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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北京延庆区世园会园区 5号门附近的
自然生态展示区，每天晚上 7点到 9点闭园时，“奇
幻光影森林”都会上演。

这是用 AR 技术、人工智能、虚拟视觉和人机
互动、新媒体技术等打造的光影艺术，结合了中国
奇观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将现代科技与自然景观
相融合。“奇幻光影森林”里的奇珍异兽来自《山海
经》，游客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这些奇珍异兽就
在自己的身边。 事实上，类似“奇幻光影森林”这
样的科技元素，在世园会中还有很多，带给了参观
者不一样的游园体验。

花卉三季次第开放

北京世园会园区设有 100多个各具特色的展
园，展示着国内外各种珍稀植物。植物种类千千
万万，但并不是所有植物都适合燕山脚下的气候，
特别是一些较为娇贵的花卉苗木，要在北方相对
寒冷的地区如期绽放，的确是个难题。

从 2016 年开始，北京城建园林绿化集团就
开始寻找适合延庆区自然环境的花卉，不仅要
精准分析当地气候、土壤等诸多环境条件，还要
深入了解不同花卉品种的情况，比如习性、花
期、基因等。要知道，距离北京城市中心有近 80
公里远的延庆区，属温带与中温带、半干旱与半
湿润带的过渡连带，平均海拔在 500 米以上，又
处于北京的“上风口”，风力资源占全市七成，年
日照时间达到 2800 小时，还是北京“太阳最多的

地方”。
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花卉植物就有一定的

要求，并且，世园会要持续到 10 月，跨越三个季
节，而北京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地处北郊的延
庆区更是如此，需要保证不同的花卉能在三个季
节里次第开放。而开园期间，花卉的用量保障是
300 万盆。

为了实现园区的花卉在三个季节次第开放，从
2016年起，在距离世园会园区 3公里左右的地方，测
试基地里就开始进行各种花卉的试种和筛选，为了
寻找适合的花卉和水生植物，工作人员走了许多地
方，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如何用不同方式，促使不
同花卉“早开晚落”。

动用雷达防害虫

对于许多植物来说，昆虫是难以逃避的天敌，它
们只能坐以待毙。延庆区地处迁飞性害虫的迁徙通
道，而展期也逢虫害关键期，何况，园区现场的灯光，
更容易吸引飞虫。

保证园区植物的观赏性，就必须对付飞虫。但
是，迁飞性害虫是不受省界控制的，没有“进京证”照
样飞。为此，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河北 5 地相
关部门，在世园会开园之前成立了联合监测组进行
联防联控。

而在联防联控过程中，昆虫雷达也被应用于其
中。我国自 1984年建立首台昆虫雷达以来，技术手
段不断更新，效果也大为提升。昆虫雷达的原理和
普通雷达有相似之处，即把电磁波发射到空中，一
旦电磁波遇到昆虫，就会返回形成回波。通过细致
分析，可以得出昆虫的数量、速度和朝向等关键性
数据。

为了保障世园会，北京市早在 2016年就在延庆
区建立了昆虫雷达监测点，引入“双模式昆虫雷
达”，这一监测点在开园之前 20天就开始监测，主要
针对蝗虫、棉铃虫、小菜蛾等。

如何治理昆虫，也在世园会中有所展示，即如
何找到害虫的天敌，利用昆虫吃掉昆虫，而不是一
味使用药物。

新技术的大集结

通过 APP，参观者可以实现“一部手机游世园”，
吃喝玩乐全都有。

这样的科技应用，不仅停留在园区导览和服务
订购上，还融入了园区参观的方方面面。在许多展
馆，参观者能够观赏到的不只是实物，还包括了“实
物+数字”，即利用数字影像和实物场景相结合的方
式，动态向观众展示相关内容，包括仿生机器人、3D
打印等技术手段也参与其中。这样的展示形式，可
以让参观者有置身其中之感。

