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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

作为天然抗癌药物，紫杉醇应用广泛，市场需求大。科

学家希望用生物合成的方法替代天然提取，降低用药成本，

但一直进展缓慢。

打通紫杉醇生物合成途径，必须搞清楚背后的机理。中

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闫建斌带领团

队，在该领域钻研了近 10 年。

2021 年，闫建斌团队领衔，绘制了国际首张染色体级别

的南方红豆杉高质量参考基因组图谱；今年 1 月，以基因组图

谱为“蓝图”，研究团队对上百个紫杉醇生物合成关键候选基

因进行筛选和分析，成功解析了最关键的缺失步骤，并成功

打通了紫杉醇生物合成路径。

“当前先进的紫杉醇提取技术，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制

药公司的手中。新方法设计并重构了紫杉醇生物合成新路

线，为我国开发自主的紫杉醇提取生产技术提供重要抓手。”

闫建斌说。进一步研究紫杉醇合成、调控机制，组建创新团

队探索产业应用……他和团队步履不停。

从化学、材料等传统基础学科到干细胞、脑科学等科学

前沿，近年来我国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科研人员表

示，要在基础研究取得更多突破，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新动能。”

安徽省合肥市，中安创谷科技园区深处，量子芯片制造

封装和量子计算组装测试实验室里，“本源悟空”研制团队紧

盯屏幕，监测实时运行数据。

“本源悟空”是我国可编程、可交付的第三代自主超导量

子计算机。今年初上线开放后，吸引全球近千万次访问。然

而，它曾差点因一根线而无法运转。

这根线是极低温特种高频同轴线缆。安徽省量子计算

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孔伟成解释，量子芯片要在零下 273 摄

氏度的环境中工作，对连接芯片的线缆提出了极高要求。过

去，这种特制导线只有极少数国家能生产，不仅价格昂贵，还

可能买不到。

“量子计算机能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算力支

撑，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孔伟成带领研

制团队与相关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研制出极低温特种高频同

轴线缆。

陕西省榆林市，陕煤集团曹家滩煤矿，借助先进的智能

掘进装备，一天可掘进巷道 55 至 65 米，是传统掘进速度的好

几倍。

高效掘进，靠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套钻锚一体化

智能快速掘进成套装备。“该装备革新了巷道支护工艺，6 道

工序变成 1 道，不仅提升了巷道支护速度，还降低了作业强

度。”该技术装备研发项目执行负责人、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首

席科学家姜鹏飞说。

采煤，首先需要掘进巷道。相比采煤工作面自动化的作

业，传统巷道掘进方式拖了后腿，成为煤炭行业安全、可持续

发展的瓶颈。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科研人员历时 5 年，啃下这

块硬骨头。其间，前后共有 8 种方案被否决。死磕上百个技

术难题后，他们终于研发出装备的核心部件——钻锚一体化

锚杆支护系统。

为检验锚杆施工效果，研发团队驻扎在试验煤矿 7 个月，

与工人并肩作战，开展井下试验。在巷道中打了 3000 根锚

杆，一遍遍总结经验，剖析问题，破解了施工中锚固剂堵塞难

题，“一键打锚杆”终成现实。“我们将持续创新，迭代技术，推

动掘进装备智能、绿色升级。”姜鹏飞语气坚定。

科研人员瞄准“卡脖子”问题，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征程

上奋勇前进。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

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

撑能力。”

今年 3 月，见证国产 5 吨/天大型氢液化装置产出液氢，中

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强激动不已。

液氢至超流氦温区的大型制冷装备，在国民经济许多关

键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经过多年持续攻关，在大型

低温制冷装备研制上，中国科学院理化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

技术难题。他们深知：带动产业提升，单做出样机不行，还需

做产业化探索。

不同于以往先实验室突破、再中试、再产业化的成果转

化路径，中国科学院理化所“边研究、边应用、边转化”，以产

业落地的要求做创新，并联合社会资本共同创立科技成果转

化企业——北京中科富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科研机构与

企业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科技成

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参与配套过程中，高端氦气螺杆压缩机、氢/氦低温换热

器和低温阀门等相关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我国初

步形成了功能齐全、分工明确的低温产业群。“在全球低温大

型制冷设备制造领域，我国拥有一席之地。能够参与其中，

我深感自豪。”刘立强说。

图像识别、智能助手、文生视频……随着人工智能应用

不断拓展，产业界对技术呈现图像画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人工智能成像以二维为主，在空间、时间和细节等

方面提升空间较大。针对产业痛点，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研究员宋展团队通过创新图像增强算法，自主研发

