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4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范德玉

广 告 部 ： 5861508 13605629133 （ 联 系 人 ： 钱 莉 ） 订 阅 ：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 全 年 价 100. 0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 2 4 4 0 0 0 电 话 ： 总 编 室 ： 5861226 编 辑 部 ：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 5861227

文 摘

记者从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上获悉，截至2018年底，国内（不含港
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0.2 万
件，同比增长18.1%；每万人口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11.5件。2018年度PCT
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5.5万件，同比增
长9.0%。另外，2018年，我国知识产
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超过350亿美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绍，
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实现历史性重构，顺利完成国家和
省级知识产权机构改革任务，实现商
标、专利、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的集中统一管理。

除了专利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国
内有效商标注册量（不含国外在华注册
和马德里注册）也达到1804.9万件，同
比增长32.8%；每万户市场主体商标拥
有量达到1724件。马德里商标国际注
册申请量超过6000件，同比增长25%
以上。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380

个，另注册地理标志商标4867件。
据了解，我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

已完成首次审议，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
本，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
为实施联合惩戒。商标注册平均审查
周期缩短至6个月以内，提前52天完成

“放管服”改革年度目标任务；商标驳回
复审案件审理时间压缩到7个月以内。
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减10%。专利
审查有责投诉同期下降52%，PCT国际
专利申请审查意见问题率下降到不足
1%，审查质量社会满意度持续提升。

此外，我国知识产权运用效益也实
现快速增长。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
总额超过350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
出口额提前实现“十三五”专项规划“5
年累计100亿美元”的目标。专利、商
标质押融资总额达到1219亿元，同比
增长11.8%。核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专用标志使用企业8179家。

光明日报

我国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60.2万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外汇储
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727亿美元，较
11月末上升110亿美元，升幅为0.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
济师王春英介绍，2018年12月，我国国
际收支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外汇市
场供求基本平衡。年末非美元货币相
对美元汇率小幅上升，主要国家债券价
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
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回
升。

“2018年全年来看，外汇储备规模出
现小幅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在全球经
济增长分化、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加大背

景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币汇率
及市场预期总体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和国
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为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王春英说。

王春英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
形势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但
我国经济发展拥有足够韧性和巨大潜
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有条
件抵御外部冲击和市场波动，保持跨境
资金流动总体平稳和外汇市场供求基本
平衡。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外储去年末为30727亿美元

据中国农科院最新消息，中国水稻
研究所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
克剑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建立了水
稻无融合生殖体系，成功克隆出杂交稻
种子，首次实现杂交稻性状稳定遗传到
下一代。该项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
然·生物技术》杂志。

王克剑介绍，我国杂交水稻年种植
面积超过2.4亿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
57%，产量约占水稻总产的65%；杂交水
稻每年增产约250万吨，可多养活7000
万人口。但由于杂交种子后代会发生性
状分离，无法保持其杂种优势，育种家必
须每年花费大量人、物、财力制种，农民
也必须每年购买新种子。“无融合生殖能
够解决这一难题。”他解释，这是一种通

过种子进行无性繁殖的生殖方式，可以
随着世代更迭而不改变杂交品种的杂合
基因型，从而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

王克剑团队将籼粳杂交稻品种春
优84选为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模式
品种，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
术敲除了其中4个水稻生殖相关基因，
使杂交稻产生了无融合生殖性状，并产
生了与杂交稻一样的克隆种子；团队进
一步检测确定，通过克隆种子培育的子
代植株与一代杂交稻高度相似。

“这项工作证明了杂交稻进行无融
合生殖的可行性，是无融合生殖研究领
域的重大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如是说。 科技日报

我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出杂交稻种子

1月8日在山西省永和县打石腰乡境内拍摄的黄河流凌（无人机拍摄）。 近日，受冷空气影响，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境内
的黄河出现大面积流凌，场面壮观。 杨晨光 摄