在世园会的官方网站上，“科技世园”被作为一
个独立的频道列出，子项目包括了 5G、智慧世园、机
器人和物联网。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
内的诸多新技术，为世园会园区的运转保驾护航，
而世园会本身，也变成了这些新技术最好的展示舞
台，特别是对外展示。

在 5G方面，以中国电信 5G馆为例，游客可以通
过手机连接馆内 5G 信号转化成的 WIFI。理论上来
说，5G 网络速率可达到 4G 的数十倍，下载一部 1G
容量的电影仅需几十秒。

无人车可以为游客提供零食和饮料以供购买；
救援无人船可同时救起 2 至 3 名落水者，速度是救
生员的 4 倍以上；无人机为园区提供飞防服务；智

能机器人承担部分场馆的讲解工作……这些过去
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场景，在北京世园会中已经变
成现实。

“智慧的大脑”啥都知道

会自动服务的不只有机器人，连井盖都会，井盖
松动了，自己会报警，垃圾桶满了，自己会通知清扫
人员，路灯也会自己调亮暗。当然，这不是因为井盖

“成了精”，而是借助了物联网技术——前提是，世园
会园区有了“智慧的大脑”。

北京世园会室外展园一共有 41个，包括 34个独
立展园和 7个联合展园，这是 A1类世园会国际参展
方数量最多的纪录，预计参观人数将不少于 1600万
人次。162 天的会期、5.03 平方公里的园区、110 个
国际参展者和 120 多个非官方参展者、不少于 1600
万人次的参观者，如何运转好如此规模的园区，服务
数量庞大的参展者和参观者呢？

在此情况下，只用传统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需要
新的技术手段，通过构建核心智能，以实现体验、服
务、管理、运营的个性化、智能化、精细化，即在掌握
个人需求的基础上，更关注每个游客行为与其他游
客、园区资源、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实现更智
能的调度。

换言之，智慧系统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优势，精准分析游客行为，不仅知道每个游客现在正
在做什么，还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或即将发生的行
为，对园区和其他人的影响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园
区的服务和资源就可以科学调度，保障运营。

用现代科技为世园会美景保驾护航，其实也就
是“让游客可以通过世园会，就知道未来的智慧园区
真的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http://www.workercn.cn 科技时空科技时空6 2019年 5月 10日 星期五

让游客通过世园会，就知道未来的智慧园区真的已经来到身边——

现代科技让世园美景次第绽放
让游客通过世园会，就知道未来的智慧园区真的已经来到身边——

现代科技让世园美景次第绽放

新闻热线：（010）84151627
责任编辑：黄哲雯责任编辑：黄哲雯

E－mail:hzw1217@sina.com

科技馆为学校提供多方面科普资源支持

吉林开展馆校结合综合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彭冰 通讯员刘长宇）由吉林省科技

馆、长春市教育局主办的2019年“馆校结合综合实践活
动”日前启动，来自长春市7个区的26所学校与科技馆签
约，吉林省科技馆将为这些学校无偿提供多方面的科普资
源支持，辅助学校进行课程体系的提升与优化，全面落实
学生的素质教育。

秉承“资源共享、精准对接”思路，吉林省科技馆原创
设计开发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及展厅主题活动。课程内
容依托场馆的展教资源、结合学校学科体系编制而成，以
动手实践为基础，旨在启迪青少年好奇心、培育想象力、激
发创造力、让学生自主获得相关知识，满足不同年龄段学
生“在探究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的需求，使科技馆真正
成为中小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和第二课堂。

“馆校结合综合实践活动项目”使科技馆优质的科普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为学校进行素质教育开辟了新思
路。下一阶段，吉林省科技馆将继续加强与教育系统的
合作，通过不断创新实践活动课程，深入推进馆校结合的
育人模式。

