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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曹希
雅 方明寨）“我们拟到 2030年，建成具国际影

响力的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着力将科技创新

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使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深度融合。为此，市委

市政府隆重推出‘1+4’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近日，在长沙人民会堂召开的长沙科技创新

大会上，科技局局长赵跃驷说。

“1+4”政策体系中的“1”，即“中共长沙

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国家科技创

新中心的意见”。“4”，为贯彻落实《意见》的

相关配套措施，分别涉及扶持企业自主创

新、加大科技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深化科技金融结合等四板块。政策含“金”

量高，创新多。

在深化科技体制“放管服”改革上，着力

于让创新主体在技术路线、攻关方向上拥有

更有效的自主性，建立了市级层面资金和项

目统一管理平台，首次成立了集聚 3000 名专

家的大型智库——“长沙市科技创新专家咨

询委员会”。

在政府投入方面，实施了财政科技投

入倍增计划。到 2020 年，全市财政科技投

入达到 50 亿元，市本级财政科技投入达到

30 亿 元 ，市 本 级 科 技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达 到 6

亿元。

对企业的政策、资金支持政策，最受媒体

关注。赵跃驷介绍，在对企业实施普惠性研

发补贴政策上，拟实施三年三步走行动。去

年，对企业研发实施前补助和后补助的比例

为 7∶3，今年前后补助比例实现了 5∶5，明年将

达到 3∶7。通过逐步过渡，进一步激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

在资本投入中，该市首次提出设立科技

创新基金，积极撬动投资资本进入科技创新

领域；研究设立企业债券风险缓释基金，为中

小微科技型企业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提供

信用增进服务。

赵跃驷还称，高新企业的个数和总产值，

代表了一座城市的高技术含量。长沙市高度

重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推出了“强基工

程”。建立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备案制度，以

其中的企业为“底盘”，遴选出科技创新小巨

人企业，再从中选拔、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对

小巨人企业予以每年最高 10万元研发经费补

贴，首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者，给予最高 20万

元研发经费补贴。

此外，政策中还提出为企业提供科技

保 险 、科 技 创 新 券 、小 微 企 业 信 贷 风 险 补

偿 基 金 等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融 资 难 题 的 政

策 。 该 市 还 拟 设 立 转 贷 周 转 应 急 资 金 ，

支 持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到 期 续 贷 时 短 期 周 转

使用。

在平台建设方面，该市着力于打造岳

麓山大学科技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政策中明确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中给予科技人员奖励部分，不受

当年单位工资总额限制，不纳入工资总额

基数；在人才方面，首次启动实施工业科技

特派员制度，给予特派员和派驻单位 20 万

元支持。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长沙科技、经济和

民生发展需要，进一步充实‘1+N’创新政策

体系。”赵跃驷称。

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长沙推“1+4”科技新政体系 谁能夺取制电磁权，谁就能主导信息

