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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 22日电 （记者代小佩）在

5 月 30 日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

国科协 22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中国科协层面将举办 1 个

主场活动，省级科协层面将推出 2300 余项特色

活动，百余家全国学会将开展各类活动，50 余个

高校科协及企业科协等基层组织将开展 200 余

项活动。

关心关爱科技工作者是重要内容。5 月 30

日，中国科协层面的主场活动将在国家科技传播

中心举办。主场活动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馆一

周年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15 周年

为契机，讲述馆藏精品背后的科技大家感人故

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还将开展老科学家

和一线科技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并启动 2025 年

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

活动。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是鲜明特色。从科学

家精神百场讲坛系列活动，到“科学大师宣传工

程”专场演出；从纪录片《国家工程师》首播，到

“全国科学家馆校众创展演活动”推出……中国

科协将组织系列活动，讲好科学家故事、诠释科

学家精神。

群众性实践活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群众性

活动包括科技志愿服务百场示范活动，发布首批 6

条“科学文化中国行”文旅线路，组建 60 支左右

“科创中国”科技服务团助力服务产业创新发展，

实施服务乡村振兴联合行动等。

一批科技成果将走近公众。届时，中国科协

将开展“科创筑梦”联合行动，组织动员科普教育

基地通过科普报告、公众开放日、科学直播、主题

研学等开展高质量科普活动。此外，中国科协将

发动 2025 年高校科普品牌示范工程“高校星火

馆”，集中开展特色科普活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

提能拓展计划，举办中国科技会堂论坛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专场活动，开展贯彻落实“科普法”专题

智库活动等。

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协系统全动员，

致力于打造一场节日盛宴：动员全国 287 家科学

家精神教育基地、现代科技馆体系 548 家实体科

技馆，联动展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相关宣传活动，开展探馆联动直播活动；国际

科技组织向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发布 5·30 节日寄语；全国学会、地方科协及基

层组织开展特色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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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5 月 20