我研究者揭示调控肌肉发育机制新基因
本报讯（记者黄哲雯）记者获悉，中国农科院特产研

究所研究员李光玉带领的创新团队，近日发现了一个新
的在肌肉发育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的长非编码 RNA。
这个新的基因长非编码 RNA-Irm 通过直接结合肌细
胞增强因子 2D来调节肌源性基因的转录，进而调节肌
生成。该研究结果为动物肌肉生长发育研究提供了新
的调节因子和表观调控机制，对深入解析肌肉生长发育
的分子调控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肌肉组织是动物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肌肉生长
速度和肌肉量是动物生产中重要的经济性状之一。肌
肉生长发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转录因子、表
观遗传等调控，因此解析肌肉生长发育的调控网络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长非编码 RNA 是一类转
录本长度超过 200nt、没有蛋白编码能力的 RNA，在多
种生物学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尽管目前已发现很多
在肌肉组织中表达的长非编码 RNA，但绝大多数长非
编码 RNA 在肌肉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功能和调控机制
并不清楚。

该研究发现了一个功能未知的长非编码 RNA 随
着细胞分化表达水平持续升高，并在肌肉组织中高丰度
表达。通过体内和体外的生物学实验研究，发现了该长
非编码 RNA具有促进成肌细胞分化的作用，敲低该长
非编码 RNA会延缓肌肉损伤修复。在调控机制上，该
长非编码 RNA 可通过招募肌细胞增强因子 2D 和
MyoD蛋白到其肌肉发育相关靶基因启动子区，从而激
活靶基因表达。

3微米级工业锥束CT机诞生
精度高到可以数清头发丝

本报讯（记者余嘉熙 通讯员董君亚）精密的工业
零件躺在工作台上慢慢旋转，黑色射线缓缓扫过，不
一会儿，其内外结构的高精度三维立体图像就在屏幕
上清晰呈现……这种如同给人做 CT 一般的机器，是
日前在河南洛阳诞生的国内首台 3 微米级 320 千伏微
焦点工业锥束 CT 机。

“用它给工件做‘体检’，精度高到可以数清头发
丝。”洛阳中信成像公司项目经理李先坤介绍说，他们
研发的这一产品，射线可穿透 7 厘米铁板，最大检测
品尺寸可达直径 60 厘米、高度 40 厘米，核心性能指标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据介绍，在工业领域的产品检测中，多数情况下
需要避免切割、拆解等破坏性操作，而利用该工业锥
束 CT 机能够在无损状态下对叶片进行精确扫描。目
前，工业 CT 机可对石油岩芯、电子元器件、精密铸件
与锻件、汽车轮胎、陶瓷及复合材料、文物、化石等进
行检测，在航空、航天、冶金、机械、石化、电力、地质、
考古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

据了解，去年 8 月中信重工联合郑州信大先进技
术研究院、洛阳市涧西区政府共建中信成像公司，主
要从事工业 CT 产品及新型安检设备的研发、制造、销
售及无损检测等业务。未来将围绕工业新型成像技
术开展工业锥束 CT、安检 CT 两大智能设备及系统的
研制，带动三维图像虚拟仿真、数字化检测软件开发、
AI 图像识别等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以工业 CT 技术为
关键供给。

本报记者 周 怿

位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北部的巴丹吉林沙漠常年
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恶劣，被认为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
地区。但有一群人始终坚守在这里，恪守着为气象科学
而奉献的人生信念。他们就是拐子湖的气象工作者。

拐子湖名字里有“湖”，但湖水早已干涸。这里年
降水量为20毫米，蒸发量却达4523.7毫米；最高温度
能达到44.8℃，最低气温却是-32.4℃；一年中60多天
有7级以上大风天气。

1959年，国家组建了这个一类艰苦台站拐子湖气
象站，成为我国仅有的两个沙漠腹地气象观测站之
一。从此，一群气象人就每天在这里采集数据。

拐子湖气象站前副站长王毅，1997 年毕业后在
这里一待就是 11年，风沙成了他最深刻的记忆：“拐
子湖一年有 30多天都是沙尘暴天气，有时一场大风
沙过后，沙子能堆 1.5米高，宿舍的门都打不开，我们
就从窗户爬出去。”

