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杭州 9 月 28 日电
（记者商意盈、关俏俏）以“迈向
数字文明新时代——— 携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的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
镇峰会 28 日落下帷幕。文明
新思维、数字新科技、应用新场
景、治理新理念在金秋的千年
古镇轮番登场、激情碰撞，闪烁
着未来数字文明的熠熠光辉。

感受数字力量

　　 26 日下午，在乌镇互联
网国际会展中心，2021 世界
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正式发
布。本次发布的 14 项成果包
括 华 为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的

“HarmonyOS 鸿蒙操作系
统”、北京邮电大学的“人工智
能驱动的重大疾病动态画像新
技术和远程高效防治系统”等。
　　既有引领行业变革的世界
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也有融
入百姓生活的“硬科技”“黑科
技”。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上，云游戏、5G 智慧矿山电铲
驾驶座舱、个人移动观影方
案……各种沉浸式科技体验让
人流连忘返。
　　“时间折叠”，这个科幻小
说里出现的名词在博览会上也
变成了现实。在博览会中兴展
台，体验者在 3 个地点做出 3
个动作，几分钟后，屏幕上便出
现了 3 个体验者的影像，背景
还可以随意切换。
　　中兴展台工作人员说，该

系统利用 5G 的高带宽、低时延等特性，在两条通信链路
上将拍摄移到云端，主要用于虚拟制片领域。
　　据悉，此次峰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办，来自全球 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位嘉宾参会。
　　“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人类社会正
在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柯瑞文说，数字文明新时代需要我们秉持开放包容心态，
与产业链、生态圈、国内外共同努力，推动数字共生、共
创、共荣，让数字文明成果更好地惠及人类发展。

共享智慧成果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1》和《中国互联网发展
报告 2021》蓝皮书 26 日在乌镇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
报告 2021》指出，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选择。
　　困难面前，需聚力前行。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携
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加凸显重要意义。阿联酋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远程办公应用国务部长欧曼尔·
本·苏尔坦·欧莱麦说，地区性解决方案无法应对全球性
问题，地理位置的界线并不能阻断某些挑战在全球蔓延，
我们需要利用最尖端的技术来共同对抗劲敌。
　　峰会期间，围绕 5G、人工智能、下一代互联网、数据
与算法等网络技术新趋势、新热点的分论坛精彩纷呈，世
界互联网发展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得到了更加多
维和立体的展示。
　　此外，今年峰会首次推出“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
力”“航空出行一站式信息服务平台”等精品案例生动展
示了网信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畅想文明未来

　　在乌镇，一辆黑色巴士在“未来出行”展区炫酷登场。
巴士上没有司机，但却能实现自动行车、红绿灯停行以及
行人避让、危险预警、闯红灯预警等“高能操作”。
　　智慧巴士背后的“大脑”是浙江海康智联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公司自主研发的车-
路-云协同系统，可以实现无人驾驶车辆事先知晓道路
真实路况信息，全方位实施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人之间
动态实时信息交互。
　　轻叩石板路、畅聊互联网。桨声欸乃中，激荡的是关
于互联网技术最前沿的思想火花，这也是照亮前行路的
点点星光。
　　盘石集团董事局主席田宁说，数字经济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高速增长，尤其当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时候，对于数字的立法和有效管
理显得更为紧迫，这是数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
字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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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珠海 9 月 28 日电（记者胡喆、魏
蒙）AG600 飞机完成飞行投水功能演示首
秀，翼龙-2 无人机划过天际，新一代载人飞
船试验船返回舱实力出镜，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 10 型运载火箭模型
齐上阵……
　　 28 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中国航展）在珠海正式开幕，高精尖展
品荟萃一堂，飞行表演地面演示精彩纷呈。本
届航展迎来线上线下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家企业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 8 个增
加至 11 个，室内展览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
室外展览面积 36 万平方米，参展飞机超
百架。
　　自 1996 年创办以来，集贸易性、专业
性、观赏性为一体的中国航展已经成为航空
航天及国防领域的高水平国际盛会。本届航
展，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新技
术、新服务、新成果将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
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以“大展 20 宏图、
添彩和平天空”为主题，通过馆内静展、室
外静展和飞行展示等多种方式，将近 140
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全景
式、体系化地进行呈现，其中近 40% 为首
次参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结合近期航天工程
任务热点和后续发展计划，遴选出约 170
余项航天科技成果，通过实物、模型、沙盘、
多媒体演示等形式与公众见面，展品分布
在宇航、防务、航天技术应用三大展区中，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航天科技集团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
国的生动实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携全域攻防装备七
大体系、113 项装备展品重磅亮相，全面展
示中国航天科工在加快装备现代化建设和
航天强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中国航
空 发 动 机 集 团 携 全 尺 寸 带 短 舱 的
CJ1000A 发动机、“太行”发动机发展型等

