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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最强大脑”助力管廊向智前行

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梗阻梗阻””咋打通咋打通？？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观察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美国和韩国科研
人员研制出一种纳米晶体颗粒，能在光信号控
制下像电灯泡一样变亮或变暗，而且性质非常
稳定，可多次反复开关而不“疲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
说，这种“光开关”材料有助于研发更高分辨率
的纳米显微镜、可容纳海量数据的光学量子存
储器等。这项研究由该校和韩国蔚山国立科技
学院等机构联合进行，相关论文发表在英国《自
然》杂志上。

一些物质吸收光子后会释放出新的光子，
发光强度可通过改变入射光来调节，在生化、医
疗、光电等领域有广泛应用。但当前使用的大
多是有机染料或蛋白质，其分子容易被光破坏，
使用寿命较短。

新型纳米晶体颗粒由氟钇化钠材料制成，
掺入了镧系元素铥。该颗粒具有“光子雪崩”属
性，即入射光的微小变化能导致其发光强度剧
烈改变，可以成为灵敏的光开关。实验发现，用
近红外波段不同波长的光照射，颗粒会在发光
和不发光状态之间切换，几小时内开关上千次
也没有性能下降的迹象。近红外波段是观察生
物分子的重要窗口，在微加工等方面也有独特
优势。

研究人员推测，新材料的开关性质来源于
晶体内部极其微小的缺陷，以目前的技术还无
法观察到这些缺陷。他们用这种颗粒在三维基
板上实现了二维和三维纳米级图形的写入、擦
除和重写，验证了它在数据存储方面的应用潜
力。在另一项实验中，新材料的稳定开关特性
使显微成像过程可持续收集充足的光子，大幅
提高分辨率。

美韩科研人员研制出
性质稳定纳米“光开关”

管廊建设更加高效

要把一节长2米、重26吨的预制管廊构件吊
放、运送、对位、拼装到位，怎么做？在文旅区曹园
南一街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中，1名控制员和3名
搭接弧形螺栓的工人，用机器人拼装对接，算上构
件的吊装和场地周转时间等所有工序，仅需要1.5-2
小时就能优质高效完成。

“这是全国首例装配式多舱结构管廊全机械化
拼装。”北京建工国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BIM
工程师周礼介绍，“依托第二代‘综合管廊运输拼装
系统’的研发应用，该项目的施工效率比传统方式
大幅提升。”

曹园南一街预制拼装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总长
度60米，设计为三舱结构，管廊舱室采用“二加
一”，即一侧单舱结构、一侧两舱结构，同时进场拼
装组成，单舱的单节构件重26吨，三舱的单节构件
重33吨。

施工中，没有成堆的钢筋模板、大型机械塔吊，
也没有工地常见的噪声轰鸣和尘土飞扬，一台汽车
吊，一套北京建工自主研发的“综合管廊运输拼装
设备”，便是工程优质高效推进的关键：预制管廊构
件通过吊车吊放至基坑内之后，被置于一台类似电
动轨道台车的设备上，通过“台车”的运输慢慢靠近
管廊主体结构并完成对接。过程中，通过实时校准
管廊构件的轴线高程位置，确保与既有主体结构严
丝合缝。下一个管廊构件同样照此施作，像“接龙”
一样拼装，完成管廊的结构施工。

全机械化拼装的施工速度到底有多快？周礼
算了一笔账：随着第二代“综合管廊运输拼装系统”

在该项目应用，这段60米长的管廊，每个班组只需
配备4名工人，即可达到每8小时拼装12米管廊的
施工效率，算上构件的吊装和场地周转时间，总工
期不超过半个月，如果单算结构拼装的净工期，仅
在5天左右。“但如采用混凝土现浇法进行结构施
工，需30余名工人，工期预计一个月以上。”

构建数字孪生管廊底座

近年来，除了积极推进管线入廊，北京城市副
中心还为项目配备“最强大脑”——综合管廊监控
运营维护中心，使综合管廊能够成为智慧感知、自
动运行、智慧管理、数据分析、智慧决策的智慧型综
合管廊。