2002年，站长李福平从阿左旗出发，整整走了 8
天，带着通信设备赶到拐子湖，带领大伙架起移动信
号放大器。“我做梦都不敢相信，在站上就能给家里打

电话了。”想起这件事，王毅至今还很激动。
通信问题解决了，交通问题也是一大难。从雅干

到拐子湖途中有60公里是无人区，没有信号，气象工
作者们当时只有一辆北京 2032吉普，倘若汽车出现
故障，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死亡。

1995年 7月末，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戈壁滩上
的气温高达 40℃。这天，司机刘天保拉着老站长刘
福军和他的妻子陈晓虹在驶向拐子湖的途中，车子抛
锚了。在酷热的戈壁滩上，走出不到 10公里可能就
会脱水而亡，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救援。为了减少体
内的水分蒸发，他们钻到车下面，带的水喝完了，就喝
水箱里的水。两天两夜过后，最后一点水也喝完了，
到了第三天下午，当他们已经陷入昏迷时，一辆路过

的邮政车救下了他们的命。
如今，这条“死亡之路”已被一条柏油路替代，气象

工作者们的车也换成了性能优越的越野车。
拐子湖气象人的生活条件虽然改善了，但艰苦的

工作环境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没有变。最近4年，
每年阿拉善盟和鄂尔多斯市都会有新入职的气象人
去拐子湖学习锻炼，李晓雪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5 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李晓雪选择传承父
辈的气象事业，首站便来到拐子湖实习了三个月。“第
一眼看到门口的‘坚守’二字时，我还无法体会其中的
含义，待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真正感受到前辈们是多
么的不容易。”

由于自动化的建设与应用，拐子湖气象站的数据

监测已经从每天8次减少到5次，然而工作之余，最重要
的任务还是除沙。和以前不同的是，拐子湖有了铲车，每
个来实习的新人都要学习用铲车除沙，效率相比从前也
大大提高了。“铲车铲不到的地方，还需要人工清扫，我们
一有时间就拿起扫帚扫沙子。”李晓雪告诉记者。

“方圆11.46万平方公里，只有拐子湖和额济纳旗两
个气象台站，收集到的气象监测数据极为珍贵，如果没
有拐子湖气象站，相当于在我国气候现象上游出现了一
个监测空白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承担着为
神舟系列飞船发射等国防事业采集气象数据的光荣任
务，还担负着国家气象信息交换任务。”作为新一代气象
人，李晓雪和她的同事们深深懂得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也明白了先辈们在艰苦中恪守的责任。

如果没有这个气象站，我国就会出现一个监测空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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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院士专家工作站给我们带来了技术支撑。”
尝到院士给企业带来的甜头后，丹娜（天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泽奇感慨。

据悉，自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来到该公司的
院士专家工作站之后，企业的创新人才培养、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等均取得很大进步。

5年前，湖南沅江一个 50多岁、患有肺癌的赤脚
医生突患感冒，不到两周就去世了。“如果是细菌感
染，通常一个星期就能治好，但他两个星期还没有
好，肯定是真菌感染。”对于自己这个中学同学的离
世，周泽奇十分惋惜。

事实上，我国的侵袭性真菌感染（IFD）非常严
重，其中仅侵袭性曲霉感染和念珠菌感染就有 800
多万例，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加上 IFD 早期检
测和诊疗方法缺失，我国在 IFD 早期快速诊断领域
发展十分薄弱，80%~90%的市场被国外大公司所占
据。

“在体外诊断产品行业，谁掌握了核心技术，
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谁就是领跑者。”为攻克真菌
诊断技术，丹娜生物于 2015 年 9 月建立院士专家
工作站，邀请廖万清院士入站指导。建站后，院士
全链条参与公司业务，从上游的研发，到中游的临

