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强国科普丛书”
第二册《量子科技》出版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近日，“科技强国科普
丛书”第二册《新华社记者带你探秘：量子科技》由
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继丛书第一册《新华社记者带你探秘：嫦娥探
月》之后，第二册《新华社记者带你探秘：量子科技》
集纳新华社丰富的报道资源、多形态的传播内容，
向读者详解量子、量子科技及该领域的激烈竞争，
展示中国科学家在量子领域的探索发展与突出成
就。在书中，读者能看到微观世界的规律和人类物
理的发展前沿，量子科技的广泛应用前景，一代代
中国科学家的量子追梦之路，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
的成就。

今年，“科技强国科普丛书”还将陆续推出《载
人航天》《火星探测》等图书。

重庆城口发现珍稀植物曲茎石斛种群

据新华社重庆8月8日电 （记者 周文冲）记
者从重庆市中药研究院获悉，该院调查组近日在重
庆市城口县发现珍稀野生植物曲茎石斛种群。

曲茎石斛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2014
年12月，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成立石斛专题调查组，
在重庆范围内寻找曲茎石斛野生植物资源。近日，
石斛专题调查组在城口发现了近百株野生曲茎石
斛的种群。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曲茎石斛生物学特性、种群
生态、资源保护及栽培化利用等开展持续深入的研
究，实现这一珍稀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重庆市
中药研究院石斛专题调查组研究员明兴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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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研发国内首套
摩擦纳米发电技术装置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日前，由国网
重庆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纳电赋能线路天眼”——
基于摩擦纳米发电技术的输电线路绿色供能监测
装置，成功在铜梁110千伏天云线输电线路10处挂
网稳定运行，实现了输电线路温度、弧垂、振动参数
的自供能监测，相关功能性测试顺利通过工信部电
子第五研究所认证。

据介绍，重庆电科院研发的摩擦纳米发电机，
主要是利用两种对电子束缚能力不同的材料，在相
互接触时形成电流。该装置发电机尺寸仅为拇指
大小，即便在人感觉不到的微风振动（200 微米振
幅）的情况下，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可达200微瓦，
完全能够满足输电线路监测的需要。

澳研究人员捕捉到超新星爆发
的“最初景象”

据新华社堪培拉8月8日电 （记者 白旭
岳东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发表公报
说，他们与多国研究人员合作，捕捉到了超新星爆
发的“最初景象”。这是天文学家第一次细致地观
测到完整的超新星爆发过程，有助于研究宇宙起
源。

超新星是某些恒星在演化接近末期时经历的
一种剧烈爆炸，但因为超新星形成的初始阶段过程
极快，大多数望远镜很难记录下来。此前，天文学
家从未捕捉到爆发开始的最初光芒。

据公报介绍，美国航天局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在2017年捕捉到了有关数据。而澳国立大学研究
人员记录下了恒星爆炸前，第一个冲击波穿过恒星
时所释放的光芒。研究人员通过比对大量的现有
恒星模型，测试了这些数据。

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
刊》上。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市
知识产权局发布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已正式批
复支持重庆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以高水平的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供给助力知识产权等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

据介绍，重庆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将发挥知识
产权集聚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和运营服务资源的
带动作用，吸引创新主体、资本、机构、人才等要
素，实现知识产权运营服务要素集中供给，构建
开放、多元、共享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和服务生

态。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在政策协调、人才
培养和专家资源等方面予以支持。

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将积极融入国家知识产权“1+N”运营
体系，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挥重
庆创新生态活跃、运营业态丰富的优势，以知识产
权全链条运营为牵引，聚焦大数据智能化等特色
优势产业，充分调动区县和产业集聚区域力量，为
创新主体提供全链条、多元化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推动成渝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

支持重庆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通过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战略发展行动计
划，在智博会落地项目带动下，重庆正在培育形成
工业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互为场景、互为基
础、互为生态的协同应用体系。日前，记者从市经
信委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市新增1.6万家企业“上
云上平台”，目前全市已有7万多户企业迈上“云
端”。

位于北碚区，从事汽摩配件生产的重庆能
正机械有限公司，是尝到“上云”甜头的企业之
一。该公司人士称，通过在生产设备上安装传
感器，工厂每天生产的产品从数量到质量、再到
最后产品附加值，所有数据都会及时汇集到“云
端”，管理人员通过显示屏就能第一时间掌握产
品生产进度。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如今
企业整体生产成本降低 10%，生产效率提升
15%以上。

为能正机械提供工业互联网生产解决方案
的，是重庆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该创新中心综
合管理部负责人覃学健介绍，他们利用工业互联
网技术，为企业量身定制数字化转型方案，通过提
供生产过程全流程无纸化管理以及产品质量全流
程可追溯，提升生产智能化水平。

作为2019年智博会落地项目，两年来创新中
心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帮助多家渝企实现降本增效。目前
该创新中心已在全市建成8家智能化改造示范工
厂，预计今年内将完成20家企业智能化改造，全
年累计将为700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上云”服务。

市经信委表示，我市将聚焦33条产业链，通
过建立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二级节点，实施基
础网络设施升级、标识解析建设应用、工业互联网
平台培育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更多中小企
业“上云”。

智博会落地项目助力工业互联网发展提速

7万多家渝企迈上“云端”

日前，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为中国石油西永微电园加油加气站颁发了全国首张“车用综合能源站
经营许可证”。

据了解，车用综合能源站是为汽车和其它机动车辆提供驶入式“油气氢电”四项综合能源补充服务
的新型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具有产业配套、安全环保、集约用地、收益互补等多项优势。

“推进综合能源站建设，形成‘油气氢电‘多种能源供应体系，对完善我市现代能源基础设施，支持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助力实现‘双碳‘目标。”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据悉，到2025年末，重庆将累计建成100座综合能源站，其中15座具备加氢功能。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车辆加油。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龙帆 实习生 龚清扬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