日，宇航团体标准项目《基于开源鸿蒙

轻量系统的星载实时操作系统通用要

求》《基于开源鸿蒙轻量系统的星载实

时操作系统开发实践》获中国宇航学会

标准化分会审查通过。上述标准由大

连理工大学于晓洲教授领衔的微纳卫

星与深空探测团队牵头起草，中国科学

院微小卫星技术创新研究院、清华大

学、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星众空

间（嘉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团队参与撰写。

该标准提出了适用于微纳卫星的

开源鸿蒙（OpenHarmony）轻量系统星

载实时操作系统，解释各类术语定义，

明确其源码获取、移植和裁剪的全流程

操作规范，为星载实时操作系统开发提

供了实践引导，为微纳卫星操作系统确

立了统一标准。

微纳卫星的星载计算机系统越来

越复杂，但受平台规模的限制，无法使用

常规操作系统。于晓洲团队在“大连 1

号—连理卫星”上首次成功应用基于国

产芯片的高可靠性开源鸿蒙实时操作系

统，实现了该领域的软硬件全国产化，为

全球航天器操作系统提供了新的选择。

“连理卫星任务实践表明，运行开

源鸿蒙实时操作系统后，卫星的系统响

应速度与可靠性大幅提高。”于晓洲说。

目前，多个微纳卫星任务采用了基

于开源鸿蒙轻量系统的星载实时操作

系统，包括星众空间卫星、“金紫荆”系

列卫星、爱太空科学号、航升卫星等。

该操作系统在航天器上的应用丰富了

其使用场景，实现了开源鸿蒙的“上天

入地”。

世界首个星载实时操作系统标准审查通过

科技日报合肥5月22日电（记者

吴长锋）22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获悉，该校生命科学与医学部薛天、

马玉乾团队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制

备出高透明、高转化效率的上转换隐形

眼镜，可实现人类近红外时空色彩图像

视觉能力。相关研究成果 5月 22日在

线发表在国际期刊《细胞》上。

人类肉眼可感知的可见光仅占

电磁波谱很小的一部分。此前，研

究团队与合作者将一种可以把近红

外光转换为可见光的上转换纳米颗

粒注射到动物视网膜中，首次实现

哺乳动物的裸眼近红外图像视觉能

力 ，研 究 成 果 于 2019 年 发 表 在《细

胞》。但该研究的眼内注射在人体

应用中受限，如何通过非侵入性方

式实现近红外视觉，是该技术实用

化的关键挑战。

高分子聚合材料制备的软性透明

隐形眼镜提供了一个可佩戴式解决方

案。为此，研究人员对上转换纳米颗

粒进行表面修饰，提高它们在高分子

聚合材料中的均匀分散性，同时筛选

出与上转换纳米颗粒折射率匹配的高

分子聚合材料，制备出了高掺杂比例

并且高度透明的近红外光上转换隐形

眼镜。

经 过 实 验 验 证 ，佩 戴 该 隐 形 眼

镜的人类志愿者不仅可以看到一定

光强范围的近红外光，还可以准确

识别近红外光的时间编码信息。此

外，研究人员还开发了一种内置近

红外光上转换隐形眼镜的可穿戴式

框架眼镜系统，使人类志愿者能够

获得与可见光视觉一样空间分辨率

的近红外图像视觉，精确识别复杂

近红外图形。

研究人员用三色正交上转换纳

米颗粒取代了传统的上转换纳米颗

粒，制备出了三色上转换隐形眼镜，

可以将三种不同光谱的近红外光转

换成红、绿、蓝三基色的可见光。实

验证明，通过佩戴三色上转换隐形

眼镜，人类志愿者可有效识别三种

波长的近红外光，感知多种近红外

色彩。

研究人员表示，该技术在医疗、信

息处理及视觉辅助技术领域具有广泛

应用前景。

“隐形眼镜”助人类识别复杂近红外图形

初夏的东钱湖畔，绿意盎然，荷香

怡人。5月 22日，在浙江宁波国际会议

中心，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中东

欧博览会”）开幕。

小屋生出飞速旋转的双翼，飞向远

处的雪山和松林，巨大的神鸟迎面飞

来……在中东欧展区的奥乐奇境 VR

（虚拟现实）乐园，戴上 VR 眼镜，就能

瞬间进入一个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

展区工作人员贾斌介绍，《童话之城》项

目作为中东欧合作项目引入中国，由来

自匈牙利知名线下虚拟现实沉浸式体

验乐园开发，致力于在中国打造面向家

庭消费者的沉浸式数字体验。

“你好！阳明。”“你看起来似乎有

点困扰，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在智

昌集团展位，眼前的机器人正与参观者

对话。智昌集团董事长助理俞伟杰介

绍，这款名为“阳明一号”的机器人能通

过自然语言交互和高精度视觉识别，实

时解析使用者的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和

肢体语言，精准判断情绪状态，由此生

成个性化陪伴策略。

在数智中东欧板块，多家企业展出

的机器人成为展区“明星”。贾维斯 2.0

是宁波均普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

院有限公司去年推出的人形机器人，并

在今年2月搭载了嗅觉传感器。“这款机

器人可以闻香识物，识别出上千种不同

的味道。”公司产品总监刘楠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传感器相当于是机器人和外界

交互的媒介，他们致力于打造能看、能

听、能说、能感、能闻的“五边形战士”。

来自中东欧的发明——魔方，与参

展企业的物联网、大数据和AI技术有机

结合，也拥有了新的应用场景。在出口

消费品展区，广州智竞未来互联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谢鸿飞介绍了其智能魔方

产品。魔方内嵌 AI芯片，可借助蓝牙、

3D实时渲染等技术与移动端连接，操作

者能够实时看到魔方扭转状态。同时，

通过 10TB（太字节）的 AI 数据训练，使

用者也能在平台创建自己的“AI陪练”。

“你可以尝下这款树莓巧克力。”在

精品中东欧展区，匈牙利“网红”博主查

塔伊·拉斯洛向记者递来一块巧克力，

“巧克力的醇香和树莓的清甜结合，会

中和巧克力的甜腻感和苦味。”拉斯洛

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参加展

会，想用匈牙利巧克力征服中国消费者

的味蕾。

除了匈牙利的巧克力，还有捷克的

水晶、保加利亚的玫瑰制品……中东欧

各国好物通过中东欧博览会加速进入

中国市场。欧洲华商会会长、浙江省侨

联副主席傅旭敏表示：“中东欧博览会

是中国开放层次变化的缩影。我亲身

经历了这个平台从最初的展览交易，发

展到如今的产业共建、技术对接、规则

磨合。这种机制级的平台，让我们把一

家企业的能力，延展成一个产业生态的

支点。比如，我们在宁波打造的欧洲华

商大厦，它不只是办公楼，而是连接中

欧资源、资本、项目、政策的真实载体。”

