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造”国内首台
航空轮胎动力学大装置将投用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日前，“重庆
造”国内首台航空轮胎动力学大装置（下称“大装
置”）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将于近期投用。该
大装置位于广州黄埔知识城，整体建成后将帮助
解决我国航空领域轮胎设计制造难题，助力航空
产业发展。

大装置由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与中国汽
车工程研究院共同研发而成，包含高加速动力学
试验台、摩擦磨损动力学试验台、摆振动力学试验
台、落震冲击动力学试验台等动力学模拟设备，可
进行航空轮胎各类性能测试。

据悉，大装置可在几秒钟内掌握飞机轮胎触
地瞬间的情况，对其动力性特性进行建模、分析和
验证，从而评价轮胎的可靠性，为我国建立自主适
航标准提供技术保障。

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主镜
已在太空完全展开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8
日宣布，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主镜已在太空完
全展开，望远镜开展科学探索前的主要部署工作
完毕，预计可在今年夏天传回拍摄的第一批图像。

韦布空间望远镜由美国航天局与欧洲航天
局、加拿大航天局联合研究开发，被认为是哈勃空
间望远镜的“继任者”，其主镜直径6.5米，由18片
巨大六边形子镜构成，配有5层可展开的遮阳板。

韦布空间望远镜任务目标主要有4个方面：
寻找135亿多年前的宇宙中诞生的第一批星系；
研究星系演化的各阶段；观察恒星及行星系统的
形成；测定包括太阳系行星系统在内的行星系统
的物理、化学性质，并研究其他行星系统存在生命
的可能性。

国家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技术中心
在渝成立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日前，中国地
质调查局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技术中心在渝挂牌成
立。该中心将围绕重庆的矿山污染防控和治理，
建成矿区污染全链条控制和分级治理体系，以此
形成矿区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及技术指南。

据介绍，该技术中心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调
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共建单位为西部
（重庆）地质科技创新研究院，前者主要从事地质
调查、绿色勘查等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及应用示范，
后者则是以市场化原则进行组建及运营的产业平
台，通过引入地质科技领域高新技术进行研发、孵
化，推动地质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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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指标
实现“量质齐升”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琳琳）记者从日前
召开的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上获悉，2021年
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指标实现“量质齐升”，授权发
明专利69.6万件，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每万人
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7.5件。

2021年，我国知识产权发展受理PCT国际专
利申请7.3万件，收到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592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1.3万件。高价
值发明专利和商标注册审查周期提前完成国务院
提出的五年改革目标任务。全国处理专利侵权纠
纷行政裁决案件同比增长17.4%，新批准建设25
家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知识产权保护社会
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到80.61分。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2022
年重庆市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下称

“英才计划”）见面会在重庆大学A区举行。2022
年“英才计划”共有15名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优
秀中学生将走进重庆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学习。

据介绍，2022年“英才计划”启动以来，共有7所
参与中学的79名学生报名参加选拔。经过中学推
荐、线上笔试、在线面试、网上公示等环节，最终15名
优秀学生脱颖而出，成为2022年“英才计划”学员。

在接下来一年的学习中，他们将走进重庆大
学，在各学科导师团队悉心指导下接受为期一年的
学科培养。重庆大学导师团队将制定“一对一”培
养方案，搭建资源共享的培养平台，指导新学员，传

授新知识，让他们在学习中体验科研过程，感受科
学魅力，激发科学兴趣。

“作为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培养具有科
学梦想的优秀青少年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为国家发
现未来的科技能人和科学巨匠是我们的光荣使
命。”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英才计划”是发现未来科学人才，培养科学能
人的重要途径。自2017年11月以来，我市共选拔
了65名优秀中学生走进重庆大学，走进实验室，在
重庆大学优秀导师团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开展
科学研究、学术研讨和科研实践，涌现出了一批具
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在国家级或
国际级科学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15名优秀中学生入选2022年“英才计划”
他们将走进重庆大学开展科研实践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近日，科技部
公布了2021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综合评估结果，
我市的江津、永川、长寿、涪陵4个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通过评估，其中江津、永川2个园区评估结果为

“优秀”，长寿、涪陵2个园区评估结果为“达标”。
根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评估结果

为“优秀”的园区将作为下一步科技项目优先支持
对象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优先培育对
象。

据介绍，近年来，江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围绕
花椒、柑橘两大主导产业，积极盘活园区存量科技
资源，与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等30
余所国内外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园区相继建成
重庆市花椒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农技协重庆花椒
技术研发推广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22个，截至
2021年底，累计引进推广津香橙、云贵橙、巨型水
稻、冰菜等新品种40余个，自主或合作研发花椒机
械施药施肥、机械剪枝、机械脱粒、带枝烘烤等新技
术5项，推广无人机植保技术、液压修剪技术、水肥
一体化灌溉等13项技术。

目前，江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青花椒种植生产基地和青花椒育苗基地，以及全
国最大的无病毒柑橘苗基地。2021年，花椒产业

链产值达26亿元，占园区总产值的70.27%，柑橘
产业链产值达6亿元，占园区总产值的16.22%，产
业效益日益明显。

永川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近年来大力实施开放
式协同创新，引进中科院、浙江大学、江南大学、四
川农业大学等共建研发平台，使园区主导产业均有
平台支撑。目前，园区形成了“3+1”产业体系，即
茶叶、食用菌、特色经果3个主导产业和1个食品
产业园，建成了重庆最大的茶叶、食用菌、早熟梨标
准化基地。

永川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还积极推进“大数据+
农业”融合，重点推广农业物联网技术，打造智慧农
业，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比如首期黄瓜山早熟
梨数字农品示范项目，3万亩梨园实现数字全覆
盖，可以适时采集回传果园的农业气象、虫害监测、
土壤温湿度、果实成熟度等数据，专家通过系统可
以远程指导生产，果农根据系统网上订单、物流距
离和果实成熟度确定采收时间，良好的生产管理、
产品品质和品牌效应让早熟梨的价格提升23%。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按
照评估意见，推动各园区优化布局，提高建设质量，
努力建设成为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区、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集聚区、农业供给侧改革试验区。

我市4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通过科技部综合评估
2个园区获评优秀，纳入优先支持对象

日前，万盛经开区平山园区的重庆良友耐火技
术有限公司不定形耐火材料自动化生产线，机械手
正在作业。

据了解，该公司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耐火材

料生产技术，建成不定形耐火材料自动化生产线，
实现原材料上料、配料、混料、搅拌以及成品包装、
码垛“一键操控”。

重庆日报通讯员 王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