出多视角 4D 高精度人脸三维成像系统，大幅提升了人脸三

维成像的精度、分辨率和速度。

三维成像系统应用前景广阔。例如，在新型显示技术方

面，有望为全息投影、空气成像等新型显示技术提供数据采

集设备；在医疗领域，可帮助提供患者面部表情信息，助力医

疗诊断等。“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攻关，努力推动我国人工智能

产业再上台阶。”宋展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的，我国广大科技

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

的创新者们正奋勇前进。

立竿、上脚、起跑，一眨眼的工夫，

人便冲到了七八米外。仅靠两根细竹，

大多数人站都站不住，云南丽江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高脚竞速队队员古今文却

能健步如飞。

刚上大学，高脚竞速队招新时，苗

族小伙古今文就抢着报了名。他回忆，

小时候，跟着叔叔踩过类似的竹竿，当

时就觉得很有挑战性，惊险难忘。

高脚竞速，原名“高脚马”“骑竹马”，

源于苗族、土家族等群众涉水过河、打捞

鱼虾时的工具，后来逐渐发展为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因兼具观赏性与体育锻炼

功能，2003 年，这项运动在第七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首次被列为

竞赛项目，并定名为“高脚竞速”。

“ 刚 练 两 天 ，手 就 破 皮 长 泡 ；再 两

天，脚也疼得走不了路。”古今文说。他

很有天赋，入队不到半年就收获了奖

牌。“刚开始报名参加高脚竞速队的人

很多，但项目难度高、训练强度大，陆陆

续续退出的人不少。最终坚持下来的，

都发现了项目的独特乐趣。”丽江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和永杰说。

高脚竞速使用的器材，是一对高脚

竿，为竹、木或硬质材料制成，离地 30
至 40 厘米处加制脚镫。运动员踏镫而

上，借竿而行，对灵活性、协调性和平衡

性都有很高的要求。

和永杰介绍，校队每周上 3 次训练

课，一次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大型比

赛前还会集训两个月左右。

“会跑先学摔”。对初学者来说，学

会正确地摔倒、克服恐惧是练习高脚竞

速的第一步。两人一组，互相搀扶；靠

墙站立，找到平衡；鞋尖要小，摔下来才

不易崴脚；要是摔了，就推杆向前，防止

受 伤 …… 和 永 杰 一 一 介 绍 训 练 要 领 。

高脚竞速的比赛场地是标准田径场，但

队伍刚开始训练时一般选在相对防滑

的沙地或者塑胶颗粒场地，真摔了队员

也不容易受伤。

先“上马”，再“走马”，最后才能“跑

马”。和永杰说：“通过长时间反复训

练，运动员形成肌肉记忆，比赛时才能

实现‘人马合一’。”

把高脚竿练成自己的“腿”，实现完

美协同，并不容易。高脚竞速需要顺步

跑，并在前进与后撤中不断调整重心，

同步发力。为了增强训练趣味性，和永

杰设计了多项辅助性训练，如踩高脚竿

踢足球、上下楼……丰富的训练形式调

动起队员的积极性。

2022 年，丽 江 师 范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获批建设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

地（高 脚 竞 速），构 建“ 教 、学 、练 、赛 、

研”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传承体

系。板鞋竞速、民族打跳、舞龙舞狮、

东巴刀舞……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项

目在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落地生根，

斩获 40 余个奖项。“从第九届到第十二

届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

们届届不落，参赛项目越来越多，并在

第十一届比赛中夺得高脚竞速男子 60
米项目的冠军。”和永杰说。

“出了校园，不少队员继续从事高脚

竞速项目相关工作，有的还成为教练员。”

和永杰说，从教 10余年，他见证了高脚竞

速项目的发展。随着更多创新性举措落

地，传统体育与时俱进，更加容光焕发。

上图：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脚

竞速队队员在训练中。

赵庆祖摄（人民视觉）

云南高校大力发展高脚竞速项目

以竹为马 跃跃争先
本报记者 杨文明

■关注体育产业R

近日，2024（第四十一届）中国国际

体育用品博览会（以下简称“体博会”）

在四川成都举行。千余家本土体育用

品企业汇聚一堂，无论参展企业数量还

是产品品类，均创体博会历史新高。来

自海内外逾 10 万人次观众参会，我国

体育用品业发展呈现强劲势头。

本届体博会，“国风国潮”成为关键

词。从衣帽鞋服到健身器材，从室内运

动到户外探险，经过一代代体育产业从

业者的不懈努力，一件件独具韵味、别

具风格的体育产品走向市场，不仅丰富

大众的健身选择，也给人们带来美好的

文化享受。

融入中国元素
丰富文化内涵

这是体博会第六次来到成都，大熊

猫元素自然不可少。在成都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城主舞台旁，一座高 5 米、宽 3
米的大熊猫艺术装置十分醒目，它由