在文旅区，就有一座负责20条综合管廊的监
控运营维护中心。其集综合管廊弱电控制系统、自
动控制系统、消防管理系统等于一体，设置视频监
控、电子巡查、火灾报警、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等14
个子系统，可对管廊运行情况进行全覆盖、无死角
地实时监控，在日常检修、故障排除等方面为各管
线入廊单位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并呈现出三大
特点。

一是全息可视，构建数字孪生管廊底座。在全
廊（折合单舱78公里）开展运营期管廊基于“BIM+
激光点云+倾斜摄影”的毫米级逆向建模与数字化
恢复，以LOD500的几何精度和信息深度，建成了国
内首个涵盖管廊土建工程、附属设施、监控中心及
变电所整套的CIM7级管廊数字孪生体。

“采用GIS+BIM全息化，真实呈现管廊与周边环
境地下地上的空间全貌与运行状态，为文旅区管廊

运行优化、人员安全、增容改造、管线入廊、设备维
护等提供空间参考和数字底座。”综合管廊运营方
北京建工建元城投公司平台架构师朱静说。

二是融合监控，跨系统物联感知和联动。“将管
廊环境与设备监控、视频监控、入侵报警、通信、电
力监控、人员定位、可燃气体探测、火灾报警等多个
监控报警子系统进行集成管控，实现环境感知、运
行感知、行为感知数据和能力的深度融合。”朱静
说，“通过提炼分析关键监控指标及动态关联计算，
实现管廊运行体征快速研判和一屏展现。”

三是平战结合，提升管廊应急管理效能。朱静
介绍，项目开创性地实践了综合管廊可视化预案演
练和应急协同指挥应用。日常作为模拟演练平台，
实现管廊应急预案的单人演示培训与多人分角色
演习，支持动态导调与效果评价。战时成为应急会
商平台，实现事件感知、智能研判、及时预警、预案
启动、指令下发、人员疏散、物资调配、抢险救援、情
况反馈和复盘总结，全流程可视、可追溯，大幅提升
处置效率。

“人机交互”巡检再上安全锁

城市综合管廊短则几公里，长则数十公里，巡
检人员不可能完全实时掌握地下管廊运行情况。
这时，可靠、稳定的监控管理系统，就成了守护管廊
安全运行的最佳选择。

记者了解到，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逐步应
用，“人机交互”巡检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在各类传
感器、机器人以及视频监控设备的辅助下，巡线员
的日常巡线能够更加精准、高效。

在室外温度达到30摄氏度的情况下，文旅区
深度6.7至16.7米不等的综合管廊，常年温度在11摄
氏度左右。记者随工作人员一走进去，就感觉到阵
阵凉意袭来。“这里常年保持着冬暖夏凉的状态。”
马志鑫说。

在综合管廊电力舱，记者看见巡检人员手持移
动终端在廊道内巡检，管线工况数据、维修保养情
况在智能AR眼镜内直观显现。

“智能AR眼镜通过增强现实，将虚拟信息与真
实世界相融合运用了三维建模、智能交互、传感等
多种技术手段辅助巡检人员完成巡检作业过程中
的拍照、录像、语音识别、设备扫码查询等工作，并
提供远程协助、紧急呼叫等功能，以及支持知识库
查询等，告别纸质化传统巡检方式，彻底解决漏检
疏忽。”朱静说，“智能AR眼镜支持每项巡检内容设
置视频或图片指导并全息呈现，巡检人员可以随时
调取图纸、资料，减少了新人培训周期，让员工更快
成长。”

