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计算机网络信息分析取证示意图

市科技奖励大会召开 韩正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

! ! ! !随着移动互联网、无线局域网的普及，
越来越多智能移动终端成为网络应用的主
力军。针对电脑终端的成熟防护技术已不
再适用于目前复杂的网络环境，移动终端
也成为网络安全的重灾区。为了满足新的
网络监管需求，同时为计算机网络犯罪的

线索发现和分析取证提供有效手段，上海
交通大学李建华教授团队完成了“计算机
网络信息分析取证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这项成果昨天获得 !"#$年上海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
手机等接入终端因“缺乏保护”而成为

移动互联网的阴影地带，网络攻击、网络钓
鱼和信息泄露等安全威胁时有发生。而同
时，网络传输层接入“零门槛”和交互开放
等特征也为网络社会管理提出挑战。尤其
是当犯罪行为发生时，网络只言片语并不
能简单作为案件线索和证据，还需“信息发
布行为”、“完整发布内容”及发布内容的社
会影响和网络传播等多方面内容的佐证。
团队成员林祥博士介绍，在司法判案

层面的证据取得、案件侦破层面的线索发
现，要求可疑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
媒体信息取证应当具备证据的固定和保
全。本项成果的技术创新手段之一可以针
对字词、肤色、轮廓等多媒体特征进行提
取、识别，技术上就能客观判定网络多媒体
发布内容是否违法、违规。
在线提供服务的上海市私车牌照拍卖

系统曾突遭网络大流量攻击，正在进行的
拍卖活动被迫取消。当时，正是应用本项成
果在网络攻击主动防御领域取得的技术创
新，智能动态分析网上恶意行为，重构网络
入侵路径、攻击溯源等，开展分析取证才得
以快速破案。
目前，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专利授

权 !%项，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项，发表高
水平 &'()*(检索论文 +,篇。项目近三年
来新增产值 !-+.亿元，新增利润 ..%/-%0

万元，节约资金 !%0%-./万元，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团队研制了
!,种支撑司法、公安等行业应用的技术产
品和工具，在支撑公安办案、司法判案的同
时，也可以通过有效的事后追查、分析取证
手段震慑计算机网络犯罪分子，减少互联
网上的违法案件发生，共同营造绿色、和谐
的网络社会。 本报记者 易蓉

! ! ! !一年一度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
天下午举行，表彰为上海科技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市委书记
韩正向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动力机械
工程专家金东寒，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
计算机软件科学家何积丰颁发“科技功臣
奖”。韩正说，科技创新始终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引擎，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构建科学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
率的城市创新体系，让科技更好地服务发展、
造福人民。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主持会议。
市领导殷一璀、吴志明、李希、屠光绍、应勇、
尹弘出席，副市长周波宣读表彰决定。市领导
向获奖代表颁奖。

科技成核心动力
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韩正指出，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让

创新活力更加迸发。改革是推动发展的最大动
力，要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
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动力，强化市场作用、
培养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强政府公共服务。
要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让创新引领更加有
力。抓紧部署实施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加强基
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推进产学研协同创
新、建好张江示范区。要打造科技人才高地，让
创新队伍更加壮大。要培育创新生态系统，营
造好的文化环境、金融环境、政策环境，为科技
创新之树施肥增养。

企业成创新主体
获奖数超科研所和高校总和
据悉，!",$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授

奖 !/0项（人）。其中，!0项成果获自然科学
奖，+$项成果获技术发明奖，!!+项成果获科
技进步奖，德国籍超导电子学专家张懿获国
际科技合作奖。在今年的获奖项目中，原始创
新、自主创新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明
显增加，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 ,,1+项，实用
新型专利 ,%.+项。企业牵头完成的项目 ,$,

项，总数超过高校和科研院所，位居第一，反
映出企业科技创新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凸
显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青年成为生力军
!"岁以下获奖者逾六成
获奖者中，青年人才已成为本市科研队伍

的生力军，+%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占主导地
位，占 .!2。例如，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复杂
疾病遗传机制研究中若干关键算法的研究与
应用”第一完成人上海交通大学师咏勇博士 $+

岁，是本次获一等奖中最年轻的一位。
在基础研究领域，获奖项目发表论文总

数 0../ 篇，被 &'(、*( 收录 +,.+ 篇，被国内
外同行引用次数 +1/1%次，部分论文发表在
345678及其系列、&9:8;98及其系列等国际著
名期刊上，标志着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显
著提升。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项目获奖
比例创历史新高，达 ..-02。其中，生物医药
领域 1+项，占 !%-,2；新材料领域 $0 项，占
,!-/2；新能源与环境领域 +%项，占 ,%-!2；
信息领域 +"项，占 ,$-.2。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解决了制约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瓶颈，为产业转型发展
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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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
树义主持的“蝙蝠的生态、进化及与病毒相
互关系的研究”项目，荣获 !",$年度上海
自然科学一等奖。该项目在蝙蝠功能基因
进化、行为生态及蝙蝠与病毒的相互关系
等方面的研究实现新突破，对了解蝙蝠的
进化机制、保护濒危野生物种、有效防止新
发传染病从蝙蝠家族进入人类社会，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蝙蝠是哺乳类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

的动物之一。张树义教授负责的项目组通

过对蝙蝠类群感觉系统的分子进化研究，
提出了蝙蝠感觉系统进化的新机制，为哺
乳动物相关性状的进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蝙蝠是唯一一类可以真正飞行的哺乳动
物，它们在飞行过程中的导航策略一直是
个谜。张树义的研究项目以长距离迁徙的
山蝠为模型，发现山蝠能根据外源性磁场
的方向变化而调整自己的位置，证实了它
们能够感应外界的磁场变化并利用磁极罗
盘进行定向。该研究首次发现蝙蝠飞行靠
地球磁极罗盘导航定向，证明了地磁对蝙

蝠迁徙导航的重要作用，解开了蝙蝠飞行
过程中导航策略的疑问。
该研究通过比较几种蝙蝠的系统地理

关系及种群发生历史，利用多位点 <3=序
列，证明了在物种分布的交汇地带发生过
或正在进行着的基因渐渗；并通过对中菊
头蝠物种的系统地理关系及种群发生历史
的研究，发现中菊头蝠的海南亚种，大约
0"万年前曾在岛屿和大陆之间有过两次
迁移，这表明气候介导的海平面变化，会影
响物种的种群结构和物种分化。

蝙蝠是众多烈性传染病的自然宿主，
迄今为止，已在蝙蝠体内分离到 0"多种病
毒，其中一些是多种重大人兽共患疾病的
传染源，给人类公共健康和蝙蝠生物保护
带来了威胁。由张树义领衔的团队，对蝙蝠
携带冠状病毒的研究表明，蝙蝠类 &=>&

病毒与人类 &=>&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同源
性高达 /!2，从而揭示蝙蝠是人类 &=>&

病毒的自然宿主，并证明了冠状病毒与蝙
蝠宿主存在协同进化关系，为 &=>&病毒
的动物溯源提供了证据。&=>&冠状病毒
主要功能蛋白，在不同宿主及不同流行时
期经历了逐步适应的进化过程。这些发现
也支持了该病毒起源于蝙蝠并通过果子狸
传播给人的推论。 本报记者 王蔚

锁定网络恶意行为的完整证据

揭示蝙蝠是人类!"#!病毒自然宿主

让科技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
上海交大!计算机网络信息分析取证关键技术"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华东师大蝙蝠研究项目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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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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