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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寅 朱 筱 朱国亮

江苏江阴加快传统制造业

向中高端挺进，做强做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打造“组合拳”，让

“江阴造”更具“魅力”。

老树发新芽
制造变智造

位于江阴市徐霞客镇的无

锡圣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塑

料包装制品企业。作为劳动密

集型的传统制造企业，圣马科

技的用工人数最多时超过2500

人。如今，圣马科技的生产车

间里，自动组装的机器人成为

主角。

这一重大改变始于圣马科

技掀起的“机器换人”变革。圣

马科技先后投资近2亿元，实现

了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在工作

人员减至约500人的情况下，

公司的产量、产品良率却得到

了很大提高。

单个企业实施技改的“自

选”动作，累加起来便形成了

整个产业新一轮增长的动

力。今年，江阴开启新一轮

“千企技改”重点工程，年内实

施重点技改项目100个，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50个。1月~4

月，该市完成工业投资122.94

亿元，其中工业技改投入达

97.42亿元。

双良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借

助物联网、互联网通讯、云计算

等新技术，自主开发了为工业

企业、现代楼宇、大型公共建筑

服务的能源管理系统双良云平

台。海澜集团开启“海澜之家”

连锁经营模式，并将设计延伸

到供应商环节。“跳出低附加值

的加工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

的研发设计和终端销售环节延

伸，势在必行。”海澜集团董事

长周建平说。

新树深扎根
培育新动能

在今年3月的日内瓦车展

上，由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与意大利设计师共同研发的新

能源概念车受到关注，该车通

过远景能源的技术支持，可实

现完全使用风电、光能等清洁

能源的目标。

在远景能源首席执行官

张雷看来，“创新需要勇气和决

心，远景能源希望通过打造能

源物联网平台催发行业创新，

由众多开发者共同创造未来能

源系统。”

10多年前，江阴就开始布

局新兴产业，2017年，该市新兴

产业产值已达到2518.9亿元，

同比增长13％。以远景能源、

天江药业、长电科技等为代表

的一批江阴新兴产业企业崛

起，逐步形成新能源、生物医

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四大新兴

产业集群。

以生物医药为例，2017年，

江阴市投入3000万元支持建设

海外医药创新孵化器。依托该

平台，江阴贝瑞森生化技术有限

公司已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

卡罗琳斯卡医药学院建成2个

海外实验室和1个中试基地，每

年引进2个~3个项目到江阴高

新区，并不断研发新产品。

“未来江阴将继续挖掘产

业新动能，为经济培育更多新

的增长点。”江阴市经信委主要

负责人说。

营造好环境
擦亮“江阴造”

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说，

续写江阴制造业辉煌，政府既

要当好“店小二”，又要当好“急

郎中”，为企业提供全天候服

务，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源泉。

2017 年，江阴引进高层次人

才 500 人，新引进诺奖人才

1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渴望人才，希望通过引

进一名领军人才，带动一支创

新团队，撬动一个新兴产业。”

江阴市委常委、高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陈兴华说。

随着“创一代”逐步退出

经营管理，民营企业迎来“创

二代”时代。江阴自 2013 年

起开始全面摸底海归“创二

代”，形成“出国前”“在国外”

和“归国后”三阶段的服务全

覆盖。目前法尔胜泓昇集团、

海澜集团、双良集团等数百位

新生代已接班。

中国在稀土研究领域能

够引领世界，是兰州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的

追求目标。

稀土有工业“黄金”、新材

料“维生素”之称，能与其他材

料组成性能各异、品种繁多的

新型材料，是很多高精尖产业

必不可少的原料。

在徐光宪、李标国等科学

家的指导下，严纯华及其团队

继承发展的“串级萃取理论”

及稀土分离流程的最优化设

计方法，成功建立了一套计算

机仿真模拟方法，用以模拟不

同稀土元素在萃取分离的动

态过程，这种方法不仅节省时

间，又能避免人为误差，更具

有产业推广价值。

以他为核心团队的研究

成果标志着中国能够以空前

绿色的方式分离高纯稀土，根

据需求灵活稳定控制分离产

品的质量，发展了我国稀土绿

色高效的分离流程和产业。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邹学校是土生土长的湖南

人。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辣

椒就成了邹学校的研究对

象。从“湘研3号”“湘研5号”

到“湘研10号”，邹学校带领团

队用刻苦攻关换来千万农民

收获的喜悦，更换来约60个辣

椒新品种，其中获国家奖的品

种有42个。

群星闪耀

蔚保国的北斗之梦仍在飞

翔——承担“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的他，正以夜以

继日的工作，让北斗系统未来

在大型商场、机场、2022年冬

奥会场馆等获得广泛应用。

钻研古生物学领域 60

载的张弥曼院士仍在埋头工

作——她打算继续完成杨氏

鱼研究，目前还同时进行着

青藏高原边缘的鲤科鱼类咽

喉齿研究。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原总工程师多吉仍在雪

域高原坚守——已经退休的他

把精力放在了培养后备人才上

面。他希望更多年轻地质工作

者扎根高原，成就一番事业。

他们早已蜚声国际，却仍

然虚怀若谷；他们为科研呕心

沥血，却始终不忘初心。

在得知获得“世界杰出女

科学家奖”后，张弥曼说：“我

成为科学家是历史的偶然，荣

获这一奖项也是历史的偶然，

我只是比较早做了中国肉鳍

鱼类化石研究，提出了一些看

法而已。”

