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雾锁琼州，10年不遇。自 2月 18日以来，

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雾让琼州海峡持续封航，

叠加春节黄金周返程高峰，截至 2 月 25 日 13

时，海南省海口市三个港口附近滞留车辆仍

接近 1万辆。

为尽快让滞留旅客过海回家，海南众多

部门通力配合，彻夜不眠疏导滞留旅客。从 2

月 19日起，海口启动港口滞港应急一级预案，

交通、气象、公安、环卫、市政、港航、海事、民

政、旅游等职能部门纷纷组织人力，与港区市

民、热心企业、志愿者、新闻媒体等投入到为

返程旅客的服务与保障之中。

让滞留旅客尽快踏上返乡路，海南的应

急措施和社会各界的暖心服务赢得了各界点

赞。而这次过海车辆滞留以及交通拥堵现象

因何而起？如何才能破解琼州海峡过海难这

个老生常谈的难题？科技日报记者为此进行

了采访。

琼州海峡因何停航？

被誉为“黄金水道”的琼州海峡是中国的三

大海峡之一，也是海南通往内陆的重要通道。

从 2 月 18 日开始，浓雾向琼州海峡间歇

袭来。海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郝丽清表

示，海南雾天是从 2月 15日开始凝成，主要由

于前期下垫面受冷空气影响，比较冷；后期冷

空气减弱后转为偏南风回暖，暖湿气碰到冷

的下垫面后凝结成雾。这种雾叫做平流雾，

特别是在海上影响比较大。

大雾浓度最高时能见度小于 200 米，海

事部门不得不下达停航通知。海口海事局

相关人员介绍说，按照海口港港章等相关规

定，当港口能见度小于 1000 米时，应禁止船

舶进出港。

大雾天气，对海峡通行、航空运输和公路

交通造成了极大影响，导致港口过海旅客、车

辆出现大量滞留。

大数据应用能够准确预测

“信息不对称、不畅通造成了拥堵。”在由

海南省科技厅、海口市科工信局发起，中国发

明协会、海南省发明协会专家团队参加的琼

州海峡畅运工程课题大讨论中，专家们这样

表示。

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海南加快建设国

际旅游岛，每年春节入岛自驾游车辆都保持

15%以上的幅度增长。预计今年春运海南进

出岛车辆将达到 83万辆次。

而目前，车辆渡海还必须到港买票，排队

入港。“如果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行

APP 购票，如动车般精确到具体的船次、发船

时间，入港扫描车牌号和身份验证通过。这

样车辆就不必一窝蜂涌入，可大大节约游客

的时间成本。”专家们说。

专家表示，大数据应用能够准确预测突

发天气影响、出入车辆高峰期和数量、船只运

载能力。“比如来海南岛旅游的游客有多少、

乘飞机的游客有多少等等，都可以以消费大

数据的形式获知，如此可以对旅游态势有预

先的掌握，对上岛旅游人流情况有一定的了

解。由此而发布旅游信息，做出旅游预警，并

且加以有效的疏导。”

“如果能与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结合在一

起，事物的任何变动都能以数据流的形式发

布和分享，都可以产生创新的方案，可以有效

地解决问题。”专家们说。

加快建设智慧旅游和
智慧城市
“ 受 雾 天 影 响 ，海 口 秀 英 港 、新 海 港 、

南港已停航，请过海车辆到附近停车场停

放等待，避免港口出现滞留。”2 月 19 日早

上，海口市“椰城市民云”APP 动态发布提

醒消息。

为了应对此次游客和车辆滞留，“椰城市

民云”安排专门人员进驻 12345海口市民服务

智慧联动平台，确保每天 24小时响应，第一时

间回应市民互动信息，并将港口等春运服务

信息临时安排在“椰城市民云”首页，方便用

户查询港口实时动态信息、购票等。

“三分技术，七分数据，得数据者得天

下。”2016 年，海南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

《海 南 省 促 进 大 数 据 发 展 的 实 施 方 案》。

会 议 提 出 ，要 大 力 推 动 大 数 据 创 新 应 用 ，

以公共数据整合、共享为牵引，打破地区、

部门和行业壁垒，提升服务居民、游客、企

业水平。

目前，海口市正以“椰城市民云”为抓手

积极探索大数据的应用，有效发挥大数据在

建设智慧海口中的积极作用。

“建设智慧城市和智慧旅游是当下提高

管理水平的当务之急。海南应当加快建设智

慧城市，让全国旅游者和广大市民享受到更

便捷、更舒适的生活。”专家们建议。

大数据可破解琼州海峡“堵局”
科报讲武堂

三、咨询联系电话：

北京：010-62601232；13401007720

上海：021-64174907；13817798885

山东：0531-81957822；13953114137

0531-81690629；15550010007

江苏：025-89665802；13851727149

浙江：13968122000；18258875223

福州：0591-62098868；18850373228

深圳：0755-28408396；13427923490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2018年2月13日