从中国实验室里，继铁基超导、多光
子纠缠、中微子振荡后，我国物理学再获突
破性进展。1月8日，由清华大学教授、中
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领衔的清华大学和
中科院物理所实验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获得2018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全球首次发现：中国实验室里产生的
世界级基础研究原创成果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当第一次
听说这个名字，许多人都会一头雾水。然
而，走进这座自由王国，人们会发现一栋截
然不同的摩天大楼。因为薛其坤团队的
发现，中国标注了这座大楼的新高度。

微观世界的运行由量子力学规律支
配，会显示完全不同于宏观世界的现象。
霍尔效应是一种常见的电磁现象，广泛应
用于磁传感器和半导体工业。那么当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出现，会产生怎样的神奇？

科学家们认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
最美妙之处是“不需要任何外加磁场就可
以实现电子的量子霍尔态”。因此，这项研
究成果将会推动新一代的低能耗晶体管
和电子学器件的发展，可能加速推进信息
技术革命的进程。

据介绍，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可以改
变电子的运动轨迹，使其像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的汽车一样有序，减少了中间阻碍，降

低了电子运动中的能量损耗。
这一发现经转化应用，对普通大众来

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有可能会解决手机
或电脑发热、耗电快、运行慢等问题。

自1988年美国物理学家提出可能存
在不需要外磁场的量子霍尔效应以来，不
断有物理学家发表各种方案，但在实验上
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2008年，薛
其坤率领团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经过四
年研究，终于在世界范围内首次观测到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

这是世界物理学界近年来最重要的
实验进展之一，引领了国际学术方向。这
一发现的论文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后，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称：“这是从中国实
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
理学论文！”

创新实验方法：学术道路前行每一步
都有意义

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薛其坤，个子不
高、乡音浓浓，朴实而风趣。奋斗与执着，是
他和团队成员王亚愚、何珂、马旭村、吕力等
在科学之路上的人生信条。

薛其坤研究团队长期以来结合分子
束外延生长、极低温强磁场扫描隧道显微
镜、角分辨光电子能谱技术，在表面、界
面、低维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国际一流的工
作。

2008年，薛其坤研究团队抓住拓扑
绝缘体这个新领域兴起的契机，在国际上
率先建立了拓扑绝缘体薄膜的生长动力
学机制，利用分子束外延生长出国际最高
质量的样品。所提出的生长方法现已成
为国际上通用的拓扑绝缘体样品制备方
法。

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扫描隧道显微
镜揭示出拓扑绝缘体表面态的拓扑保护
性和朗道量子化等独特性质。该研究团
队与国内相关科学家的努力使得中国在
拓扑绝缘体领域研究中处于国际领先行
列。

“这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凝聚态物理和
材料物理领域，最具挑战性的实验之一。”
薛其坤坦言，实验的难度在于目标的不确
定性，“我们所要实现的材料就像一个人既
需要短跑运动员的速度、又要有举重运动
员的力量、更要有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技
巧”。

“我们的实验结果得到了科学界的重
复验证，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经受住
了历史的考验。”薛其坤说，“想在科学原创
上发现别人看不到、发现不了的东西，肯定
你的眼睛要更亮，你使用的仪器工具分辨
率、灵敏度必须要更高。”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高温超导是物
理学界最热门的两个课题。薛其坤已经

完成了前者，下一步将朝着后者进发。他
坦言这是一次崭新的尝试：“在学术的道
路，前行的每一步都有意义，这就是科学的
魅力。”

理解“物理之美”：中国基础科研正处
“黄金时代”

科学探索就是无数次接近真理的过
程。现在的薛其坤，越来越深刻地理解
了“物理之美”。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每
天就是回答为什么，探寻谜底的过程让
他乐此不疲。

“我们的成果与改革开放40年来取
得的成就密不可分。”薛其坤说，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的发现是改革开放40年间
我国在基础研究上的一个重大成果，日
益强大的国力、良好完善的科技政策、科
学系统的科技规划、催人奋进的创新氛
围是基础和保障。

