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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由科技日报社主办、部分两院院士和媒体

负责人共同评选的2024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入选的2024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分别是：全国科技大

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召开；“拉索”确

认首个超级宇宙线源；复粒稻遗传奥秘破译；光子的分数量

子反常霍尔态首次实现；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研制

成功；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国家重大

工程深中通道建成开通；异体通用型CAR-T治疗自身免

疫疾病获突破；首个国产移动操作系统发布；大洋钻探船

“梦想”号正式入列。

入选的2024年国际十大科技新闻分别是：全球最大古

人类基因库创建；首例脑机接口设备人体移植完成；Ope-

nAI公司文本-视频程序Sora惊艳全球；最大神经形态计算

机研制成功；分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首次形成；嫦娥六

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自身免疫性疾病治愈

曙光初现；“星舰”上演“筷子夹火箭”场景；第三种磁性材料

交变磁体发现；新一代量子芯片纠错能力达到实际应用必

要条件。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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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通

讯化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

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算法，可辨别

出 16 种威士忌各自最突出的 5 种

香气，且与品酒师品鉴的结果相吻

合。

威士忌的香草、焦糖或烟熏等

香气由超过40种化合物分子组合

产生，但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会相

互抑制，且每种化合物分子在空

气、水和油等不同介质中呈现出不

同的气味，因此仅靠质谱仪等工具

探测分析挥发物的分子组成难以

辨别微妙的香气变化，而品酒师辨

别则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等，且存

在品酒师意见不统一的现象。

来自德国弗劳恩霍夫工艺工

程与包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先把

16种预先分析过分子组成的威士

忌作为样本，并使用两种人工智能

算法联合测试。一种是研究人员自

己设计的数据模型 OWsum，可根

据检测到的分子区分样品，另一种

是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算法，可根

据检测到的分子来预测气味。结

合这两种算法，研究人员得出了每

种威士忌最突出的5种香气。

随后，研究人员让 11 名品酒

师分辨出这些最突出的香气，在他们品鉴的结

果中选取最一致的结论，再与算法生成的结果

相比较。结果发现，结合两种算法得出的结果

与品酒师得出的结果吻合。研究人员表示，考

虑到人工品鉴存在细微差异性，人工智能算法

的结论相对更为准确。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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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2月23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截至2024年11

月，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企业所占比重达到73.5%，较

上年同期提高了2.5个百分点，这其中相当多的专利都来自

中小企业。同时，中小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水平继续提高，

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55.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2023年10月，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将“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作为重点任

务，加快培育一批有效运用专利技术成长壮大、实现内涵

式发展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专利密集型产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梁心新表示，最新调查数据

显示，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专利创新更加活跃，保护和运用

能力持续提升。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中，

独立研发产生的比例为75.3%，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

研发经费投入在100万元以上的比例达到16.8%，较上年提

高0.6个百分点。2023年，新增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国内企

业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九成，是专利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

从专利产业化水平看，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有效发明

专利产业化率达到 55.1%，较上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其

中，小型、微型企业产业化率分别为57.8%和36.7%，连续两

年提升，并创“十四五”以来新高。

不过，梁心新也表示，根据调查，中小企业在专利创新

和产业化方面仍面临缺乏资金、设备、场地和专业人才等

困难。“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深入开展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不断优化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助力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有力的

支撑。”梁心新说。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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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全国组织机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

心了解到，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日，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企业总量达到457.41万家，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17.99%，呈

迅猛增长态势。

从产业分类来看，我国数

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数量达

216.69万家、数字要素驱动业

企业数量达196.25万家、数字

产品服务业企业数量为23.63

万家、数字产品制造业企业数

量为 20.82 万家，与 2023 年底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17.60% 、

19.64%、16.70%和8.92%。

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

浙江、山东三省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企业数量位于全国前三，

分别为 75.35 万家、44.04 万家

和 40.03 万家，占全国总量比

重 分 别 为 16.47% 、9.62% 和

8.75%，与 2023 年底相比分别

增 长 16.68% 、21.31% 和

14.69%。

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国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企业数量快速增长的

趋势表明，加快构建数字经济

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数字经济

加快发展创新等举措，已在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加速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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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随着停靠在洋山港的远洋巨轮上一个集装箱

被顺利吊起，标志着上海港2024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万

标箱，成为全球首个突破5000万大关的集装箱码头。

集装箱吞吐量的不断增长彰显了上海港世界一流航运枢

纽的地位。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港拥有近350条国际航线，

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国际航运网

络构建持续提升上海港对全球航运资源的配置能力，航运金

融、保险、国际海事仲裁等功能的集聚和能力的提升，助力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连续5

年稳居全球前三。

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焱滨介绍，今年，上海港

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外贸出口重箱、国际中转箱、

水水中转量的持续增长。

近年来，上海港与长三角乃至长江经济带沿线港口的深度

合作，进一步畅通物流通道、形成流域优势、发挥港口群功能，

持续发挥腹地优势。杨焱滨说：“2024年，上海港水水中转比例

预计达60%，创历史新高，上海港的枢纽功能进一步提升。”

智慧与绿色是全球港口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向。

上海港所属的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投入运营，不仅助推

上海港集装箱箱量进一步攀升，还向全球港口贡献了智慧码

头的“中国方案”。上港集团哪吒科技总经理黄桁说：“‘洋山

四期超大型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成

果，已在国内外14个码头中得以复刻应用。”

绿色发展方面，上海港已实现LNG加注常态化发展，并

成功完成对大型集装箱船绿色甲醇燃料“船-船”同步加注

作业。 来源：光明网

全球首个！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箱

新年临近，山东省

青州市花卉苗木交易中

心迎来销售旺季，花卉

经销商们备足蝴蝶兰、

大花蕙兰、仙客来等各

种年宵花卉，吸引了各

地客商前来选购，市场

红红火火。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