中 国 科 学 院 专 利 拍 卖 公 告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将于 2018年 3月在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福州、深圳等省市举办中科院专利拍卖，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拍卖标的为中科院院属 57家机构共 932件专利，涵盖新材料产业、智能制造业、先进生物产业、清洁能源等，详情请登录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

（http://www.casip.ac.cn）查阅。

二、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 2月 13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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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江东洲

近日，广西柳州市柳东新区人
社部门向辖区 15个村屯和 4个社
区发放 40 台智能终端设备，该设
备登记注册有辖区内 110多家企
业，日前发布2000余个岗位，方便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图为2月26日，在柳州市柳东
新区雒容镇坭桥村村委，村民通过
智能终端找工作。

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智能终端
助农民就业

或许是受到可释放无人机蜂群的“飞

行航母”的启发，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25

日报道称，美海军正试图使“水下航母”成

为现实。他们设想，在攻击型核潜艇上部

署无人潜航器（UUV）来搜寻并攻击敌方

潜艇，这或许将改变未来水下战争的模式。

“与其他水下兵器相比，无人潜航器无

需搭载人员，有的甚至可以依靠洋流滑翔

前进，续航时间更为持久。同时，它的体积

更小，更加隐蔽，是搜潜反潜的绝佳装备。”

军事评论员彰海雄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不

过，外媒所提到的‘水下航母’与传统意义

的‘水下航母’并非一个概念。前者主要搭

载无人潜航器等水中兵器，而后者搭载的

是飞机。与后者相比，前者实现的可能性

更大。因为无人潜航器体积更小，对母艇

容积的要求更低。”

很多读者对无人潜航器并不陌生。

2016 年 12 月 16 日，美国国防部就表示，中

国海军在南海捕获一艘美国的无人潜航

器。这显然并不是美国的无人潜航器第一

次出现在中国南海。近年来，美国的无人

潜航器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出现。近日，也

门胡赛武装的蛙人在也门西部沿岸海域，

也捕获了一艘美国海军的无人潜航器。

有专家指出，美国无人潜航器频繁出

现在热点区域，说明美国海军对这种无人

装备很是青睐，而且这种频繁应用也说明

无人潜航器正在接受实战的检验，可能在

未来海战中充当重要的角色。

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无人潜航

器。早在 1994 年，美国就将水下无人潜航

器发展列入计划。1999 年，美国海军提出

一套完整的无人潜航器发展方案，希望加

大研制与发展力度，尽早达到类似无人机

的多用途性和通用性。随后，美国海军又

将无人潜航器提高到与无人飞机、无人战

车和机器士兵的同等地位。

“目前，美国已经在水面舰艇和核潜艇

上实现了无人潜航装备的搭载，而法国也

很早就提出了‘子母潜艇’的概念。不过，

要实现美军设想的‘水下航母’，还有多道

技术门槛。”彰海雄表示。

记者了解到，水对无线电波的衰减或

吸收非常严重。受水下传输距离的限制，

水下始终是通信的禁区，通信也就成为制

约潜艇性能发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

“因此，首先就是水下通信的难题，目

前无人潜航器无论是遥控式还是自助式，

大多只能在母艇周围活动，这限制了无人

潜航器的作战范围，也容易暴露母艇的位

置。”他表示，“其次是搭载数量。没有足

够的数量，‘水下航母’便名不副实。这需

要建设更大的母艇，也需要对现在的潜艇

艇型进行创新修改。从一开始便主打搭

载无人潜航装备的模块化潜艇或许在将

来面世。”

前述报道表示，美国海军希望利用从

鱼雷发射管发射的小型无人潜航器搜索追

踪对母艇构成威胁的目标。在确定了威胁

存在后，无人潜航器可以用主动声呐照射

目标或者将数据传达给母艇，协助母艇瞄

准目标并使用鱼雷将其摧毁。

对此，彰海雄指出，“这就需要‘水下航

母’解决无人潜航器的智能化问题，特别是

攻击性无人潜航器，如何自主判别目标，选

择攻击目标和攻击路径，未来都需要它有

更大的自主权，依靠后方指挥控制始终无

法解放无人潜航器的作战潜力。当然，无

人潜航器的动力系统也是个难题，虽然有

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利用洋流的‘海底滑翔’