6000 条黑、白颜色的运动毛巾以点阵形

式构成，巧妙的创意引来众多参观者驻

足留影。

体育消费及服务展区是本届体博

会四大展区之一，与大众体育生活息息

相关。作为本土乒乓球器材“老字号”，

红双喜展示了多位国家队选手代言的

同款产品，再搭配即将在巴黎奥运会亮

相的乒乓球台，让许多观众忍不住一试

身手。据介绍，这款球台名为“巴黎彩

虹”，台面和底座的部分区域采用薰衣

草配色，底座的拱形设计模拟了我国著

名石拱桥赵州桥的结构。“这款球台不

仅融合中法元素，还蕴含着以乒乓球为

桥梁沟通世界的寓意。”红双喜市场部

经理管亚松说。

近年来，“国风国潮”成为体育产业

新的增长点。逆流而上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王钟望对此深有感触，一年多

来，他们给超过 100 座篮球馆进行策划

设计，“其中，融入红墙绿瓦、祥云、中国

结等中国元素的设计订单越来越多。”

对此，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秘书

长罗杰表示，在体育用品制造中巧妙融

入“国风国潮”，有利于帮助企业培育品

牌文化。

加大研发力度
提升产品质量

健身展区是体博会展区面积最大

的板块，多件展品颇具科技范儿。

太空健身车、太空跑台前，围着大

量参观者。中国空间站内安装了多个

健身设施，以满足航天员的体能训练需

求。制造商澳瑞特总经理郝虎山介绍，

健身器材进入太空后，在可靠性、耐久

性、总重量、总体积上都有严格要求，在

设计上必须“克克计较”，材料要轻且保

持足够的刚度，结构要安全且便于航天

员操作。“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创新，把

好技术关。”郝虎山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本土体育品牌加

大研发投入。将跑步鞋的中底技术融

入足球鞋设计，福驰体育的新产品入选

本 届 体 博 会 新 品 趋 势 发 布 及 展 示 活

动。“我们在收集和研究中国青少年的

足型大数据后，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产品

品质，力图打造适应多种环境的足球

鞋。”福驰体育执行董事李俊煌说。

自 1993 年创办以来，体博会已成

为本土体育品牌成长、壮大的见证者和

推动者。看着展馆里人头攒动的场面，

郝虎山不禁感慨：“我们参与了每一届

体博会的布展，与体博会共同成长。企

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关键在于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

质量。”

拓展海外市场
积极走向世界

在体博会上，像红双喜、澳瑞特这

样的“老字号”企业不在少数。他们在

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主动走向海

外，进一步扩大中国体育品牌的影响

力。欧洲职业足球的赛场引进了中国

人造草坪技术，国际篮联官员邀请中国

器材商参与产品标准体系认证，巴黎奥

运会举重项目采用的是中国企业设计

生产的杠铃片。

根据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

的《中 国 体 育 用 品 业 年 度 发 展 报 告

（2023）》，2023 年，足篮排球、健身器材、

人造草三个类别的出口实现增长。

以 球 类 为 例 ，我 国 球 类 用 品 生 产

商 主 要 集 中 在 浙 江 、江 苏 和 广 东 等

地 ，产 业 集 聚 效 应 显 著 。 体 博 会 上 ，

不 少 来 自 浙 江 的 体 育 企 业 将 目 光 投

向海外市场。今年 1 至 4 月，浙江省体

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 102.8 亿元，同比

增长 24.8%，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总值

的 25.2%。

据官方数据统计，本次体博会境外

观众突破 3000 人次。“本届中国体博会

的 海 外 买 家 数 量 超 出 了 预 期 。”罗 杰

说。推动供需对接一直是体博会的布

局重点，也是中国体育用品企业面向国

际市场时的重要诉求。本届体博会组

委会组织了 60 多场次商贸对接会，意

向采购金额达 4000 多万美元。

罗杰表示，海外观众的积极参与对

参展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实现跨区域经

营、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具有积极意

义，为中国体育品牌、体育制造业走向

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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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在近日举行的第四
十一届体博会上，“国风国
潮”成为关键词。在设计
中加入传统文化元素，以
创新研发提升质量，让国
产 体 育 品 牌 愈 发 受 到
欢迎。

■聚焦传统体育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