发现量子霍尔反常效应团队的五位
主要完成人，平均年龄48岁，他们瞄准同
一重大科学目标，各有所长但相对独立，单
元科研团队的成员间形成了高效合作，其
深度和持久性在国内外也不多见。

人类的生命稍纵即逝，物质也会随着
时间湮灭，唯有不朽的知识闪耀在历史的
长河里。团队成员们表示：“中国的基础科
研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能成为这个时代
的奋斗者，倍感幸福。” 新华网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中国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诺奖级成果”

1月3日的朋友圈被首张月背图刷屏。当
日10时26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
球背面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月球中继星
传回世界上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众所周知，人类探月的征途早就起步且
越来越快。那么，月球上到底有什么宝贝让
人如此着迷？

“坐月观天”及“看地”都是极好的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

春看来，月球这地方之所以如此受青睐，主要
是因为地段好。

月球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在月球上可
以实现得天独厚的对天观测、对地观测和对月
观测。”郑永春解释道，月球上没有大气层，其
背面没有无线电噪声干扰，在那里开展天文观
测，可获得更暗弱的宇宙信息。同时，相对地
球来说，月球的地质结构更稳定，有利于开展
长期精密的天文观测。

此外，虽然科学家目前已经有了各种高
分辨率卫星，但由于距离较近，很难看到地球
全貌。而在月球上建立观测站，可对地球进
行全球大尺度观测，如地壳结构的起伏、地球
表面植被和全球气候变化等。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传播专家庞之
浩则表示，由于月球几乎没有大气和地质活
动，岩石受到的损坏不大，研究月球岩石相当
于研究地球39亿—40亿年前的标本，可了解
许多地球早期大气状态的信息，甚至有助于
人们认识生命、地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起
源和演化历史。

想去火星？先来月球歇歇脚吧
“在月球上开展原位资源利用，有助于建

立人类走向深空的前哨站。”郑永春说。
人类未来的目标是登陆火星，而火星距

离地球最近也有5500万公里。郑永春表示，
尽管空间站建设已经基本成熟，但其寿命有
限且维护成本高，月球是非常理想的中转站，
以及测试各种载人航天技术的训练场，“如果
不进行38万公里的演练，我们没有办法走向
更遥远的深空”。

“月球上的环境比起地球来有很多独特
性，在月球上组装和发射航天器，利用原地资
源生产所需的燃料，将为人类走向深空提供
重要支撑。因此，先建月球基地，再从月球发
射航天器到火星，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选
择。”郑永春说。

庞之浩补充道，据一份报告称，如果将
月球作为载人前往火星的踏脚石，每年能够
为其节省大约100亿美元的开支。

仅氦3就能发电1万年
当然，月球上还拥有巨大的能源储备。

庞之浩说，月球被称为21世纪的波斯湾，最
主要的燃料是氦3。

“由于没有大气层，月球表面土壤中有大
量通过太阳风吹来的氦3，这是一种清洁、安
全和高效的核聚变发电燃料，用它进行核聚
变发电可提供便宜、无毒和无放射性的能源，
所以被科学界称作‘完美能源’。”庞之浩介绍
道，据保守估计，月壤中有100万吨氦3，用它
发电可以满足地球1万年的能源需求。

此外，庞之浩说，月球上蕴藏着大量的自
然资源，已知有100多种矿物，其中5种是地
球上没有的。“月球上有丰富的钛、铁、铀、钍、
稀土、镁、磷、硅、钠、钾、镍、铬、锰等矿产，仅
月海玄武岩中就含有至少100万亿吨可开采
利用的钛金属。”

与此同时，因为月球表面几乎没有大气，
太阳辐射可以长驱直入，每年到达月球范围
内的太阳光辐射能量大约为12万亿千瓦，太
阳能的能量密度为1.353千瓦每平方米，“在
月面可以建造高效率的太阳能发电站。”庞之
浩认为，在月球上建核电站也有优势，因为在
那里不用担心核泄漏等。 科技日报