破解了这一问题，但大部分无人潜航器还

要依靠内置的动力系统。研制容量更大、

体积更小、耐腐蚀的高能电池成为解决无

人潜航器续航力的关键技术之一。”

“因此，美军所设想的‘水下航母’有

实现的可能，也有较好的发展潜力，但要

攻克这些技术门槛，恐怕还需要很长时

间。”彰海雄表示。

（科技日报北京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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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7日电 （记者张
盖伦）27 日，九三学社中央在京召开两会

媒体通气会。据悉，今年九三学社中央形

成中央名义提案 44 件，界别名义提案 36

件，以及大会书面发言 12 件，拟于两会期

间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

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穆建民介

绍，九三学社中央 2018 年的提案中不乏体

现其界别特色的提案，比如此次关注了人

才称号问题、财政科研项目管理问题和人

工智能安全发展问题等；也继续追踪了九

三学社长期关注的民生、生态环保领域，比

如对学前教育、农村教育和环境公益诉讼、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提出了建议。

穆建民表示，九三学社的特点，是以科

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始终把

科技问题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关注领域。

“我们今年 13 件大会发言中，涉及这方面

内容的有 3件，在中央提案和界别提案中，

涉及科技方面的分别有 8件和 6件。”

九三学社中央提案凸显科技特色
走入熙熙攘攘的王府井，记者在大纱帽

胡同发现一座老旧厕所如今焕了新颜，一扫

原来“脏乱差”的印象。

“自胡同拓宽之后，我们将这个公厕升级

成二类厕所，不仅在干净整洁上下功夫，加装

换风系统、除臭机，还安装电暖气、空调、热水

洗手装置和感应灯，以及专为老人增设老年

呼叫器、防滑扶手及便池，让人感到冬暖夏

凉、方便舒适。去年东城区完成了 130 座公

厕改造，今年还将改造 108 座。其中老城区

公厕改造会与古都风貌结合，内部装饰也很

漂亮，像回家一样。”北京东城区环境卫生服

务中心基建科冯磊春节期间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每日人流量超大的西客站，公厕的利

用 率 相 当 的 高 。“ 去 年 1—10 月 西 站 地 区

20 对（座）公 厕 为 过 往 旅 客 提 供 如 厕 服 务

约 2879.3 万人次（日均 9.5 万人次）。我们

去 年 4 月 —8 月 对 西 站 地 区 9 座 固 定 水 冲

式公厕实施升级改造，投入使用的效果很

好 。”北 京 西 客 站 环 境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副 主

任陈羡震介绍。

也许，“唯厕是臭”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根

深蒂固，而厕所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随

着社会文明发展和经济水平提升，我国公共

厕所状况亟待改善。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

记 多 次 强 调 开 展“ 公 厕 革 命 ”的 理 念 和 意

义。目前，北京正以科技为支点悄然撬动这

场“革命”。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卫处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在具体实施当中，将通过创新

科技建设一批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的新

型公厕试点，引导带动全面提升公厕服务品

质。如在东城平房区街巷胡同公厕重点实施

防冻、保温、除臭、节水技术应用；在朝阳区实

施城乡结合部公厕试点真空排导、粪便资源

循环利用改造，借鉴住建部厕所革命推广经

验，采用真空排导技术，促进节水、节电、粪尿

资源循环利用；在海淀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试

点智能公厕建设，包括人脸识别出厕纸、如厕

人员自动统计、空气质量温度监测、室内空气

调节系统等关键技术。

据统计，北京市目前共有公共厕所 1.9

万多座，有关管理部门已把公厕定位为公

共服务设施，并把公厕规划布局目标写入

了北京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提

升 公 厕 服 务 品 质 已 然 是 厕 所 革 命 的 重 要

举措。目标是在 2018 年完成 500 座公厕的

升 级 改 造 ，到 2020 年 全 市 公 厕 等 级 将

100%达标。

以科技为支点撬动公厕革命

本报记者 华 凌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国土资源部

近日下发《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

保护的通知》（简称《通知》），明确以守住永久

基本农田控制线为目标，巩固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成果，完善保护措施，提高监管水平，确

保到 2020 年，全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

少于 15.46 亿亩，基本形成保护有力、建设有

效、管理有序的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格局。

《通知》提出，巩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

果。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特别是城市周

边永久基本农田原则上不得随意调整和占

用。重大建设项目、生态建设等经国务院批

准占用或调整永久基本农田的，按照有关要

求补划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永久基本农田。

《通知》明确，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管理。

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永久

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严禁通过擅自调

整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的审批，严禁未经审批违法违规占用。

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

国土部：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