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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小手一划拉，

一面虚拟屏幕就出现在眼前，但是，种种令人心醉

神迷的“隔空操作”大多数都是艺术的渲染而非创

新成果的落地。不过，有人寄希望于华为新公开

的一项专利申请，能够让电影里的高科技进入现

实生活。

华为这项专利描述了用户与智能设备互动的

新方式，这项技术如果用于智能手表，用户无需与

手表实际接触，用手势控制，就能与其互动。

然而，并未像预期的那样，从 2月 26日持续到

3 月 1 日的 MWC（Mobile World Congress世界移

动通信大会）上，华为并未发布智能手表产品，这

项专利技术何时、能否转化为成果也便暂时未知。

华为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的专利名称

为：可穿戴设备及其手势动作输入方法，从专利文

件看，华为似乎是想为自己的智能手表开发新的

输入模式，它将解决用户与智能手表交互的痛点。

该项技术能够将超声波或红外信号投射到设

备之外，这就意味着用户的书写区域可以冲出智

能手表的显示屏，在手背上输入。只要用户将手

对准水平传感器，信息就会显示出来。由于传感

器能够往四个方向投射，用户终于能够通过在空

中画手势控制手表了。

去年愚人节，在支付宝发布的“如影”计划视频

中展示的输入方式与华为此次公布的专利“如出一

辙”，但是，人们认定那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因为

技术上还难以实现，而华为这一专利的公布却让广

大消费者期待它能配备到华为智能手表上。

华为另一项与智能手表有关的专利是，将智

能手表的边框分成 8 个区域，不同的组合实现不

同的功能，这样的设计可以在无需为智能手表增

加更多物理按钮的情况下丰富控制方式。并且，

华为同时开发的一项技术，可以让华为智能手表

无论使用任何材质都能实现这种控制方式。

看来，华为已经做好了为智能手表增加更丰

富控制功能的准备，鉴于华为的产品化能力和品

牌影响力，如果科技成果能够加载在智能手表等

产品上，必将改变以往可穿戴产品所构建的使用

逻辑，赋予智能可穿戴产品更多元化的应用场

景。但是，截至记者发稿，华为未对这些新专利细

节及成果落地计划给出回复。

通信行业专家柏松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虽然

隔空操作将成为智能穿戴厂商发力的新风口，可

专利毕竟只是一份文件，不代表技术一定能够转

化为成果或实现大规模商用，最终还要看专利持

有者的规划与态度。”

经历野蛮生长后，可穿戴设备似乎进入增长

低谷，尤其是手环、手表在很多人眼里变得如鸡肋

般存在，似乎只有“黑科技”才能赋予他们真正的

价值，而不仅仅是智能手机的简单扩展。

但是，可穿戴设备非常小，扩大交互性便成为

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挑战。几年前，把智能手

表里的应用程序拖拽到人的手臂上操作、从智能

手表中调出键盘进行虚拟输入等还属于奇思妙

想，现在业界已经开始为虚拟触控技术向着成果

转化而努力。

苹果最近申请的一项专利和华为的专利有些

相似，“在非电子表面上使用电子输入设备的内容

创建”使类似于苹果铅笔式的设备能够和定向传

感器结合，在任何一种物体表面上使用、书写。

国内初创公司一数科技 2 月 9 日通过其官方

微信表达了对华为公司加入虚拟触控技术研究的

欢迎：“这是一个好消息，欢迎新战友华为。”

这番表态并非矫情，国内专注虚拟触控的企

业寥寥无几，在虚拟触控技术领域，华为是“后来

者”，一数科技却是“老资格”。创业不到三年，一

数科技团队联合卡耐基梅隆大学研发的虚拟触控

技术已产品化，推出了成熟可量产的 ASU Watch

全球首款虚拟触控智能手表。

从一数科技的官方渠道信息看，他们认为华

为试水虚拟触控技术，证明了自己坚持几年的方

向是非常正确的，但也善意表示，相比于成立不久

的一数科技，华为拥有强大的技术和资金资源，技

术成果落地用时可能会比一数科技短，但虚拟触

控技术的研发与产品化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智能手表在定位和功能上的尴尬，让厂商在