明星产品亮相，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推出新产品及成体系成建制
的系统和解决方案。
　　经国务院批准，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3 日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本
届航展，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加入主办
单位阵容，数量扩展到 15 家。
　　新华社珠海 9 月 28 日电（记者胡喆、
王浩明）9 月 28 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期间，我国自主研制
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成功完成在本次航展的飞行投水功
能演示首秀。
　　此次首秀是由 4 名成员组成的机组
按预定科目和计划，从珠海机场跑道起飞，
在本场进行飞行投水功能演示，9 吨水随
着飞机下部投汲水舱门的打开倾泻而下，
精准覆盖投水目标区域，投水后飞机状态
良好，响应特性正常，投水任务系统及飞机

其他各系统工作稳定。
　　据了解，3 月 4 日，AG600 飞机在湖
北荆门漳河机场开始灭火任务系统首次科
研试飞，截至 9 月 15 日，灭火任务系统已
完成地面系统原理验证、地面注水投水、水
面汲水投水、次高原投水试飞四个阶段具
体试验，完成了灭火系统验证试飞，有效验
证了灭火任务系统工作状态、汲水投水功
能特性，以及次高原环境下飞机投水特性，
系统功能特性符合设计要求，标志着今年
AG600 灭火系统功能验证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为加快 AG600 项目工程化应用、适
航验证及其领先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灭火任务系统是 AG600 飞机执行任
务的关键系统，也是 AG600 项目必须攻
克的技术难题。此次航展投水功能演示，展
示了我国自主研制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
陆两栖飞机灭火任务系统功能，为后续灭
火任务系统及飞机使用模式和飞行程序制
定提供飞行数据参考和实践依据。
　　新华社珠海 9 月 28 日电（记者胡
喆、田建川）9 月 28 日，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在珠海开
幕，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翼龙-2
无人机精彩完成航展首次无人机飞行表
演，为观众展示了无人机系统全自主起
降、爬升巡航飞行、空地协同等能力，这是
大型无人机首次在国际航展进行飞行表
演展示。
　　飞行表演上，翼龙-2 无人机携带光电
吊舱和合成孔径雷达，7 个外挂点满载多
型装备和任务吊舱，按预定规划自主驶入
跑道，自主起飞，完成爬升和转弯后，以场
高 200 米、180 千米每小时的时速进行低
空通场飞行表演，机头下方的光电吊舱同
步拍摄航展现场，并实时将视频信号传输
至现场展示大屏，以独特视角将航展盛况
实时呈现给现场观众。这样的呈现方式是
无人机为航展提供的特有方式。
　　随后，翼龙-2 无人机自主下降、准确
平稳降落在跑道上并自主驶出，圆满完成
飞行表演。
　　此次飞行表演的翼龙-2 无人机是航
空工业研制的一型中高空、长航时多用途
无人机系统，具备多场景任务执行能力。翼
龙-2 无人机经历了高强度、高复杂环境等
实际使用的检验，其平台性能先进、承载能
力大、扩展能力好，系统自主可控、成熟可
靠、环境适应性强、安全性能高，深受用户
喜爱。

中国航展珠海开幕，一批成果首发首展
“鲲龙”AG600 完成飞行投水首秀 翼龙-2 首次在国际航展飞行展示

  9 月 28 日，观众参观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新华社记者丁洪法摄

我国计划今年发射首颗太阳探测卫星
　　新华社珠海 9 月 28 日电（记者胡喆、
温竞华）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中国航展）28 日在珠海开幕，会上展出
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太
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卫星计划今年
发射，作为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卫星的
发 射 成 功 将 标 志 中 国 正 式 进 入“探 日 时
代”。
　　太阳是宇宙中唯一可以进行高空间分辨
观测的恒星，通过对太阳的探测，人们可以深
入了解天体磁场的起源和演化、高能粒子的
加速和传播等重要物理过程，对天体物理学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太阳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地球
上生命的生存。强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
太阳活动事件更是时刻影响着地球的空间
环境。因此，对太阳活动的观测和研究不仅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更具有巨大的应
用价值。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地面太阳监
测网，并在太阳光谱、太阳磁场领域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但空间探测仍属空白。开展空
间太阳探测将有效服务于我国基础科学研
究，带动相关高科技产业发展，甚至引领国
际太阳物理研究的进步。
　　那么，为何要开展光学波段探测，难
点在哪？专家介绍，由于地球大气对紫外
和 X 射线等电磁波是不透明的，因此，历
史上的空间太阳观测在资源有限、技术
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其观测对象重点是
太阳的高层大气（日冕及过渡区），而可
见光等波段观测主要基于地面望远镜。
但地面上的可见光波段观测会受到阴雨
天气影响，无法做到连续观测，而且受到