1978 年，多吉大学毕业

后，来到西藏地热地质大队工

作，他肯于吃苦耐劳又善于钻

研，先后被送往意大利和美国

学习。在美学习期间，不少学

者和导师发现了这位藏族青

年身上的特质，纷纷劝他留美

工作，可多吉毅然谢绝：“我的

根在祖国，那里需要我！”

赤诚，是他们身上流淌着

的共同血液。

本报讯 来自中国铁路总

公司的消息称，中国铁路总公

司近日在京沈高铁启动高速动

车组自动驾驶系统（CTCS3+

ATO列控系统）现场试验，这

标志着我国铁路在智能高铁关

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上取得重

要阶段成果，我国高铁整体技

术持续领跑世界。

今年3月以来，中国铁路

总公司在建的北京至沈阳高

铁辽宁段全面展开“高速铁路

智能关键技术综合试验”。截

至5月底，28项试验或测试项

目已完成13项，包括时速350

公里“复兴号”长编组动车组

专项试验、高速动车组自主化

主动控制受电弓试验、新型铁

路金属声屏障试验等项目，综

合试验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这些成果将用于北京至张家

口高铁、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

铁路的智能高铁建设。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

门负责人介绍，此次高速动车

组自动驾驶系统现场试验是

智能高铁关键技术综合试验

的重要内容，将为未来高速动

车组实现在车站和线路区间

自动停靠、启动、运行等自动

驾驶提供大量数据，试验将持

续到今年9月底。目前，该试

验已完成技术文件发布、实验

室测试、型式试验、试验评审

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樊 曦）

本报讯 “0.6公斤！”在贵

州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医疗

废物暂存处，医疗废物称重人

员曾小红给从治疗室转运出

来的医疗废物称重。

智能电子秤称出医疗废

物收集袋重量，贴上小型打印

机打印出的标签，再将废物锁

进垃圾桶，同时，医院科室名

称、废物重量、废物种类等信

息通过手机APP上传到贵阳

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曾小红

和当班护士罗丽作为负责人

进行了电子签名。

医疗废物含有大量的细

菌、病毒、化学污染物、针头锐

器等，具有传染性、生物毒性

和腐蚀性，处理不当会严重影

响公众健康及周围环境。

从2017年底开始，贵阳市

借助大数据，开始试点条码管

理医疗废物，医疗机构产生的

所有医疗废物必须分类称重，

再转运到专门的医疗废物处

理中心处置，贵州省人民医院

是首批试点医院之一。

贵州省人民医院房产科

科长倪智成说，实行条码管理

以后，全院配备了8名专职称

重人员、5名转运人员，实现医

废处置全流程留痕、可追溯。

贵阳市固体废物管理中

心主任曹杨说，在实行大数

据管理以前，医废量主要依

靠医院上报，造成医院、环保

部门和医废处置中心三方统

计的数据可能都不同，存在

数据“打架”的情况。而现

在，借助大数据管理模式，医

疗废物的管理可视化、规范

化，数据更加精准、统一，还

能线上进行有效监督，收没

收、谁来负责交接的，大数据

全部都有记录。

目前，贵阳市已经签约或

者加入条码管理的医院有

120 多家，既有大型公立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

民营医院。接下来还要将范

围逐步扩大到私立医院、乡镇

卫生院等。

（肖 艳 李惊亚）

制 造 变 智 造 培 育 新 动 能
——江苏江阴以科技创新撬动制造业新支点

我国启动智能高铁自动驾驶试验

贵阳利用大数据监管医疗垃圾

小小创客小小创客
智创未智创未来来
近日，由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主办的2018年北京市

中小学生科技创客活动开

幕，来自北京市300余所学

校近两万名学生参与。约

1600名师生来到活动主会

场，围绕MEV机动电能车挑

战、MEV智能自动驾驶、32

小时互动设计马拉松、未来

创新秀场和极速前进挑战5

个项目开始为期两天的竞

赛。图为一名参赛选手通

过专用装置驾驶赛车参赛。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 余建斌

“天上建好，地上用好。”作

为国家重大空间信息基础设

施，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12年底正式提供服务以来，

连续稳定运行，北斗系统已进

入全球组网新阶段，应用产业

快速发展，成为一张国家名片。

按规划，预计 2018 年底

将建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为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提供

