成功。
2000 年起，中国西门塔尔牛太行山类群进
入横交选育阶段。

2002 年，作为育种阶段性成果，太行类群
参加了中国西门塔尔牛的新品种审定。2006
年，该育种工作正式列入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省农业科学院）种业工程计划，由原山西省农
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主持实施，专家们在
群内选取优秀公牛个体，分区布点，进行横交
试验。全面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选
育工作。实施个体选配与群体选配相结合的技
术路线，来“固定”太行类群的优良性状。

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和顺县历届县委、县
政府的支持中，几代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不
懈努力，和顺黄牛品种得到了更新换代，和
顺县养牛生产方式也发生蝶变。从庭院养殖
到规模化养殖，从自然交配到人工授精，生
产效率和效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我这一棒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代了，
那时候，主推技术是级进杂交，按照开放核心
群育种路线，批量地生产出级进杂交二代、三
代乃至四代牛群。牛群生产性能大幅度提高。
育肥牛出栏重达到 500 千克以上、成年母牛
体重多在 400~500 千克，繁殖产犊率多为三
年两产。”山西农业大学和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合署办公后，原山西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与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畜牧学科组建
为新的动物科学学院，张元庆作为学院负责
人，也是这次牛品种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

而且，和顺黄牛改良阶段和西门塔尔牛
太行类群选育阶段这两个方向也不是很明
确，一开始，育种方向是乳用，后来是乳肉兼
用，再后来才是肉用。方向变化是根据当时
需求而变化的，几代育种专家都付出了艰辛
努力，为时代之需提供了技术支撑。

用心“养牛”

“‘和顺肉牛’新品种培育联合攻关育
种，在育种核心群按照祖代生产性能和个体
表征选取公犊牛，按照种公牛饲养方案，进
行后备公牛培育，结合培育期间个体表征，
优存劣汰，最终形成 10 个家系种公牛群体，
进行冷冻精液生产与应用，其价值是商品牛
的 10 倍以上。”赵彬说。

据张元庆介绍，当年 300 千克左右的山
地黄牛，育肥需要三四年，屠宰率仅 50%，目
前成年牛可以达到 500 千克以上，出栏可在
两年左右，屠宰率高达 55%。

2022 年，“和顺肉牛”的价格保持高位
运行，一头品质优良的能繁母牛可卖到 2.5
万元以上，六月龄上下的小公牛、小母牛售
价均在 1 万元~1.2 万元之间。与其他地区相
同月龄的肉牛比，“和顺肉牛”每头较其他地
区售价高出 3000 元左右。

据介绍，和顺县已组建核心育种场 6
个，建档核心群母牛 800 余头，并联合山西
省畜牧遗传育种中心进行 10 头现役公牛的
维护和冻精生产，在和顺县初建扩繁群
1500 余头。追溯和建设了历代育种群的体
尺和生产性能、系谱档案，采用 770K 芯片
对部分公牛进行了遗传评估。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50 年科研攻关育出“一头好牛”

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首飞成功

中国“智造”

闪耀 CES 舞台

1 月 9 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人们参观中国企业京东方的展区。
2024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1 月 9 日至 12 日举行，来自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多家企业参加这一年度科技盛会。近年来，中国企业一直是
CES 舞台上的生力军，今年上千家中国企业“出海”参展，在屏幕显示、智能家居、人
工智能、电动车、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彰显中国“智造”的硬实力。 姻 曾慧摄

科学导报讯 记者刘娜 近
日，山西交控科技转化有限公司
针对山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沥青
路面车辙变形、裂缝反射、油污侵
蚀频发等技术难题，联合国路高
科（北京）工程技术研究院，结合山
西省内高速服务区沥青路面特
点，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
引进交通运输部重大创新成果推
广目录中的 NRP （No-Rutting
Pavement）无车辙沥青路面技术。

据了解，NRP无车辙沥青路
面技术打造的是高抗车辙性能
沥青路面，是通过最强化的沥青
混合料改性设计、特定的施工工
艺，将沥青路面设计寿命期内车
辙深度指数（RDI）保持在良以
上、不发生 1.5cm 以上车辙，不因
为流动变形类病害导致路面维
修；同时提升沥青混凝土疲劳开
裂性能，打造沥青路面最强承载
能力解决方案。其技术体系仍属
于沥青路面技术，主要采用干法
添加 NRP 改性剂的方式实现
NRP改性沥青混合料的生产。

此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选
择存在重载、低速、油蚀等苛刻
工况的临县西服务区作为应用
场景，以服务区出入口、贯穿通
道、重车停车区等易车辙易腐
蚀路面区域为代表，采用科转
NRP 技术铺设试验段———新型
单组分环氧+干法 SBS 的“刚柔
复合”化学改性工艺，对传统

SBS 改性沥青链段滑动实现“三维网络嵌
固”，仅需在混合料拌和过程增加 NRP 改性
剂投放环节，其余与普通热拌沥青混合料施
工工艺相同，工艺简单、品质可控，提升了服
务区沥青路面抗车辙、阻开裂、耐油污等性
能。是一种易于在高速服务区推广的长寿命
压不坏沥青路面“新方案”。

NRP 技术的成功应用，极大地改善公路
的路况，让新技术在山西省公路系统得到更
好的应用，让群众出行更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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