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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位 于 北 京 亦 庄 的 京 东 方 北 京 第 8.5 代

TFT-LCD生产线展示大厅，一款 82英寸 10K的超高清

显示屏尤为引人注目。

这款超高清显示屏分辨率高达 10240×4320，站在

近处观看也不觉得眩晕，是目前主流高清电视分辨率

的 21倍，色域达 90%。

“这款超高清显示屏是全球唯一将 10Ｋ技术转化

为现实的产品，在推出短短５个月内即收获 SID 2015

“Best in Show”奖、“2015 IFA 产品技术创新大奖”和

CEATEC 2015“生活方式创新产品大奖”等三项国际

大奖。”京东方副总裁邵喜斌告诉记者。

这 不 仅 仅 是 一 块 丈 量 全 球 平 板 显 示 技 术 水 平

的标尺，还是一块记录我国大尺寸平板创新历程的

丰碑。

从 2003 年到 2014 年间，京东方从一家曾经困难

重重的企业，成功发展为自主创新的典范企业；从一

家全球平板显示产业的“后进生”，一跃成为全球显

示领域的佼佼者：市场份额从全球第十四跃升至全

球前五，年新增专利数从全球第十六跃升至全球业

内第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京东方科研团队承

担的“基于自主技术平台的大尺寸平板显示核心技

术研发应用”研发项目荣获 2015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改写全球显示产业格局

21 世纪初，一台 15 英寸的电脑显示器曾卖到 3000

元，这在如今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

是，把显示器从“奢侈品”宝座上拉下来的，正是京东方。

如果说芯片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大脑”，显示屏就是

它的“脸”，两者缺一不可。在2003年京东方进军该行业

之前，全球的液晶面板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形成的“铁

三角”牢牢掌控，我国大陆一年进口的面板价值400多亿

美元，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由于缺乏核心技

术和稳定的液晶屏的供应，我国彩电整机产业长期忍受

“缺屏之痛”，被海外巨头死死扼住“屏颈”。

从我国不具备液晶显示屏的生产能力，液晶面板

全部依赖进口，到如今，在京东方的带动下，我国液晶

显示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跨越式

发展。京东方正在书写着显示产业的传奇。

传奇背后的秘诀，就是企业源源不断的自主创

新。早在 1994年，京东方就成立了平板显示预研小组，

着眼显示产业，跟踪研究液晶显示技术。可以说，创新

就是京东方与生俱来的基因。

2003 年 1 月 ，京 东 方 收 购 了 韩 国 现 代 电 子

TFT-LCD 业务、相关专利及团队，拉开了全面进军薄

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的序幕。

2005年，京东方自主建设的北京第5代TFT-LCD生

产线投产，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无自主液晶显示屏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京东方投建的全球首条第

10.5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生产线

在合肥动工。这条 10.5代线主要生产 65英寸以上大尺

寸超高清液晶显示屏，设计产能为每月 9 万片玻璃基

板，玻璃基板尺寸为 3370×2940毫米，总投资 400亿元，

预计 2018 年二季度投产，届时京东方将跃升全球显示

行业三甲之列。

该生产线的建设投产将开启全球显示领域新的里

程碑，引领大尺寸超高清显示新时代。

“正是由于京东方的奋力崛起，我国大陆才告别了

液晶面板全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形成了如今的韩

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三国四地的全球显示产

业新格局”，邵喜斌说。

技术突破实现中国视听之最

2015年 6月，在全球最大显示专业盛会美国显示周

（SID Display Week）上，京东方推出全球首款 10K大尺

寸超高清显示产品，而就在 2015年年初，有专家还曾表

示，8K就是真正的终极技术，将不会有任何技术超越它。

“原本采用 a-Si 技术是无法生产 10K 超高清显示

屏的，但是现在京东方已经突破了技术瓶颈，采用我们

自主研发 ADSDS 技术，实现了液晶显示技术新的突

破。作为全球首款 10K 超高清屏，在显示领域中国无

疑是全球领先的。”邵喜斌说。

2009年前后，为了满足平板显示市场对高端 TV 产

品的需求，京东方独创了 ADSDS 技术（高级超维场转

换技术）。

邵喜斌告诉记者，ADSDS 技术作为世界领先的超

硬屏技术之一，具有更高的透过率、亮度和对比度，更

广泛的视角（上下左右视角均达到 178度），在提供更为

逼真的图像效果同时，其功耗更低，更具环保优势，可

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等新兴市场领域，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科研团队以 ADSDS 技术为平台，开发了包括超大