嫦娥奔月究竟“奔的啥”？

“银色巨龙”——黄河临汾段现流凌景观

企业办事“不求人”“少跑腿”、居
民生活“一键通”、堵车与上学等民生痛
点逐步被打通……安徽省合肥市智慧
城市建设成果初现。这一年多来，该
市通过加快大数据资源整合和共享，
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
理水平，让老百姓享受到越来越多“数
字便利”。

畅通智慧生活“最后一公里”
“以往办理分公司注册、公司地

址变更等，经常跑个十几趟才能办
成。如今鼠标一点，通过网上申请与
审批、快递寄证，省时又省力。”安徽省
簠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永春
说。

变化来源于“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发展。近年来，合肥市梳理、编制政
务服务事项，涉及1658项市直部门、
1791项县区部门事项被从线下搬到线
上，政务服务逐步全程网办。

与胡永春所说的办事方便相比，
今年62岁的合肥市荷叶地街道居民王
江荣感受到的是更加智能的生活方
式。

王江荣掏出手机，点开一款名为
“智慧生活圈”的微信小程序演示给记
者看，上面包括办事指南、阅读空间、多
彩社区等主要内容。当她输入书名，
便显示出全市拥有此书的阅读场所，
并根据距离近远自动排序。“比如想和
朋友去社区活动场所打羽毛球，还能
在上面查看开放时间并直接预订；想
了解养老等政策及社区工作者信息，
上面全都有。”

“不仅方便百姓，也大大提高社区
服务人员工作效率。”荷叶地街道党工
委书记武斌说，社区工作需要上报很
多居民基础信息，以往重复申报消耗
大量时间，如今通过构建基础数据库，
数据录入效率提升23%，解放更多人

力去创新服务。
智能生活背后的关键是数据资源

整合。截至2018年12月中旬，合肥市
大数据平台已接入数据约125亿条，
70余个单位共编制数据资源共享目录
2539类。

打破“数据孤岛”搭建“城市超脑”
合肥市市民李楠最近发现上班必堵

的环城南路正变得越来越通畅。原来，
智慧交通借助大数据统计分析路段的车
流量，根据不同的流量，智能设置不同的
信号时长，有效减少拥堵时间。这半年
来，合肥市工作日高峰时段畅通路段比
例提升6%。

大数据改变的不只是这些。“向数
据要效率，向科技要警力”，合肥市交警
支队副支队长陈建梅说，智慧交通建
设不仅需要整合内部数据，还迫切需
要共享其他政府部门数据，比如通过
共享城管城泊信息，有效精准分析与
打击套牌车辆；共享交通运输部门的
营运车辆信息，更精准分析交通流量
态势。

合肥市通过数据整合与共享，针
对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不断创新智
能服务体系，搭建“城市超脑”。

走进合肥市数据资源局，大厅屏幕
上滚动着来自不同部门信息数据的汇
总、变化、更新。截至12月中旬，各单位
累计共享交换数据73641次。“以前信
息化管理职责分散，资源难共通、难共
享。通过打破信息孤岛，推动政务数据
共享交换与社会数据汇聚融合，有效提
高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合
肥市数据资源局局长陈睿说。

得益于此，合肥市幼升小今年首次
采取在线报名，合肥市市民王娟给孩子
办理报名手续，不用拿户口本、房产信息
等往学校跑，而是直接网上申报。“原本
焦虑死了，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办了，后续

还在线提醒审核中、报名成功等不同状
态。”王娟说。

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氛围
合肥市市民李大勇没想到自己提

的意见“公厕难寻”，合肥市竟然对此公
开征集了“数据解决方案”，并通过建造

“智慧生活圈”，解决了这一难题。
去年7月，合肥市数据资源局开展

了数字经济发展痛难点征集活动，向
市民、企业、政府部门发放问卷。在一
个月时间内，百万余人员参与投票，提
交近300条有效痛难点。合肥市数据
资源局联合社会力量，将收集到的全
部痛难点进行精炼，最终选出100条
整理成册，其中便包括李大勇反映的
问题，面向全球征集解决方案，希望通
过大数据整合及创新应用来解决城市
生活难题，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停车难也是许多市民反映的生活
痛点之一。位于中国声谷的安徽多威
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寻车位”
App入选优秀解决方案。只要动动嘴