“友谊如美酒，酒越陈越香，情越久

越深。”正如这句中东欧的谚语，“一带

一路”送来了美食、美酒和音乐，也传递

着民心间的温度和情谊。双边合作的

“美酒”，随着时间的发酵而愈加醉人。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中东

欧博览会正如“强磁极”，不断吸引创新

和机遇的汇聚。

（科技日报宁波5月22日电）

东 海 岸 崛 起 创 新“ 强 磁 极 ”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开幕见闻

◎本报记者 夏凡 实习记者 王曼茜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2日电 （记

者李禾）记者 22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

悉，生态环境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主办的 2025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

传活动当天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行。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于会文出席活动时

说，未来，我国将统筹开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美丽中国建设，强化科技支撑，

履行好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职责；

完善协调机制，强化责任落实，破解重

点难点问题。

于会文表示，我国着力建设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创新

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保护超过

30%的陆域国土面积，大熊猫、雪豹、东

北虎、藏羚羊、亚洲象等一批旗舰物种

野外种群数量持续保持增长态势；稳步

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建立异位保

护和原生境保护相结合的种质资源保

护体系，长期保存农作物、畜禽、林草等

实物种质资源；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重大工程、“山水工程”、“三北”

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在

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

化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森林覆盖率

超过25%，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

最快的国家；实施长江十年禁渔，长江

水生生物多样性明显恢复，鱼翔浅底、

江豚逐浪成为常态。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在

强化生物多样性监管方面，我国建立

了生态保护修复监管体系，强化对国

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

间人为活动的监督；持续开展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绿盾”专项行动，遏

制破坏生物多样性行为；推进生态文

明示范创建，聚焦生物多样性监测评

估、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等重点任务，

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

“我国还将推动‘昆蒙框架’落实，

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于会

文说，我国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

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

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首批支持 9 个项

目覆盖 6大洲 15个发展中国家，目前，

正在开展第二批项目的遴选工作。

生态环境部：

统筹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美丽中国建设

科技日报北京5月22日电（记者

马爱平）记者 22 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通过实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

护工程，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

数量稳步增长，栖息繁衍环境稳步改

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目前，

全国 200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

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

物得到抢救性保护。2024年全国水鸟

同步监测最新结果显示，我国越冬水鸟

总数量达 505.9万只，是迄今为止全国

范围内监测数量的最高纪录。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旗舰动物

保护，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朱鹮等

旗舰动物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强化旗舰

动物及生态系统保护科技支撑，组织实

施 48 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野外保护、

收容救护、人工繁育、放归自然等抢救

性保护项目，促进野外种群增长。持续

开展 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和 100种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组织实

施近 40 种珍稀濒危植物野外回归，有

效缓解野外种群濒临灭绝压力。

截至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

多样性持续丰富，藏羚羊数量从 20 世

纪 80 年代初的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7 万

多只；地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大

熊猫国家公园打通了 13 个大熊猫种

群生态廊道，有效保护了 70%以上的

野生大熊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初步

建成天空地一体化全覆盖监测体系，

野生东北虎超过 70 只，野生东北豹超

过 80 只；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到 7 群 42

只；武夷山国家公园发现武夷林蛙、武

夷山卷柏等一批新物种。自设立以

来，国家植物园新增收集活植物 5000

余号、2800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 110种、珍稀濒危植物 65种；华南国

家植物园新增收集活植物 8500 余号、

4202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285

种、珍稀濒危物种 469种。

我国200余种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2日电 （记

者陆成宽）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等单位

当日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5

版》（以下简称“2025 版名录”）。2025

版名录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62717

个 ，其 中 物 种 148341 个 ，种 下 单 元

14376 个；首次收录了中国蜻蜓和蚯

蚓，分别新增了 895和 405个物种及种

下单元，填补这两个动物类群的空白。

生物物种是大自然中最重要的分

类单元，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础。生物物种名录则是反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