化战场。而实施宽频域、多样式、多层次的

电子干扰，是夺取制电磁权的基本手段。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有幸观摩了一场

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红蓝”实兵对抗演练。

电子侦察与反侦察，干扰与反干扰，欺

骗与反欺骗……记者注意到，几乎就在一

瞬间，“红军”雷达屏幕变为一片雪花，原本

已经跟踪锁定的“敌机”失去踪影。随即，

“红军”阵地遭到“空袭”……

与“红军”展开较量的是某基地电子对

抗训练大队。

“我们就是要让对手变成‘瞎子’、变为

‘聋子’。”该大队大队长丁兆忠说，自 2009

年组建以来，他们与 50 余支部队交手过

招，使之完成了作战理念、作战方式的转

变，成为应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支撑力量。

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电子战装

备对伊军的电台、雷达和通信设备进行

压制性干扰，使多国部队飞机如入无人

之境——伊拉克拥有作战飞机 680 架，却

没能击落一架敌机。拥有约 1700 枚防空

导弹，却只打下了一架敌机！

数据令人震惊，也让有识之士陷入沉

思。

为了打赢“明天的战争”，大队组建之

初就把视野瞄准当今世界电子对抗领域发

展前沿，把重锤落在“红蓝”对抗中作战模

拟不像、对抗过程不真、体系构建不全三大

难题上。

“让吃了亏的‘红军’逐步跳出机械化

战争思维模式，真刀真枪地研究信息化战

争，绞尽脑汁寻求对策，最终实现‘红军’战

斗力的新跃升，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回

顾战斗历程，基地领导如是说。

当天，参加完对抗演练的某防空旅旅

长黄会伦告诉记者：“电子对抗，首先要解

决信号识别问题，然后才能进行对抗。20

多天的训练和对抗，使我们的官兵对干扰

信号识别度提高到 90%以上。”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这个旅的改变

不是孤例，几年来所有与大队进行对抗训

练的“红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曾被动挨打的某部，一年后再次对抗

大队，表现大相径庭。他们仅用规定的一

半时间就开设了多个通信枢纽，各个作战

要素的通信随即贯通。当大队实施大功率

电子干扰时，“红军”通信分队随即采用改

频、骗频等对抗手段保持通信联络，应用了

猝发通信、集群通信、散射通信等多种手

段。该部指挥员感慨，“这都是让你们逼出

来的！”

大队徽章正中间是一只蝙蝠。大队领

导告诉记者：“像蝙蝠一样神秘莫测，不给对

手任何喘息机会，这是我们的作战原则。”

2016 年，某项电子对抗实战化训练任

务拉开序幕。对抗陷入白热化，“红军”某

型装备屏幕上突然出现了 20 多批类似信

号，信号时多时少、时快时慢，毫无规律，信

号数量、参数和样式变幻之快，让“红军”难

以招架，败下阵来。“战后”，“红军”官兵抹

着额头的冷汗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复杂电

磁环境啊！”

演习场上的优异表现，源于创新的有

力支撑。该大队深入开展应用课题研究，

定期召开电子对抗部队建设座谈会，邀请

院士专家介绍电子对抗前沿技术，每年开

展作战运用学术研讨，清晰划定了从训练

场走向战场的“路线图”。

一次任务中，高级工程师冯涛发现，受

多种客观因素制约，电磁环境构建不能满

足训练需求，严重影响训练效果。他主动

请缨，研制了电磁环境仿真软件，解决了电

磁环境构建缺乏辅助设计手段的问题。项

目验收时，多位专家一致认为软件填补了

该领域的空白，可在全军复杂电磁环境训

练领域广泛推广。

记者看到，“创新因子”已渗透到作战

研究、战术战法运用、装备技术革新等战斗

力生成的每个环节。

在大队参观，重点实验室、信息作战实

验室、战术推演室等，令人眼花缭乱；指挥

对抗模拟训练系统、电子对抗作战仿真推

演系统和信息作战战术对抗推演平台等多

个能够直接用于战术实验、战法推演的平

台系统，让人目不暇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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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北京市农业局
水产技术推广站指定的生物浮床
景观栽培技术基地看到，该基地
利用水质改良剂、微生态制剂等，
将蔬菜、瓜果和各色花草栽培在
鱼塘水面的生物浮床上，形成了
一片片新颖靓丽的“水上菜田”。

图为北京平谷芮朝利养殖基
地的工作人员对水面生物浮床进
行管理。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水上种菜种花
水下养鱼养虾