“哒哒哒哒哒……”一只蓝色四足机器狗，可前
行、停顿、后退，还可跳跃翻滚。在地下管廊电力舱
现场，工作人员为记者现场演示智能巡检机器狗的
工作状态。

“这款机器狗有高分辨率摄像头和检测传感
器，具备健康状况综合判断、人机远程交互、数据挖
掘分析等全智能化巡检管控功能，帮助运维人员精
准把控现场状况，初步实现全覆盖、全识别、异常实
时监测、无人化自主巡检。能有效解决管廊密闭空
间内人员作业风险高，人工巡检难以满足缆线、管
道快速增长等问题，有效减少地下管廊巡检成本，
提高巡检质量。”北京建工建元未来城市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解决方案经理马程璐说。

“光场交互技术也将是我们探索的方向。”马程
璐介绍，“光场交互技术以可见光为交互媒介，通过
摄像头接收光标签发出的可见光信号，为巡检人员
提供远距离信息交互、精准三维定位定姿、主动混
合现实三种核心能力，是一种低成本、普适化的环
境交互入口和场景增强技术架构。”

他进一步解释，光场交互技术是利用手机的惯
性传感器、磁力传感器、摄像头等，测量光标签的安
装姿态，运维APP自动上传高度、下倾角、滚转角、
方向角等参数。同时，后台使用这些参数修复安装
过程中引入的误差，提高定位精度，在错综复杂的
地下综合管廊为巡检人员提供引导、逃生等路径导
航所需的基础定位支撑，既能提高运维效率，也将
有效保障管廊内作业人员的安全。

据《瞭望》

今年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五周年。记者近日在长三角地区调研发现，
瞄准打造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
汽车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三省一市围绕产业链布
局创新链，携手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推动科
技供给转化为创新动能。

供需如何更好对接？科技成果如何估值？
怎么实现跨区域转化？还有哪些体制机制障碍
待突破？聚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梗阻”的深层
次问题，记者进行了调研。

“在这里能听见世界量子产业的新脉动”

初夏时节，记者在合肥高新区调研，听到一
个“量子大街”的故事：短短几百米长的一条街，
汇聚了几十家量子企业，而这得益于以市场为导
向的高质量科技供给。

天花板处悬下一个白色金属罐，通过数不清
的线束与数个操控系统机箱连接，另一侧的屏幕
上数据在跳动……5月31日，在位于“量子大街”
的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
176比特“祖冲之号”量子计算云平台正式上线，
面向全球开放，这也是国际首个在超导量子路线
上具有实现量子优越性潜力的云平台。

“祖冲之号”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量子计算机，
诞生于距离“量子大街”十几公里远的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近年来，这里的科研人员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
持续攻关量子科技。

“实用化量子计算是充满未知的世界前沿科
技，我们和长三角的几十家科研机构围绕国家和
市场需求，通力合作、各展所长，大大加快了科研
和产业化进程。”中科大教授朱晓波说。

量子计算机、可移动量子卫星地面站、量子钻
石原子力显微镜……一个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
出，在“量子大街”落地转化为产品，孕育出国盾量
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等企业。业界人士评价
说，“在这里能听见世界量子产业的新脉动”。

高质量的科技成果如同产业“良种”。记者
调研了解到，以“一体化”“高质量”为指引，长三
角区域着力破解科研力量分散、产业低水平重复
等问题，围绕建设量子科技、机器人、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新型显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布局创新
链，加强政策协同，支持以龙头企业为链主带动
大中小企业融合创新。

来自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资料显示，
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
截至2022年底，已启动实施首批15项长三角科
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组建并运行长三
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已引进项目经理287名，
共建企业联合创新中心278家。

据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统计，
2022年长三角集聚高新技术企业11.6万家，有
233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占全国比重46.51%。

在实验室里“挖宝”到产业园区“挖需”

“260万元成交！”5月22日上午，经过紧张的

多轮竞价，来自安徽宣城的科研成果“高分散性
纳米氧化铝的非水溶胶凝胶制备方法”，在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第五届科技成果拍卖会上成
交。此次拍卖会成交额首次突破100亿元。

