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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所两项发明专利荣获第十四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2012-12-27|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作为中国专利周活动的重头戏，第十四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在京隆重召开，大会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旨在表彰积极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推动技术创新和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发明人和设计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出席大会，

并为获奖代表颁奖。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出席大会并讲话。 

我所通过中国专利保护协会推荐的由张晓鹏研究员等人研究发明的“一种对复杂叶片的快速简

化和绘制方法”发明专利，通过两名院士推荐的由田捷研究员雅等人研究发明的“一种多模态自发

荧光断层分子影像仪器及重建方法”发明专利分别荣获第十四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本届中国专利奖成果丰硕，亮点纷呈，有三个特点：一是获奖专利技术先进，创新水平高，资

源利用率高；二是获奖项目市场竞争力强，经济效益显著，已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较高的生产水

平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获奖企业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水平

高，知识产权制度已融入到企业商业活动中，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中国专利奖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引领创新和促进产业升级、推进我国

知识产权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对我国自主知识产权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提高全社会

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意识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自动化所获奖发明专利一：一种对复杂叶片的快速简化和绘制方法,在三维分析基础上，重点

解决了大规模复杂环境数据可视化中的挑战性技术问题。该专利技术以林木模型为典型例子，兼顾

解决一般三维环境的可视化问题。该专利技术与现有的三维内容处理和可视化技术相比，主要创新

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复杂外形特征的分析，实现了三维对象细节和复杂度兼顾，解决了总体复

杂度降低的问题；第二、通过定义的数组来存储简化过程信息，实现了CPU（计算机中心处理单

元）和GPU（图形处理单元）的高效通信，解决了压缩模型抽取效率的问题；第三、通过构建深度

图LOD（层次细节）模型和基于GPU的绘制技术，解决了大规模复杂三维环境信息绘制的真实感问

题。总的来说，该专利技术兼顾了大规模复杂环境数据可视化中四个挑战性技术因素：场景规模、

细节保持、快速与真实感效果，实现了对三维信息的“规模大、细节丰富、速度快和真实感强”的

可视化效果。该专利技术和外围技术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分

析系统和可视化系统，应用与数字农林业、动画电影、互动游戏、视景仿真等领域。该技术的实施

提高了三维内容生产效率。技术在北京西季蓝海动画有限公司和林业科学院使用以来，发现可以提

高文化创意的效率，实现大规模快速的展示。 

 自动化所获奖发明专利二：一种多模态自发荧光断层分子影像仪器及重建方法,该专利技术能

够对生物体内同一靶标连续、动态地进行自发荧光断层成像，结合Micro-CT对生物体组织结构成

像，利用相应的重建、分割、可视化等后处理方法，实现了荧光光源的精确定位并准确探测荧光强

度，实时在体地记录和显示细胞分子水平的事件及其动力学过程。该发明克服了由于生物组织非匀

质特性所带来的光传输模型的复杂性和体内光源重建的精度问题，具有实时、在体、低成本、高通

量、非接触、非电离辐射、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优点。依托该项发明,项目组研发了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多模态自发荧光断层分子影像成像设备，实现了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打破了国外的技

术垄断，取得了与国际同步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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