仿生蜻蜓、飘飞水母、弹钢琴机器人、双

足行走机器人、情感机器人……8 月 27 日，充

满创意、精彩炫目的 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落

下帷幕，而大会的丰硕成果也引发了人们对

未来的期待。

在闭幕式上，世界机器人大会专家委员

会发布了《机器人领域十大最具成长性技术

展望 2017—2018》，目的是引导中国战略新兴

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逐步构建

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技术创新体

系，从而支撑《中国制造 2025》和国家创新技

术发展战略。

十大最具成长性技术是：柔性机器人、液

体金属控制技术、生肌电控制技术、敏感触觉

技术、会话式智能交互技术、情感识别技术、

脑机接口技术、自动驾驶技术、虚拟现实机器

人技术、机器人云服务技术。

世界机器人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徐晓兰宣读了大会秘书处联合 15 家权

威的国际机器人机构及百余位专家学者和企

业家共同发起的《全球智能机器人合作发展

倡议书》，其中提到增强世界各国和地区间在

机器人领域的交流与沟通，打造机器人协同

创新共同体，以创新成果为全人类谋求福祉；

增强机器人标准研究与制定的合作力度，不

断完善机器人标准体系，推进智能机器人技

术标准体系对接等。

大会期间，中国电子学会与英国工程技

术学会等行业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外各

方在科技交流、国际会展、标准研讨、评估认

证等方面将进一步深入合作。中国电子学会

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了两个机器人团体标

准：《空间机器人系列标准》《光纤芯交换机器

人系列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闭幕式

上总结道，“大会成功搭建了科研院所与企业

合作的平台。期间，企业共签署 80 项合同，

签约额近 80亿元”。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哈工大机器人

集团智慧工厂事业部与全球 500 强 ABB 集

团旗下的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8 月 25

日 签 订 了 关 于 工 业 自 动 化 方 面 的 合 作 协

议，将瞄准新的机器人应用市场共同研发，

全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HRG 华粹与安

徽苏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意向书》，将在电加热智能制造领域通力合

作，可节省 5 倍人力成本，实现电加热行业

工业 4.0 生产。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历经 5 天，吸引

观众 24 万余人次，在线观看直播人数突破

680万人次。

（科技日报北京8月27日电）

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十大成长性技术
本报记者 华 凌

（上接第一版）

跨人识别目前准确率
仅为30%—50%

复杂又神奇的跨人识人，人工智能究竟

是如何实现的？

李夏风介绍，为了实现跨年龄人脸识别，

他们让“御眼重明”系统先从 1000 多万人的 2

亿张人脸图片中学习了人脸的 600 多个特

征，再搜集几万对成年人与其本人小时候照

片的人脸数据，提取了人脸特征后，通过双

层异构网络进行特征迁移学习，找到了成年

人脸和儿童照的特征空间映射关系，准确率

在人脸特征清晰的情况下可达 95%以上。

其中不仅要用到图片清晰化技术，还有 3D

人脸旋正以及光照规整等人脸图片处理技

术，“多方面的技术整合，才能够达到一定的

识别精度”。

“此次节目中要求跨人对比，根据孩子的

照片找父母，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李夏风

说，他们在人脸识别研究过程中也找到了小

孩与父母的人脸特征空间对应关系，但准确

率因为数据限制需要进一步研究识别规律，

目前准确率约在 30%到 50%之间。

“如果市场需求量大，那么未来我们会根

据市场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跨人识别的

准确率也会随之提高。”周曦说。

“人机大战”是“人机
合作”的开始

此次比拼再一次把林宇辉的“妙笔神探”

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而他也感慨，“经过科

研工作者的努力，中国的人脸识别技术不次

于国外顶级水平”。

林宇辉透露，在实际录制时比拼其实有

三个环节，在前面两个环节他和“御眼重明”

打成平手。在他擅长的模糊视频第三个环

节，相比“御眼重明”选的 4 号，林宇辉觉得自

己已经找出了包含正确答案的两组人，只是

最后选择错误。他认为，人的判断是基于经

验基础上的，这个比机器人要好得多。

“人脸识别系统是基于大数据做出的判

断，它的突出优势就是快，这是人达不到的。”

林宇辉坦言，不过当环境、光线、角度的一系列

主客观因素影响，制约机器的发挥时，人的经

验、角度、思维优势便显现出来。“如果由机器

帮助初步筛选，人再来分析，结果可能就是比

较准确的。人机合作应该是代表未来的发展

方向。”