推动产品更新换代上逐渐失去了兴趣。从 2014

年起，华为多次在 MWC 上发布搭载了前沿技术

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今年最新智能可穿戴产品却

缺席，这让人们对华为何时推出搭载“黑科技”可

穿戴产品更加期待。

柏松说：“其实可穿戴设备的使用场景非常丰

富，目前遇到的发展瓶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功能、

交互方式及使用寿命等问题无法很好解决。很多

技术虽已通过实验证明，但仍需要跨过大规模生

产和商业化的门槛才能实现成果落地，华为虚拟

触控技术产品化之路并不轻松。”

华为试水虚拟触控技术

隔空操作成果武装可穿戴设备还需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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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科技成果收益奖励补助制度，列入试点区域的高校、科研机

构可将科技成果转移所得 100％用于奖励科技人员；奖励科技人员

留成部分由广州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给予补助，每家机构最高每年

不超过 1000 万元……近日，广州出台了《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行动方案（2018—2020 年）》，围绕提升内生动力、建设市场化服

务体系、加强信息共享与发布此 3项重点任务，提出一系列破解科技

成果转化难的创新政策，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广州聚集了广东省近 70%的普通高校、科技人才，97%的国家

重点学科和全部国家重点实验室，积累了大量科技成果。但有效

的技术成果供给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没有形成、成果

转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

该方案正是直击以上困境，着力破解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其提出到 2020 年，市场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技

术转移渠道更加畅通，建成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技术转移中心，打造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和知识产权交易体系的重要枢纽。

针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两个重要主体：成果拥有方（高校和科

研机构）及需求方（企业），该方案在提升内生动力方面提出，在高校、

科研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机构建设，市财政科技经费连

续三年每年给予 50 万元经费支持；释放企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需

求，鼓励企业主动承接高校、科研机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技成

果，对在穗企业引进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并在广州实现转化的

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创新、开放是广州发展基因。近几年，广州不断拓宽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通道，成功引进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深化

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等政府间框架合作伙伴交流合作，2013年至今转

化先进技术成果 400多项。方案也特别提出并鼓励企业开展国（境）

外科技创新合作,发挥对外合作在解决关键技术瓶颈、填补国内空

白、缩小差距方面的作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顺利实施，此方案提出扶持和培育技

术转移人才，实施科技伯乐计划；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科技成果库、企

业技术需求库，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科技需求有效对接；创新管理方

式，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机构绩效和信用评价机制。

广州：科技成果收益

可全部奖励科技人员

秀成果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李晓银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了解到，乌尔旗汉林业局接

收了两辆蟒式全地形双节履带车，这标志着这种新型特种车辆首次

正式列装大兴安岭林区，开始服务于森林防火工作。

此前有公开报道称：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装甲越野特种车

辆，蟒式全地形双节履带车已在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服役，此次列装

大兴安岭林区尚属首次，是军事装备技术成果落地应用于地方的一

次有益尝试。

作为我国最大的森林资源宝库，大兴安岭的防火任务重于泰

山。为了提高当地森林防扑火队伍的战斗力，按照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森林防火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该林区从哈尔滨北方防务特种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引进两辆蟒式全地形双节履带车。

蟒式全地形双节履带车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特种越野车量，

其最大的特点是在风、沙、雨、雪等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没有任

何道路的情况下，可自由穿行于水上、雪地、沙漠、沼泽、丘陵、森林、

海岸和湖泊等地带，完成抢险、运输、消防、医疗救护、工程作业、通讯

指挥等任务。作为装甲越野车辆，蟒式全地形双节履带车能够

在-43°—-50°的极寒条件下正常启动、正常作业，有极强的环境

适应能力，可以做为林区防火兵力投送和给养运输，具有强大的野外

执行任务能力，可克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低温、地形复杂、森林防

火扑救工作要求高等作业难度。

为确保这一新型特种车辆具备的各项先进技术顺利应用，在林

区防火中发挥最大效用，乌尔旗汉林业局对蟒式全地形双节履带车

进行入库管理。当地严格按照要求为该车辆配备齐专业操作人员，

切实加强人员学习培训及车辆使用、管理和维护工作，严阵以待，确

保车辆的正常使用和快速出动。

蟒式全地形双节履带车

首次在林区列装

白世诚 本报记者 张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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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耦燃烧技术去年入冬前在山东邹