尺寸、超高分辨率、绿色低功耗以及高画质等一系列国

际最前沿的显示技术，并应用在高端 TV 产品开发中，

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实现了产品尺寸由 55英寸、65

英寸，到 98 英寸和 110 英寸，分辨率由 4K 到 8K、10K 的

高帧速 120Hz功能。

科研团队还在国际上首创面板数据线分离的掩膜

版拼接设计方法，解决了超大尺寸超高分辨率产品

120Hz 驱动及液晶充电率的技术难题；拼接背光组件，

解决了超大尺寸背光结构变形和亮度不均匀的问题。

其中，RGBW 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将 TV

产品的透过率提升 70%以上，将超大尺寸超高分辨率产

品与绿色低功耗实现了完美的结合。TV GOA 技术和

高色域技术的成功开发，实现了大尺寸 TV 产品无边框

设计和色域 NTSC大于 100%的突破。

此外，基于超维场技术平台所开发的一系列高端

的显示技术，成功应用于高端的 TV 用显示屏，产品种

类覆盖 32 英寸到 110 英寸全系 TV 产品，分辨率从 HD

到超过分辨率 8K，并且实现了高画质与绿色低功耗概

念的完美结合。

如今，ADSDS 和 VA、IPS 一起，构成了全球显示行

业三大技术标准。通过该技术平台，近几年，京东方的

“全球首发”新产品频频亮相：全球首款 82 英寸 10K 超

高清高级超维场转换技术显示屏，全球最大尺寸（110

英寸）8K超高清高级超维场转换技术显示屏、用眼睛控

制的显示屏、裸眼 3D 显示屏，既能用作冰箱门又能搭

载各种智能功能的透明触控显示屏……

其中，98 英寸 8K 超高清显示终端获得了日本放送

协会（NHK）及美国好莱坞等专业机构的高度评价；终

端视听产品 BOE Alta一举获得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

的 iF产品设计金奖和红点奖，创下中国视听产品之最。

显示产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京东方

一直坚持“亏什么也不能亏研发”的信条，始终保持高

强度的研发投入，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7%以

上。即使在 2008 年到 2011 年亏损期间，京东方的研发

投入仍接近 30 亿元。2015 年，京东方全球首发产品覆

盖率达 39%，年新增专利申请量 6156 件，累计可使用专

利超过 4万件，位居全球业内前列。

用“屏”改变生活

在京东方北京第8.5代线的展厅里，有一款充满了科

幻感的冰箱。它的门是透明的液晶显示屏幕，用户不但可

以将冰箱内存放的水果、蔬菜等看得一清二楚，用手指在

冰箱门上直接点按，还能知道哪些产品快过期了，直接在

超市联网下单，直接线上购买食物，超市送货上门。

记者在参观时发现，除了可以留言的冰箱，他们还

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新颖、提高百姓生活品质的新技术

产品。例如主要用于车载的“双视显示设备”，据工作

人员介绍，“双视显示设备”可以实现司机那一面显示

导航画面，副驾驶那一面显示电影或新闻等画面，双方

互不干扰；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客厅里，对着同

一块电视屏，坐在沙发的不同位置，老公看的是球赛，

老婆看的可能是韩剧，争抢遥控器的烦恼从此消失。

此外，在京东方的产品序列里，防窥显示屏、眼控显

示屏、透明显示屏、智能镜子等等，功能新奇，都让人跃跃

欲试。相信不久，它们也将逐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持续不断的创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与伦比的