“首届是1.04亿元，第四届50.18亿元，本届达
到109.68亿元。”成交额的快速增长，让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联席办副主任郭淑晴很是兴奋。

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上的商品，转化过程中
存在各种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难题，比如科技成果
估值、市场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等。
为了推动科技成果尽快走进市场，长三角推出一
系列改革举措，科研成果拍卖会便是其中之一。

“一项科技成果想转化，首先要知道它有多
大的市场价值，拍卖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安徽
一位科研人员说，还要找到市场需求方，新职业
“技术经理人”就应运而生了。

昨天在实验室里“挖宝”，今天到产业园区
“挖需”，这是安徽省首批技术经理人黄叙新的日
常工作场景。“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把科技成果和
企业需求精准对接，最终实现供需双方的合作。”
他说。

长三角区域携手打通多重“梗阻”，跨越科技
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技术交易额逐年增
加。记者从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
了解到，2022年长三角区域相互间技术合同输出
2.5万余项，技术交易金额1863亿元，同比增长
112.5%。

需建立科技成果风险共担机制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近年来长三角的
科技成果转化已驶入快车道，但仍需以体制机制

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推动。
在江苏索力得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纺丝

生产车间里，记者遇到了正在查看生产设备的浙
江理工大学副教授陈世昌，他实际也是这家企业
的“科技副总”。2020年，陈世昌受聘江苏索力得
集团后，定期跨省与企业技术人员一起研发新产
品，上个月他们取得重要突破，公司的新产线有
望落地开工。

“我们的合作进入实质阶段，但成果转化落
地仍然面临很多难题。”陈世昌说，科技成果从实
验室走向生产线，产品产能要从百吨级放大至千
吨级、万吨级，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时间，还存
在市场波动等风险。

当前，高校院所通过在长三角地区建立一批
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高校院所的
科技成果多处于概念、样机、样品阶段，而企业需
要可以直接规模化生产的成熟科技成果。”上海
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创业研究室副主任金爱民
说，这种“供需差异”势必造成转化风险，还需建
立科技成果风险共担机制。

此外，记者调研了解到，目前，沪苏浙皖的技
术交易平台已经形成，但协同联动还不够，受访
人士建议，推动形成跨区域、跨行业、网络化的成
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

记者从6月6日在安徽合肥举行的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成果发布会上获悉，长三角三省一市将
健全跨区域协同攻关机制，聚焦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推进实施联合攻关计划
项目。加快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
新带建设，建设长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化转移示
范区联盟。

据新华社合肥6月7日电

“健康管家”24小时监测管廊运行状况，实时感知廊内湿度温度、氧气含量、有害
气体的变化，遇异常情况智慧系统自动报警……日前，记者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
综合管廊，近距离感受管廊建设的科技范儿，以及全业务、全流程、全天候、全景式的

“安全+智慧”管廊管理模式。

超导量子计算机。新华社发

昨日，华为全球智慧金融峰会2023在上海
开幕，华为云正式发布新一代分布式数据库
GaussDB。GaussDB实现了核心代码100%自主研
发，是国内当前唯一做到软硬协同、全栈自主的
国产数据库。

华为早在2001年就开始投入数据库研发，目
前，GaussDB已在华为内部IT系统和多个行业核
心业务系统得到应用。未来，GaussDB将深耕金
融场景，并从金融行业走向其他对数据库有高要
求的行业。

此外，针对数据库软件伙伴、咨询与系统集
成、服务伙伴3类伙伴，华为云设立了GaussDB生
态发展计划，提供开发与迁移、产品构建、学习与
赋能、营销与推广、能力提升等5大类支持措施。

近年来，华为加大了布局自主产业链的决
心，于各个“卡脖子”领域深度研发、合作、投资，
力争实现全面国产替代。2022年华为研发投入
1615亿元，创历史新高，约占全年收入的25.1%，管
理层表示，研发投资是华为构建长期、持续竞争
力的核心。 综合

华为云新分布式数据库
实现核心代码100%自研

■TMT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