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发布多个生物多样性成果

我国已基本摸清主要生物类群和植被类型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0日电（记者 岳冉冉）《生
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
议11日在昆明开幕。10日，中国科学院在昆明植物研
究所发布了多项生物多样性成果。

“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在国家水平摸清主要生物类群
和植被类型的目标。”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从生物多样
性资源的现状、保护、收集、保藏、开发和利用，及大数据
平台建设等方面介绍了中科院相关成果。

2021年发表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1版）》中
包含了11.5万个生物物种，仅2020年我国发表的新物
种超过2400种，占全球新发表物种总数的10%以上；
《中国科学院生物资源目录》汇集了735万份生物资源
数据，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存了17468种、
25.8万份生物种质资源，使我国的特有种、珍稀濒危种
及具有重要经济、生态和科研价值的物种安全得到有
力保障；中国科学院主导或联合发起的“万犬国际基因
组计划”“万种鸟类基因组计划”“万种鱼类基因组计
划”等为理解生物多样性起源与演化提供了崭新视角。

发布会由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办。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
研究首篇学术成果发表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喆）记者10月8日从
国家航天局获悉，近期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刘敦一研究员和地
质所海外高级访问学者澳大利亚科廷大学亚历山大·
涅姆钦教授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
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团队对嫦娥五号月球玄武岩开展
了年代学、元素、同位素分析，证明月球在19.6亿年前
仍存在岩浆活动，为完善月球演化历史提供了关键科
学证据。

相关研究论文《嫦娥五号年轻玄武岩的年代与成
分》于北京时间10月8日凌晨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
刊《科学》上。这是以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为研究对象发
表的首篇学术成果。

工信部启动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征集
重庆将推荐申报30家企业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日前，记者从市经
信委获悉，工信部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一批企业智能
制造典型场景，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其中重
庆将推荐申报30家企业。

据介绍，申报企业须满足条件包括，申报企业的典
型场景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较强
示范引领作用，使用的关键技术装备、工业软件安全可
控；申报主体的典型场景能从实施方法、实施要素等多
方面提供借鉴，引导创新；申报主体愿意配合开展现场
评估和宣传总结，推广经验；申报主体近三年未发生重
大、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特大环境事故；多个智
能生产场景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可联合申报。

本年度168家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选“出炉”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近日，市经信委公
布了本年度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选结果，重庆宗申航
空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等168家企业
技术中心获评为2021年度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此次入选的企业技术中心主要涉及工业互联网、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接下来，市经
信、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将从资金、项目、人才培育
等方面给予入选的企业技术中心相应扶持，鼓励引导
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近500家，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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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近日，重庆
市科技成果进区县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暨黔江专
场活动在黔江举行。此次专项行动通过“线上+
线下”的形式，面向区县开展超过40场专题活
动，展示超过200项路演项目，推送优质科技成
果2000项以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聚焦智能制造、生物
医药、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强化科技成果在区
县的转化应用。黔江区作为专项行动的首站，拉
开了科技成果对接与路演、政策宣讲、走访重点
企业等系列活动的序幕。

启动仪式上，“易智网渝东南科技创新服务
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易智网科技服务平台是我
市科技成果转化与企业创新一站式综合科技服
务平台，设立渝东南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作为分支
基地，旨在通过线上线下模式，构建集科技政策
宣传、人才引育、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等于一体的区
域特色创新综合服务平台，推动渝东南创新人
才、创新基地、创新平台等资源不断集聚，完善科
技创新服务体系。

活动期间，重庆大学、西南大学、中科院重
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市农业科学院、上海
交通大学重庆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聚焦
现代农业、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渝东南重点产
业领域，输出了科技成果100余项，并重点推
介了10项。其中包括“水果马铃薯及高附加

值食品研发与产业化”“菜头探筋铣削流水线
技术”“燃气热泵与空气源烘干成套技术”等优
质科技成果，涉及农产品种植与改良、农产品
食品深加工智能化升级、农产品食品和药材加
工的环境友好型烘干等应用场景，能够有效提
升现代农业的作物种植水平和深加工智能化
水平，降低碳排放。

此外，重庆交通大学、西南大学产业技术研
究院、长春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
所，还就“青蒿素车间能源利用优化改良技术”

“猕猴桃果树检测及病害防治”“药用胶囊远红外
烘干、实时在线检测及生产参数控制”等6个项
目与当地企业进行了现场签约。

据介绍，近年来，市科技局以科技成果转化
为抓手，立足“一区两群”地区技术储备、成果转
移转化载体建设实际，搭建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多层面提供成果转化服务，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
新模式，发挥科技人员的纽带作用，以“一区”带
动“两群”创新发展，催生更多科技成果在“两群”
地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科技
局将突出科技成果产生转化应用主抓手，逐步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科技
成果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同时，通过
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进区县行动系列活动，为高
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和企业搭建科技交
流合作平台，有效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重庆市科技成果进区县专项行动启动
“线上+线下”面向区县推动超2000项优质科技成果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记者
从重庆科技馆获悉，国庆长假科技馆共接待游客
139638人次，其中青少年游客占33.1%，相比五
一假期有所上升。

国庆长假期间，科技馆除了生活科技展厅、
儿童科学乐园展厅、防灾科技展厅、交通科技展
厅、国防科技展厅、基础科学展厅、宇航科技展厅
等常规展厅以外，还有“中国古代科技展”和“神
秘海洋展”两个临时展览正在举行，孩子们不仅
能在展厅内参观体验，还能观看科普剧表演、趣
味科学实验以及科普电影，在玩乐的同时学习科
学知识。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我们采取了预约参观

制度，游客通过科技馆微信公众号进行参观预
约，但国庆期间经常都是提前两三天就已经约
满。”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双减”政策实施后的首
个长假，孩子们有了更多时间享受假期，这让科
技馆里的青少年人数明显增加。

家住渝北区冉家坝的刘双颖，国庆期间带8
岁多的儿子去了两次科技馆。她说，第一次去了
之后孩子没玩尽兴，有些展项因为人多还没体验
到，在孩子的强烈要求下又去了一次。“以前在家
赶作业、辗转培训班的时间多，孩子没有太多机
会走出来。现在挺好，可以让孩子多出来看看，
在生活中学习，在玩耍中学习。”

国庆假期

重庆科技馆接待游客近14万人次

国庆长假期间，重庆科技馆，市民带着孩子们在馆内了解科学现象，学习科学知识。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