富程度的基础数据，只有本底清楚，才

有可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保护并做出

相关决策。

相比 2024 版名录，2025 版名录新

增6857个物种和496个种下单元，动物

界新增4994个物种和470个种下单元；

植物界新增 458个物种，减少 5个种下

单元；真菌界新增 1405个物种和 31个

种下单元。同时，2025 版名录实现与

全球生物物种名录互通互补，新增中国

竹节虫目515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在动物领域，我国新增脊椎动物

132 种，蜘蛛目新增 309 种；在植物领

域，我国新增植物新种 284 个，新种下

类群 19 个，并重新发现 4 个多年未见

物种；在微生物领域，中国学者主导发

现了 1723个菌物新种。

据悉，中国是唯一一个每年都发

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自 2018 年新

网站上线至今，名录总下载量超过

20TB（太字节），在线物种页面访问量

超过2000万次，被国内外期刊论文、专

著引用超过1200次。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的发布不仅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

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支

撑，更彰显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履约中的积极担当。未来，中国生物物

种名录将深化数字化建设，持续推进物

种信息数据整合与共享，为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撑。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5 版》发布

5月 22日，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向新 向实 向未来”为
主题，14个中东欧国家展商参展。图为观众参观服饰展区。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2日电 （记

者于紫月）22 日，记者从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获悉，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鲲龙”于当日从加格达奇光明

机场起飞，在飞行 2 小时 4 分钟后，又

在加格达奇光明机场平稳降落，顺利

完成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首次空

域适应性飞行。

本次适应性飞行，为 AG600“鲲

龙”飞机熟悉大兴安岭林区山形地貌、

气候特征奠定了基础。当日 AG600

“鲲龙”飞机还进行了在该地区的首次

灭火任务基本操作训练。

AG600“鲲龙”飞机是我国为满

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

而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

该飞机在执行森林灭火任务时，可

以在 20 秒内从水面汲水 12 吨，并且

能在水源与火场之间多次往返，投

水灭火。

“鲲龙”进行大兴安岭空域适应性飞行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2日电 （通

讯员孙婧 记者付毅飞）记者从中国

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获悉，22

日 ，彩 虹 -YH1000 无 人 物 流 机 在 西

北某机场成功开展首飞试验，飞行

数据良好，达到试验目的。这是该

装备启动研制一年来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

据介绍，彩虹-YH1000 是一款多

用途无人机平台，采用经典物流机布

局、双发设计，使用了经过实用检验的

航电设备，抗干扰能力强、鲁棒性高。

该无人机具有超短距起降、恶劣起降

环境适应能力强等特点，可在二级公

路、硬质土路和草地起降，配备浮筒套

件可水面起降，配备雪橇套件可雪地

起降，极大拓展了无人物流机的应用

场景。

彩虹-YH1000航程 1500公里，任

务执行时间 10 小时，升限可达 8000

米，载重 1200 公斤，可装载 4 组 1 立方

米的货物托盘，机头可进出货物，机腹

可投放货物，6 千瓦供电能力可满足

特种作业需要。

该无人机可用于连接中心城市与

偏远县乡，实现低成本快捷货运，也可

以承担多种运输投送任务，具有非常

广泛的用途，将成为建设“交通强国”、

赋能低空经济的一款“利器”。

据 悉 ，在 5 月 22 日 于 重 庆 开 幕

的 第 七 届 中 国 西 部 国 际 投 资 贸 易

洽谈会上，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

研 究 院 携 彩 虹 -YH1000 无 人 物 流

机 、彩 虹 -9 中 空 长 航 时 无 人 机 、彩

虹 -5 综 合 应 用 型 无 人 机 等 创 新 产

品亮相。

彩虹-YH1000无人物流机成功首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