视觉享受。

不知你是否注意过，现在的液晶电视十分便宜，55

英寸的4K电视也就3000左右，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由于电视面板占到液晶电视成本七成左右，近几

年，随着京东方高端液晶电视面板的大量投产，国内液

晶电视面板价格显著下降，终结了大尺寸液晶面板价

格居高不下的时代。不仅大大降低国内彩电企业的采

购成本，提高国内彩电企业的产业地位，同时也促进了

国内高端液晶电视的降价，加速高端液晶电视的普及。

我国平板显示产业实现全面升级

在北京亦庄京东方的 8.5 代线上，数十台机器人、

大型曝光机正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偌大的生产车间

里，看不到一个工人。“薄如蝉翼”的玻璃基板被从稳健

的机器人手臂中，推送至下一道生产线。

这只是京东方北京 8.5 代线中不到二十分之一的

工序。而如今，京东方已经在北京、成都、合肥、鄂尔多

斯、重庆、福州多地设立工厂和研发制造基地。

随着京东方技术实力的提升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京东方已成为国际显示领域的佼佼者。在自身发展壮

大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显示产业的全面升级和进步。

在以京东方为代表的国内显示企业的带动下，北

京数字电视产业园、合肥平板显示产业基地、大西南光

电显示产业基地等产业集群效应凸显。其关键零部件

玻璃基板、液晶材料、背光源组件、偏光片、IC、化学材

料等的国产化，对促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器件及

材料的技术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显示产业是新一代电视、电脑、手机

和平板电脑等下游整机的核心部件，该产业的发展，对于

解决我国彩电企业的整体转型和产业升级，促进本土整

机企业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促进显示屏与系统的技术整

合，发展数字高清和下一代互联网时代的 4C融合，核心

竞争力的全面提升等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随着京东方等国内显示企业产能规模的逐

渐扩大，目前我国 TFT-LCD显示材料与器件的国产化

种类覆盖率已经由 2014 年的 68.5%提高到 2015 年的

82%，ITO 靶材、氯气等材料均已在 2015年实现国产化，

后续国产化材料种类覆盖率将持续提升。该产业对我

国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具有极强的拉动作用，通过多

年的积累，我国已有数十家装备企业进入 TFT-LCD装

备制造领域，目前主要工艺装备国产化种类覆盖率已达

到19%，随着产线的规模化投资和装备技术水平的提升，

装备国产化种类覆盖率未来五年有望达到30%以上。

京东方：一块闪耀世界的“中国屏”

老张是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名城管监督员。一天，他

发现自己负责监督管理的区域里出现了一大堆露天垃

圾。他马上拿出随身携带的“城管通”，给垃圾拍了照并

注明地点，传给城管监督中心。监督中心接到信息后第

一时间迅速立案，并将地点信息传到城管指挥中心。指

挥中心又迅速将“急需清运”的指令传到有关地区的环卫

部门。仅仅一小时后，那堆露天垃圾就被清运干净。

“之所以能如此便捷，秘诀就在于东城区利用 GIS

软件，以每万平方米划分成一个网格单元，形成了一个

支撑精确、高效、全时段、全方位城市管理的集成化信

息管理平台。如今，这一模式已经在全国几十个城市

得到推广。”超图软件总工程师梁军告诉记者。

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

是关于地理位置和地理空间的信息技术。如今，从资源

管理、土地规划、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到交通管理、城市

规划，再到科研、教育和国防等领域，都有GIS的身影。

作为一项重要的新兴战略性产业，GIS平台软件作

为“地理信息操作系统”，是地理信息技术的核心，为各

类地理信息应用提供支撑。“发展 GIS平台软件，占领地

理信息技术的制高点，对发展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和保

障国家地理信息安全至关重要。”梁军说。

可喜的是，近年来，国产自主GIS平台软件技术发展

较快，市场份额快速上升，国内市场份额已经占据半壁江

山，并且涌现出一大批技术国际领先的公司。其中，超图

软件就是这批公司中的代表，依靠先进的技术实力，已成

为国内 GIS市场的重要力量。前不久，由该公司科研团

队研发的“云端一体化 SuperMap GIS 软件平台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荣获2015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国产GIS进入超越阶段