服务；到 2020 年将建成世界

一流的北斗三号系统，提供全

球服务。目前，北斗三号系统

已成功发射 8 颗全球组网卫

星，建成最简系统。它继承了

北斗特色，对标世界一流，增

加了星间链路、全球搜索救援

等新功能，播发性能更优的导

航信号。

自主创新让北斗表现优异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

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卫星导

航系统，目标是为全球用户提

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轮船航行在茫茫大海中，

需要航标灯的指引。卫星在太

空飞行，太阳与地球就是它的

航标灯：卫星飞行姿态的建立

依赖于对太阳、地球的观测，测

量精度越高，卫星飞行姿态就

越稳定，提供的导航精度也越

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研制的“三只眼”，就是

通过观测太阳、地球为导航卫

星提供导航。

专家介绍说，“三只眼”就

是两个“太阳眼”——模拟太

阳敏感器、数字太阳敏感器，

一个“地球眼”——红外地球

敏感器。“太阳眼”负责测量太

阳的位置；“地球眼”测量地球

的位置。

安装了“三只眼”的北斗卫

星的优异表现与“视力”密切相

关。卫星入轨初期用模拟太阳

敏感器捕获太阳，再用数字太

阳敏感器和红外地球敏感器共

同作用，更加精确地确定卫星

的三轴姿态。

科研人员对北斗卫星数字

太阳敏感器和红外地球敏感器

进行了关键技术攻关。数字太

阳敏感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实

现关键元件自主可控；红外地

球敏感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后，

具有高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长

寿命、不易受太阳等天体对姿

态测量的干扰等优点。

卫 星 与 卫 星 之 间 的 通

信——星间链路，是北斗导

航系统由区域向全球过渡的

关键技术，是提升系统全球服

务能力的核心技术手段，也是

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重

要标识和技术制高点。

中国电科 29所科研人员

提出了自己的北斗全球组网

星间链路解决方案，率先采用

毫米波技术体制和生产工艺，

研制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星间链路产品，对于北斗导航

卫星实现全球组网起到了关

键作用，促进了北斗全球系统

的跨域发展。

卫星电源分系统也是卫星

的关键分系统之一，被誉为卫

星的“生命线”。在北斗三号组

网卫星研制过程中，中国电科

18所承担了电源分系统的研

制任务。该所专家介绍说，以

中轨道卫星为例，配置了双太

阳电池翼、双蓄电池组、均衡器

和电源控制器。其中太阳电池

阵是卫星的唯一供电能源，蓄

电池组是卫星储能装置。在北

斗三号中，首次批量采用了转

换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三

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能和太

阳能帆板的尺寸充分匹配，极

大提高了卫星“吸收”太阳能的

效率。

在多个行业广泛应用

500万辆营运车辆上线，建

成全球最大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车联网平台；全国4万余艘渔

船安装北斗，累计救助渔民超

过1万人……基于高精度服务，

北斗已用于精细农业、危房监

测、无人驾驶等领域。目前，北

斗已在公安、交通、渔业、电力、

林业、减灾等行业得到广泛使

用。据统计，中国航天科工三

院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

的各类北斗终端及运营平台，

已经为全国22个省市、超过35

万辆客货运车、远洋渔船等提

供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利用

北斗系统在全球四大卫星导

航系统中独有的短报文功能，

北斗车联网技术还能为车辆

提供北斗短报文通信服务。

在没有公共通信网络覆盖的

情况下，北斗车联网的基本定

位、数据采集、数据传输等功

能可以稳定运行，可以为使用

者提供远程调度指挥功能及

北斗紧急通信链路。特别是

在灾区移动通信中断、电力中

断或移动通信无法覆盖北斗

终端的情况下，就可使用短报

文进行通信。

天上数颗北斗星，地上一

张地基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通过抓总建设北斗地基增强系

统，构建面向大众与行业用户

的高精度位置运营服务平台，

打造自主可控的北斗地基增强

“全国一张网”，可以实现比标

准精度更好的北斗高精度应用

服务。

以“啄木鸟”劲头把好质量关

每次传来北斗任务圆满

成功的消息时，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三院 304 所的北斗任务

软件评测团队总是无比激

动。这支平均年龄28岁的团

队，是北斗系统的软件“体检

师”，一直以“啄木鸟”的劲头

把好软件质量关。

面对北斗卫星研制、发射

周期紧、技术新、算法复杂等困

难，项目团队经常封闭测试、集

中加班，先后发现了300余处

问题和隐患，包括影响导航任

务通信、数据采集、姿态计算等

方面的问题50多个。

“参与任务以来，每天都开

启头脑风暴，将软件的每个功

能和性能印刻在脑海中，秉承

‘不轻视一处疑问、不放过一个

问题’的原则，逐行排查代码可

能存在的漏洞。同时，也亲身

感受到了软件测试的价值和乐

趣。”多次带领团队承担北斗导

航、量子卫星、暗物质卫星等软

件评测的李丽华说。

参与北斗地面系统研制的

中国电科20所团队，平均年龄

不到35岁。无论是在试验室、

机房，还是在野外，从漫天黄沙

的西北到风光旖旎的东南沿

海，总有团队成员的身影。团

队在高原建站时，海拔超过

4500米，氧气含量严重不足，凛

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很多人

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等情

况。但是，每当他们路过高原

监测站，看见石碑上写着的“祖

国，这里有我”时，感觉所做的

一切都格外有意义。

自主创新确保北斗系统稳定运行
已进入全球组网新阶段，应用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一张国家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