床检测，再到下游的产品销售，让企业少走弯路。
在院士的点拨下，丹娜生物相继开发出 20 余项
IFD 体 外 诊 断 产 品 和 配 套 的 全 自 动 检 验 仪 器 设
备，其中 7 项产品获得 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认证、16 项产品获得 CE（欧洲统一）认
证；7 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6 项产品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此外，丹娜公司还与英国皇家病理学学院 Mal-
colm Richardson 院士签订了入站协议。2018 年，该
工作站被评为“全国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储棕荷）

2019数字中国创新大赛
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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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创新实力获国家级技术荣誉
本报讯 近日，中铁二十二局五公司顺利通过全国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取得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代表着国家对企业科
研实力的认可。近年来，该公司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
的根基，依托参建重难点工程项目，不断加大科技投
入、发掘创新、立项研究，自主研发了多种施工方法，
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16 项，各类软件著作权、科技奖近
20项。 （华建宇 唐海洋）

“指挥官”兵棋推演砺强军本领
本报讯 5 月 4 日，国防科技大学首届“指挥官”兵

棋推演大赛拉开序幕，16支参赛队在预选赛中脱颖而
出，在半决赛和决赛环节同台竞技。

“指挥官”兵棋推演大赛是国防科大系统工程科技文
化节的重要活动内容，兵棋推演构设虚拟战场，采用循环
赛积分制，以对抗的形式模拟作战过程。激烈的战场厮
杀，考验着指挥者的战场判断力和组织力。只有在联合
作战背景下，才能更好地锻炼指挥水平，提高作战指挥素
养，增强学员战场任务规划能力。一场竞赛，几多收获。
准军官们不仅在针锋相对的赛场上磨砺了军人血性，更
在步步为营的落子中提升了强军本领。 （黄继海）

山东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8.78件
本报讯（记者丛民）记者近日从山东省市场监管局

获悉, 2018 年山东全省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 75817 件,
发明专利授权量 20338 件。截至 2018 年底,有效发明
专利 87362 件,同比增长 17.1%；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 8.78件,较上年提高 1.21件。

据介绍,2018年,山东省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1751
件；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申请量 2427件,累计有效量达
到 6557件,同比增长 112.3%,总量跃升全国第一位。同
时,新增地理标志商标 95件,全省累计地理标志商标达
到 678件,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5月1日，济南轨道交通3号线关键控制性工程济
南东车辆段一标主体结构实现封顶。3号线车辆段具
有建设规模大、科技工艺新、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
等特点，承建其一标施工任务的中铁上海局和济南四
建，运用“十字劲性柱”等新技术新工艺，解决了诸多难
题，提高了施工速度。图为施工现场。 芦唐 李程摄

5 月 7 日，2019 数字中国
创新大赛总决赛及颁奖仪式在
福州举行。本届大赛以“软件
赋能数字经济 创新驱动数字
中国”为主题，是第二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为获奖团队队员在答辩中。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久坐不动骨头易变“脆”

最新科研动态●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家伟）英国一项研究显示，中
老年人久坐不动会导致骨密度降低，使骨头变“脆”，增
加骨折风险；少坐多动、每天步行 1万步则有助保持骨
骼强健。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杜伦大学近日在《公共卫生
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们让 214名 62岁的受试者连续
7 天佩戴监测设备，以获取他们的运动和久坐时间，并
测量了这些人的髋骨和脊椎骨密度。

结果发现，一周内轻度运动 150分钟的人，其骨密
度水平比久坐时间更长的人要高；总体来讲，男性比女
性更易久坐不起，他们的骨骼也因此更为脆弱。对男
性来说，每天久坐超过 84 分钟的人，其脊椎骨密度比
每天坐 52分钟的人低 22%。

研究人员说，久坐不动对骨密度的影响与吸烟相
当，要想保持骨骼强健，降低骨折风险，最好减少久坐
时间，多活动身体，比如每天步行 1万步。

研究人员还表示，很多人 60 多岁退休后运动减
少，看电视时间增长，而本项研究特别关注这一群体，
提醒他们少坐多动的重要性。目前不少智能手机、手
表都能统计步数，人们可以借此来激励自己和家人形
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