“寻找车位”，就能轻松驾车来到目的地
附近有空车位的停车场。“如今已拥有
近5万名下载用户，未来还将添加预约
车位、共享车位等功能。”公司总经理金
仁宏说。

为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非公经济
健康发展，激活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氛
围，2018年8月28日，合肥市在全国
率先成立大数据行业党委，设在市数
据资源局。“通过打造行业党委‘数据帮
’党建品牌，开展系列数字经济人才专
场招聘会、平台孵化、文化讲堂、公益活
动等，护航大数据企业发展。”合肥市数
据资源局党组书记拱艳说，合肥数字
经济规模2017年占GDP比重达到
35.77%，产业生态正加速形成，未来百
姓将享受更多“数字便利”。

新华网

安徽合肥：从“数据孤岛”到“城市超脑”智慧生活悄然走来 元月7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
良在2019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
透露，2018 年民航局公布了 6 批共
4209名被限制乘坐飞机的严重失信人
名单，铁路总公司公布了8批共1793
名被限制乘坐火车的严重失信人名
单，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在春运中
要进一步扩大影响，扩大应用。

2019年春运将从1月21日开始，
3月1日结束，共计40天。经相关部门
会商预测，2019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
量将达到29.9亿人次，比上年春运增
长0.6%。

前段时间，“车闹”“机闹”“高铁霸

座”等失信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热点，
各方高度关注。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期联合发布
的《关于全力做好2019年春运工作的
意见》，要求遏制恶意抢票和倒票行
为，依法严惩“车闹”“机闹”“高铁霸
座”等旅客严重不文明行为。

连维良表示，公安、公路、铁路、水
路、民航等要持续加强信用记录建设，
依法依规对严重扰乱运输秩序、危害
运输安全的违法违规违章当事人和失
信人采取惩戒措施。此外，加强对巡
游出租车、网约车的信用监管，加快推
进相关制度建设。 中国新闻网

2019年春运将严打“车闹、机闹、高铁霸座”

记者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
新获悉，2018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约
5万亿元，同比增长13%。目前央地
正在密集出台多项信息消费鼓励政
策和措施。其中，可穿戴设备、虚拟
现实、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中高端领域
成政策支持重点。业内称，我国信息
消费或加速扩容，并成为扩内需的重
要力量。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产业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张丽向《经济
参考报》记者表示，信息消费在扩大
内需、带动其他领域消费方面的作用
日益凸显，新型信息消费发展迅猛，
孕育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发
展信息消费也面临潜力尚未充分释
放、有效供给创新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和挑战。

根据相关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
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6万亿元，年均增
长11%以上，并拉动相关领域产出达
到15万亿元。2019年全国工业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明确，将持续升级和扩
大信息消费，支持可穿戴设备、消费级
无人机、智能服务机器人、虚拟现实等
产品创新，推动消费类电子产品智能
化升级。

工信部表示，将从信息消费供需
结构变化出发，突出创新驱动发展，提
升有效供给能力，加速激发市场活
力。以信息消费升级充分释放内需潜
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随着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
产品的不断涌现，我国信息消费发展
潜力巨大。”张丽表示，下一步的主要
举措，一方面是增强产品和服务供给
能力，提升供给质量，推动信息产品创
新和产业化升级。另一方面是扩大信
息消费群体覆盖面，增强全民获得感，
加快信息终端普及和升级。同时也需
要营造高效便捷、安全可信、公平有序
的信息消费环境。

经济参考报

信息消费发展潜力巨大 2018年规模达5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