大多数人对GIS感觉很陌生。其实，GIS正走出测绘、

绘图、资源和环境管理等传统领域，其应用日益深入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普通大众接触得越来越亲密。

在路线复杂的市区里，如果有人突发心脏病，基于

GIS平台的120医疗急救指挥系统，可以指挥司机绕过堵

车路段，争分夺秒地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GIS技术定

位的呼救点，能够自动标注发病地点及会面地点，并按照

离发病点由近到远的原则推荐5个就诊医院。在指挥中

心，可直接对120急救医院进行调度并对其车辆及出车情

况进行管理与监控，还可及时打印出车单和出车地图。

GIS与普通民众生活对接，已抬眼可见、密不可分，

进入发展的新阶段。

GIS不仅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电子政务中也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综合业务管理和

辅助决策工作80%以上与地理信息有关。有人把它形象

地称为“科学家手中的显微镜、百姓出行的指南针”。

梁军告诉记者，GIS平台软件在地理信息领域的地

位，就相当于操作系统在 IT中的地位，处于非常核心的

位置，一旦GIS平台软件被攻破，系统中所有地理信息数

据及其他相关数据将完全暴露。GIS平台软件的自主化

和国产化替代，对于国家信息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

的 GIS 平台软件大量采用国外产品。随着城市的智能

化与智慧化，城市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将更为突出。

近年来，我国在 GIS 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成

为世界 GIS科研强国之一。一批致力于自主创新、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在软件技术的研究和产品

的开发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市场和应用方面不断

取得新的进展。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半数以上，

并在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得到深入地实际应

用与考验，取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梁军告诉记者，“国产的 GIS 软件已经开始从追赶

进入到超越的阶段，在跨平台技术、二三维一体化技术

等方面已领先国外产品。”

GIS平台步入云时代

据梁军介绍，本次获奖的云端一体化 GIS 技术体

系，是指通过“集约化的 GIS云平台”来集约利用计算资

源提供高可用的 GIS服务，通过“多样化的 GIS端”来构

建跨多端设备的 GIS 应用，通过“云端一体化的 GIS 系

统”实现云端之间高效互联、协同工作的 GIS应用模式。

在当前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

下，传统的 B/S架构 GIS应用已经不能满足愈加多样化

的应用需求。一方面，当前市场对GIS应用的要求，已经

从简单的 Web客户端应用，演变为跨 PC端、Web端、移

动端的二三维一体化的多端应用。另一方面，由于 GIS

应用本身有大数据的特征，GIS 正面临着 CPU 瓶颈、大

数据量、超大用户量、多服务来源等问题和需求，因此亟

须更强大的GIS服务器平台、一体化的GIS系统来支撑。

为此，超图的科研团队打造了云端一体化 GIS技术

体系，致力于在 GIS 系统中充分发挥云计算的优势，以

更加友好的方式，支撑地理空间要素的建模、存储、处

理、分析等，使用户在更多种终端设备上更快速、高效、

低成本地使用地理信息资源。

项目基于云计算和移动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设计和研发了云服务器和云端一体化 GIS体系架构，实

现了云 GIS服务与各种智能终端的一体化协同，并在多

项 GIS 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全新的

GIS 体系架构，研发了新一代 SuperMap GIS 技术体系

和系列平台软件产品，成功实现了市场推广应用，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在 GIS 高性能计算、GIS 智能集群、二三维一

体化 GIS 和跨平台 GIS 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技术创新与

突破。”超图软件云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胡中南说。

据胡中南介绍，国外主流厂商的 GIS平台软件主要

基于 Windows 内核，无法原生支持国产 Linux 操作系

统。其号称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是通过安装额外的

Windows 虚拟环境来支持运行。“这种技术架构，不仅

性能低，而且依然无法摆脱 Windows 环境，而且国外

GIS品牌还不支持国产数据库。”