城县大面积推广应用了。”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所研究员刘新华认为这事是新闻，然而这已是

三四个月前的事了。

静静地听刘新华讲“故事”：在解耦燃烧技术

发明后 20 多年的漫长时间跨度中，去年冬天是

这项技术大面积应用的第一个采暖季。

用久旱逢甘霖形容这一事情的转机一点也

不为过。20 多年来的第一次、最近的一个采暖

季，这时间的对比跨度就是新闻！

在中科院过程工程所过程大厦二楼，记者

在墙上看到一张照片：国家专利局于 1998 年 4

月 23 日 颁 发 的 发 明 专 利 证 书 ，这 项 发 明 的 名

称是：一种抑制氮氧化物的无烟燃煤方法及燃

煤炉。

“这项技术是 1995 年申请专利的，那时就开

始了成果转化的进程。但直到这个采暖季，它才

得以大面积应用推广。”现在负责此项技术推广的

刘新华，话语有些沉重，仿佛历经了千难万险之后

发出的感慨。

解耦燃烧技术不是不先进，而是太先进，先进

到市场在 20年的时间里几乎“无人问津”。

这 项 技 术 就 是 通 过 低 温 条 件 下 的 低 氮 燃

烧和高温氧化条件下的可燃物燃尽两个过程，

同时实现高效燃烧和低氮氧化物排放。说白

了 就 是 改 造 了 煤 炉 ，让 煤 在 炉 中 经 过 两 次 燃

烧，一次燃烧减排氮氧化物，一次燃烧减排一

氧化碳。在两次减排的同时，让煤充分燃烧，

提高了燃烧效率。利用这项技术来燃烧洁净

型煤，还有利于进一步降低颗粒物和二氧化硫

的排放。

今天说来，这是一项多么好的技术啊。但

是 20 多年前的中国还没有人意识到要减排氮氧

化物。那时，人们只看到了酸雨的危害，国家和

百 姓 普 遍 的 要 求 是 减 少 冒 黑 烟 ，少 排 二 氧 化

硫。国家政策也是仅向不冒黑烟少排硫的炉具

予以补贴。

没有人要求氮氧化物的减排。炉具只要能减

排硫、少冒烟就可以了。这是 20多年前的市场技

术需求。你们的炉具还要少排氮？这不增加成本

了么？

有些企业宣称自己的炉具是“超低排放”，这

往往是由于他们只在燃烧稳定的状况下测量几个

点的数据，而民用炉的特点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

要向炉里续煤，并且不断地续煤，但他们并不进行

全过程的测量。

技术超前市场，这让解耦燃烧技术只能静静

地等待。

技术太先进市场无人问

解耦燃烧技术在漫长的等待之中“迎来”了

雾霾。

其实，雾霾这东西中国早就有，只不过前些

年人们不在意雾霾。终于有一日，“酒足饭饱”