这似乎与周曦不谋而合，他从小就喜欢机

器人，研究人工智能就是为了为人所用，他设

想未来的人工智能是与人类亦师亦友的关系。

“这次人机大战不是说谁战胜谁，恰恰很

好地展示了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也说明了

它是如何帮助人的。在真正的破案中，完全

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先识别，把其中得分高

的筛选出来，再由人来判断。”李千目也认为，

如果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让图像识别

技术在工业控制、制造生产、金融预测识别等

领域进行使用，会对我们的生活、生产、工作

产生更大的便利便捷，更好地带动智能化产

业发展。

（科技日报重庆、济南8月27日电）

科技日报北京8月27日电（李冠礁 胡寒
栋 记者付毅飞）首届“空天杯”全国先进飞行

器创新大赛决赛 27 日在京举行，来自中科院

光电技术研究院的临近空间太阳能虫翼飞行

器获得一等奖。

这件名为“‘EOS Wing’曙光之翼”的作

品外形酷似一只瓢虫。采用浮升一体设计，

升力由仿生瓢虫翅膀，以及采用先进记忆合

金材料制造的可折叠扑翼提供；浮力由超压

球囊体产生，可协助扑翼抵消重力。飞行器

上方半球形外壳上铺设了太阳能电池，以支

持长航时飞行；尾部螺旋桨提供平衡转矩，可

实现 360度转向。

大赛评委认为，该作品的浮升一体设计

具有创新性，可为临近空间领域科学研究和

民用通信等提供高效的应用平台。但可行性

有待深入论证，需补充虫翼体在起飞和处于

临近空间时的气动特性分析。

本次大赛由国防科技工业空天防御创新

中心和中国宇航学会联合主办，中国航天科

工二院二部承办。大赛的设计主题为在大气

层内、临近空间、外太空单域或跨域飞行的智

能飞行器，以及其它新型飞行器。由院士、工

业部门资深专家和高校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

会经过三轮评审，从高校学子和航天爱好者

创作的 98 份作品中共遴选出 15 件作品进入

决赛，并最终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全国先进飞行器创新大赛收官“瓢虫”折桂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亮）近日，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签署版权输

出协议，就《中国能源新战略——页岩气出版

工程》丛书英文版出版达成合作，成为中国页

岩气领域第一套对外出版的原创系列著作，在

学术总结上抢占了该领域的高地。

“美国虽是第一个开展页岩气研究并成

功开发的国家，但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仅限

于零散的英文论文，成套专著一直是空白。”

该套系列专著总主编、中国地质大学能源学

院教授张金川表示，在中国的页岩气事业刚

刚起步时发表丛书并对外出版，对于页岩气

的开采恰得其时。

据了解，“中国能源新战略——页岩气出

版工程”丛书从页岩气地质理论与勘探评价、

页岩气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与技术、页岩气开发

工程与技术、页岩气技术经济与环境政策等五

大部分 20 分册阐述中国页岩气全产业链知

识，以期为中国能源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助力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进程。

中国首个页岩气专著
实现版权输出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7日电 （记者李苹）
面对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品

的广泛应用与普及，我国青少年近视出现爆

发趋势。8月 27日，科普时报社和中国科普网

联合主办“青少年近视防控与健康”专题座谈

会，来自政府管理部门、专家学者、行业协会、

企业家等 30 多人齐聚一堂，围绕青少年近视

现状及防控技术创新等进行热烈的研讨，以

期推进有关行业科技进步用以解决青少年近

视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我们每个公民是自身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在家庭、学校、社会广泛

开展健康教育方面的宣传，让孩子和家长意

识到防控近视是对自己健康管理的一个重要

内容。在国家层面、医疗层面、学校层面、家

庭层面以及行业层面要大力支持，针对青少

年近视问题做一些工作，共同营造关心关注

青少年视力健康的社会氛围，提高视力的健

康意识。要一起呼吁，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防控血吸虫病一样，打一场青少年近视防控