科研团队研究并实现了跨平台GIS技术，全系列产品

支持Windows、Linux和Unix等操作系统，支持麒麟、凝思

和中标麒麟等国产操作系统以及超算平台，已成功运行于

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支持龙芯、飞腾和浪潮K1等三款国

产CPU架构，同时还支持平板、手机和专业移动设备，全

面实现了跨硬件平台和跨操作系统的应用。

科研团队提出和设计了云端一体化 GIS体系架构，

研制了 GIS 应用服务器、分发服务器和门户服务器，构

建了大型云 GIS软件平台，其中 GIS分发服务器为国内

外同行首创，解决了多层级分布式 GIS应用的网络带宽

性能瓶颈问题。

此外，项目组研究并实现了高性能 GIS 计算技术，

研发了高性能 GIS内核，该技术可整合发挥计算机大内

存、多 CPU、多核和显卡的的经济效益。

项目最终形成了 SuperMap GIS服务器、桌面软件、

开发套件、移动软件等系列产品，项目产品已经成为我

国 GIS 市场的主流平台软件，在智慧城市、国土、房产、

交通、水利、国防、公共安全、物流、银行、保险和电信等

几十个行业成功应用。三年累计销售软件许可数逾 12

万套，实现收入 10.08 亿元，并出口日本、瑞典、韩国等

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 700多家增值开发商，开发

了多种行业应用软件，提供了大量增值技术服务，极大

地推动了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深耕中国 领先世界GIS应用水平

“如今中国 GIS 的应用水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走

在最前沿，解决好中国用户的问题，就能解决其他国家

用户绝大多数问题。”梁军表示，超图软件结合国家大

政方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深耕细作，提供最

接地气的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例如，针对当前老百姓十分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

利用 GIS 平台软件可建立追溯管理平台和流通节点追

溯系统，可以汇总肉蔬在生产、流通、交易、消费环节的

相关信息，监控全过程，建立食品安全行政联合执法平

台，提供社会公众食品安全服务窗口。通过建立日常

监控管理机制，针对突发事件快速建立应急响应机制，

确保民众食品安全。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

但很多资源由于“知名度”不够，政府部门和老百姓不

熟悉，得不到重视和保护。为此，北京市测绘院与超图

合作，启动“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通过利用

3S（GIS、GPS、RS）技术对历史地图及场景进行建模、复

原、制图及展示，使 3S技术与北京的历史文化元素相结

合，综合性、立体化、多层次地展示北京古城魅力和现

代文明，保护和传承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这是 GIS在

文物保护领域的又一个成功应用。

在应急救灾方面，GIS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雅安

地震中，超图工作人员用移动 GIS技术来参与搜救等工

作。工作人员人手一个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给他们划

定区域，确保整个区域无遗漏，也不会有重叠。此外，

因为有几十个工作人员同时参加工作，就需要实现多

人之间的工作协同。一个区域发现了生命特征，会紧

急召集其他区的工作人员汇集过来，尽快地把受困人

员救出来。这同时也体现了“云端一体化”服务器强大

的计算能力以及移动端 GIS便携实用的优点。

以上列举的案例只是超图云端一体化 GIS 平台应

用的几个缩影。在当前智慧城市、不动产登记等信息

化建设领域，GIS 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必将为城市发

展和城市生活带来崭新变化和无限可能。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申明撰写）

超图软件：地理智慧就在你身边

编者按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定不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坚持和强化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首都科学

发展翻开了新篇章。一批立足自主创新、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优秀科技成果，摘得了 2015 年北京市科学

技术奖。这些成果在取得相关技术突破的同时，为解

决促进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百姓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提供了科技支撑，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

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运行更加高效。本期刊登

的这两个获奖项目正是其中的代表。

激励引领创新 共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2015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巡礼（一）

北京京东方第8.5代TFT-LCD生产线

北京市利用GIS技术对历史地图及场景进行建模、复原、制图及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