地球大气吸收、扰动等因素的影响，观测
分辨率很低。因此，开展光学波段的空间
观测是国际太阳物理研究领域必然的发
展趋势。
　　据悉，我国即将发射的太阳探测科
学技术试验卫星的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
H α成像光谱仪，将首次实现空间太阳
H α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通过对这条
谱线的数据分析，可获得太阳爆发时大
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研究太阳
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及物理机制，显著提
升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卫星采用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
度平台设计。通过采用平台舱、载荷舱可
分离式设计理念，将实现载荷舱的超高
精度指向控制，较现有水平提升 1 到 2
个数量级。

这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出的攻击-11 模型（9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创新科技发展，这个“村”将不简单
　　瞄准前沿、面向社会、服务国家，继续激
发企业创新活力，先行先试锐意改革，助力科
技向善、融入全球治理……这将是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未来图景。
　　中关村如何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
区？27 日，在 2021 中关村论坛“中关村国际
技术交易大会”开幕式上，北京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主任许强给出了相关答案。
　　在大会的举办地——— 中关村，最能感受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历史上，中关村凭借着敢为人先的创新
精神，从最初的“电子一条街”发展为中国创
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开创了改革开放史上的
一段传奇。
　　如今，中关村在京拥有 16 个分园，在京
外建设了 27 个合作园区，在“一带一路”沿线
及其他地区设立了 19 个海外联络处。
　　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出发地、原始创新的
策源地、自主创新的主阵地，中关村先后诞生了
超级计算机、中文搜索引擎、人工智能芯片等一

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变革性重大科技成果。
　　 1984 年，联想就是从中关村这片热土
起家，以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为起点，一步
一个脚印走到今天，发展成为一家年营收
额超过 4100 亿元人民币的全球化高科技
制造企业。
　　“未来三年我们计划实现研发投入翻
番，以科技创新的力量赋能各行各业的智
能化转型，实现提质增效、节能减排，推动
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实现共同
富裕，助力实现国家‘双碳’目标。”联想集
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说。
　　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
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促
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
　　历史将证明，这将是中关村高质量发
展的又一个新起点。
　　面向未来，北京将继续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构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北京将着
力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积极推动

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
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新型研发
机构等。”许强说。
　　据介绍，北京将实现在人工智能、量子
计算、区块链、生物技术等领域“四个占
先”，实现集成电路产研一体化、关键新材
料、关键零部件、高端仪器设备等方面的

“四个突破”。
　　许强说，北京还将适应创新范式新变
化，推动科技创新面向生产生活新需求。激
发企业创新活力，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

“此外，北京还将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做先
行先试排头兵；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促
进科技创新交流合作。”
　　中关村是北京国际科技中心建设的主
阵地，是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新时
期，中关村将不仅是北京的中关村，更是中
国的中关村、世界的中关村。
       （记者盖博铭、陈旭、阳娜）
       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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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8 日电（记者张
泉）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 识 产 权 发 展 研 究
中心 28 日发布的生
物 育 种 产 业 专 利 导
航研究报告显示，全
球 生 物 育 种 领 域 专
利 申 请 数 量 快 速 增
长，我国生物育种专
利 申 请 量 排 名 全 球
第一。
　 　 该 研 究 通 过 专
利大数据分析，梳理
了 生 物 育 种 产 业 和
专 利 技 术 的 发 展 现
状和趋势，重点明晰
了分子标记育种、生
物育种、基因编辑育
种 关 键 技 术 的 专 利
布局、发展路线、专
利风险，旨在引领生
物 育 种 关 键 核 心 技
术创新，强化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
　　报告显示，国内
生 物 育 种 专 利 申 请
中 ，北 京 、江 苏 、广
东、山东排在前列；
排名前 10 位的国内
申 请 人 均 为 高 校 和
研究机构。报告建议
国 内 申 请 人 加 强 国
际化布局，同时对已
有的大量专利，需要
进 一 步 明 确 产 业 化
路径，加快技术转移
转化进程。
　 　 该 研 究 重 点 选
取 了 三 亚 崖 州 湾 地
区作为研究对象，结
合 该 地 区 生 物 育 种
产 业 和 专 利 现 状 进
行分析，并提出了相
应专利导航建议。
　　报告还对具有重
要影响的大型跨国育
种公司的专利布局状况进行了研究，研判
其在知识产权方面对我国育种行业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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