开始在意健康之后，人们开始恐惧霾所，政府也

着手治理这个早已有的“恶魔”。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经算过一笔账：

在中国的京津冀地区，每平方公里每年消耗的

煤 炭 是 全 球 平 均 值 的 30 倍 。 中 国 煤 炭 的 消

耗，有一半是用来发电的，剩下一半是直接燃

烧的。我们每年的散烧煤有 7—8 亿吨，而一吨

散煤燃烧产生的污染是发电煤产生的污染的 5

到 10 倍。

解决燃煤污染成了当务之急。

烧煤时只控制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

还不行，因为氮氧化物也是促成雾霾形成的重

要 原 因 ；大 企 业（如 发 电 厂）的 燃 煤 相 对 好 管

控，可普通百姓家庭散烧煤的污染减排却令人

国家政策给了先进技术机会

解耦燃烧技术不是没走向过市场。中科院

过程工程所曾经和一些企业合作过，但都没有

走得太远。

某企业生产采用解耦燃烧技术制造了民用

炉，但企业的利润并不是从卖炉具赚取的。对多数

农民而言，你的炉子比别人的哪怕只贵一块钱，农

民都不会掏钱买。所以，企业是把炉子卖给农民，

然后把国家政策性补贴当作了赢利点。毫无疑问，

这样的企业运作方式必定走不远。

转机出现在中科院过程工程所与兖矿集团的

合作上。

兖矿集团作为煤企一直在寻找转型的机会。

他们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决定闯一闯民用散烧

煤炉的生产领域。兖矿集团在市场上和网络上经

过多方调查和比较，找到了中科院过程工程所。

双方一拍即合，由兖矿集团采用解耦燃烧技术生

产民用炉并配套生产“型煤”。

2016 年，兖矿先试着生产了几百台采用解耦

燃烧技术的新型燃煤炉，在山东邹城县的三个村

庄先试点。企业以优惠价卖给每家一个新型燃煤

炉，农民还要购买企业生产的配套型煤取暖。试

点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按照“煤炉匹配”的指导

原则，将解耦燃烧技术成果应用于改性烟煤型煤

的燃烧，不仅实现了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有效

减排，而且还有利于高效固灰与降尘，达到了对包

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烟尘等在内的多污染物

进行协同控制的效果。

2017 年采暖季到来之前，兖矿集团生产了约

1 万台新型燃煤炉。然后在邹城县 3 个镇的 153

个村子推广。

“我们的炉子不但能够减排，而且最重要的是

让农民能够感到确实燃烧效率高了，在经济上比

用普通炉子要节约。”刘新华说，我们根据农民家里

房间的大小、各种需求，设计了多种型号的炉子，包

括一些农村用的小型锅炉。我们还为农民开展了

定制的服务，比如，一个农民开始时家里用的是燃

煤炉，后来他又想在自己开的洗浴中心也用燃煤

炉，我们就会为他做计算模拟，专门定制。

企业是推广解耦燃烧技术的主力

以前，中科院过程工程所与其他企业合作，那

些企业的利润点主要是赚取国家对新型煤炉销售

的政策性补贴。那么，兖矿集团的利润点也是国

家补贴吗？

不是。

兖矿集团卖新型燃煤炉给农民是基本不挣钱

的，他们主要是通过配套的型煤赚取利润。为了

达到最优的减排效果，用新型燃煤炉就必须配套

使用兖矿开发生产的型煤。为了推广新型燃煤

炉，兖矿不但建设了年产十万台燃煤炉的生产线，

而且还建成了一条年产 100 万吨型煤的生产线。

集团还为用户开展了型煤配送服务，送煤到家。

在开拓市场的同时，兖矿又为自己增添了新的工

作岗位。

新型燃煤炉的推广对兖矿来说是一举多得。

型煤可用末煤来做，原本末煤价格不高，做成

型煤就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此外，新型燃煤炉的

推广又为兖矿集团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刘新华在讲到解耦燃烧技术的成果转化时，

特别强调，成功的成果转化条件，一定是技术开

发、国家政策扶持和依托大企业同时具备，三者缺

一不可。“我们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找到

了合适的推广者，才使得解耦燃烧技术得以转

化。”刘新华如是说。

合适的时间机会找到合适的推广者

本报记者 李大庆 头疼……

终于国家政策开始向真正的超低排放的燃

煤技术倾斜了，各种政策性补贴给了包括控制

氮氧化物排放在内的技术。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解耦燃烧技术终于有了

出头之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景阳张景阳摄摄

解耦燃烧技术1995年申请专利，

但直到这个采暖季，它才得以大面积

应用推广。这项技术不是不先进，而

是太先进，先进到市场在20年的时间

里几乎“无人问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