的持久歼灭战。

“我希望全国近视青少年能早一天摘掉

眼镜，自由生活。”辽宁永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永宏教授表示，他和他的团队自

主发明的“永康降度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香港国际专利博览会金奖等奖项。2017 年 3

月，“永康视力提升机”和“永康智能降度镜”

项目通过了国家科技成果评价。

青少年近视防控与健康
专题座谈会在京召开

科技日报讯（徐春浩 记者乔地）无钢

丝绳、无配重、无机房、无中间传动装置、无

提升高度限制，占用空间少，提升效率高，

在一个井道内可多台轿厢分别独立运行及

柔性配置，大大提高井道利用率并降低能

耗。近日，河南理工大学发布了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款 MAGBUS——

直驱无缆多轿厢立体电梯技术。

在当日举行的“磁悬浮多轿厢直驱电

梯”技术方案汇报研讨会上，河南理工大学

直驱电梯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河南省特

聘教授汪旭东说，该系统工业化样机预计

将在 2017年底完成加工制造，2018年上半

年试运行。

系统采用全新的直线电机垂直、水平

直接驱动方式，各轿厢可独立运行，从根本

上突破提升高度和缆绳的限制，使高层建

筑结构、提升效率等方面发生革命性的变

化。高效调度系统能根据用户需求，优化

出最佳移动方案，通过高效的立体转向系

统实现空间变轨和互通互联。多轿厢连续

循环运行，不仅能将人们送往附近楼层，还

能送往不同楼宇，实现“一站式”无间歇立

体运输。

多轿厢立体电梯采用创新的共用动

力驱动及导向系统，系统制造、安装、维

护成本可大幅降低 50%以上，基本接近

现有电梯系统，运行更加平稳。变轨系

统让各个轿厢均可独立垂直、水平移动，

在 空 间 内 任 意 穿 梭 、相 互 避 让 和 超 越 。

系统采用工作制动器失电保护、防坠器

过速安全保护等多项专利技术。作为全

新的高运力、完全柔性、易扩展的高效运

输系统，该电梯建造总成本和综合效益

优于现在社会上普遍使用的电梯系统，

电 梯 井 道 数 和 占 用 空 间 可 节 省 60% 以

上，候梯时间不超过 25 秒，运输能力可

增加 200%以上。

全球首款无缆多轿厢立体电梯将诞生

科技日报讯 （邸金 杜英）近日，处于

库姆塔格沙漠东缘的敦煌发生中度扬沙浮

尘天气，肆虐的狂风夹带着黄沙向千年莫

高窟袭来，然而敦煌研究院莫高窟世界文

化遗产监测系统却“未卜先知”，部分环境

指数超标的洞窟提前关闭。

充分的创新需求和健全的运营模式，

使敦煌研究院成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技术创新的成功典范。在接待部调度室的

显示屏上，有多少游客进入开放洞窟、温湿

度是否达到警戒线、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

浓度分布、哪个讲解员带队，一系列数据像

敬业的“侦察兵”，时刻保护着珍贵的洞窟

艺术。根据这些数据变化，工作人员实时

调整参观路线和洞窟环境，分流游客。“不

仅针对大气环境实施监测，还能动态监控

洞窟内微环境和文物本体，莫高窟地震监

测台网中心能全天候监测窟体，为震动响

应、抗震防护、维修加固提供技术保障。”敦

煌研究院保护所所长王小伟介绍。

2001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

究所合作开展敦煌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

通过十多年的洞窟监测、游客调查等评估分

析，确定莫高窟比较安全合理的游客接待量

为每日3000人。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国内外

游客，研究院于2013年启动建设莫高窟数字

展示中心。利用信息技术充分展示莫高窟

创建的自然、历史、文化背景和佛教艺术。

敦煌文保技术创新：“未卜先知”微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