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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由中铁十四局集
团负责施工的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
顺利贯通。清华园隧道是目前北京
市内最大直径的盾构隧道，为京张
高 铁 的 控 制 性 工 程 ，开 挖 直 径
12.64 米，全长 6.02 公里。它的贯
通为 2019 年底京张高铁全线通车
创造了有利条件。

图为“天佑号”盾构机刀盘从京
张高铁清华园隧道洞内顶出。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京张高铁
清华园隧道贯通

花了近一年时间，耗资 4700 余万元的

河道治污工程基本未见成效。生态环境部

11月 20日通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在对山东潍坊市滨海开发区围滩河综

合整治工程现场检查发现，潍坊市及滨海

开发区为快速完成整改任务，主要依赖投

放药剂治污，整改流于表面。

围滩河是滨海开发区重要的城区排涝

和景观河道。近年来，由于化工企业大量

排污和城区管网建设滞后等原因，围滩河

受到严重污染；加上日常监管不力，河道垃

圾遍布、臭气熏天，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

基本丧失河流水环境功能。

山东省整改方案明确提出，持续改善

围滩河河流入海口水质，实施河流生态修

复工程。2018 年年底前，确保实现围滩河

水质达标，消除劣Ⅴ类水体。

但现场督察发现，当地在围滩河污染

源排查和成因分析时，未经充分研究论证，

即于 2018 年 3 月委托相关企业，把围滩河

拦河筑坝分为几段，分别投加药剂并曝气

沉淀的措施进行治污。该治污工程工期不

足 4个月，在短期水质得到改善的情况下，

即于 7月对工程予以验收通过。但省市整

改方案明确要求的湿地建设等生态修复工

程毫无进展，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入河排污

口全面清查、河道堆存工业原料清理、底泥

清淤等控源截污措施进展迟缓。

督察还发现，围滩河在“撒药治污”后，

水质短期有所改善，但在今年 8月后，水质

又开始恶化，无法稳定达标；至 11月，督察

组现场对沿线 13个点位进行采样监测，水

质均为劣Ⅴ类，其中氨氮浓度最高达到44.2

毫克/升，超标 21 倍。治理“走捷径”，验收

后水质又逐步回到“撒药治污”前的水平，

4700万元的治污资金没有发挥应有效果。

据统计，围滩河沿线共有城乡居民近

8 万人，每天产生生活污水约 1.4 万吨，由

于污水管网不完善，每天超过 1 万吨生活

污水排入围滩河。由于现有污水管网为雨

污合流，雨天时大量污水随雨水溢流环境，

该问题至今未得到有效解决。此外，河道

两岸堆存大量化工废料，环境污染严重。

其中潍坊海化集团碱渣堆场紧邻围滩河，

雨污分流设施不完善，大量碱渣污水未经

处理入河排放；山东神州化学公司被取缔

后，大量化工废料仍在河道旁露天堆存，存

在环境风险隐患。

生态环境部表示，滨海开发区等在围

滩河综合整治中急功近利，避难就易，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督察组将对存在

失职失责的，要求地方查处问责到位。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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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项改革试验任务相继落地，新增企业数

量增长4倍多，融资租赁、跨境电商、航空维修等

新业态蓬勃发展，对标国际的投资服务体系基

本建成……福建自贸试验区设立三年多来，多

项制度创新落地开花，开放新格局已然显现。

“静静大厅”背后的制
度创新

福建自贸区厦门国际航运中心的大楼

内，桥吊司机陈树林坐在屏幕前，熟练地操作

手柄，按下启动按钮。一公里之外的东渡码

头，桥吊缓缓拉起集装箱，按照电脑指示，将

集装箱准确地放置装船。

“以前我作业的位置是在现场四五十米

的高空上，现在就在办公室里，码头都没人

了。”陈树林说。自贸区的“集装箱智慧物流

平台”不仅实现了物流远程操作，更重要的是

码头效率提升、企业成本降低，企业可随时查

询货物进出港和装卸等作业信息。

电脑操作代替了现场作业，繁忙的港口变

得安静；同样静悄悄的还有自贸区的报关大

厅，在这里“数据跑路”代替了人员“跑腿”，各

个窗口前排长队等叫号的场景早就不见了。

这是福建自贸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带

来的便利。“单一窗口”联通国际贸易链条上的

海关、海事、商务、港务等 30多个业务部门，日

处理单证量 27 万票，覆盖了国际贸易主要环

节。通过智能化通关模式改革，自贸区初步建

立符合国际规则的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

“让企业不再需要往来奔跑于不同单位之

间办理各种手续，只要通过一个窗口就可以办

理国际贸易的全部业务。”厦门自贸片区电子

口岸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少华说，企业“一趟都

不用跑”，进出口货物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

三年多来，福建自贸区的商事制度集成化

改革，实现了从企业注册到注销全流程覆盖，

让区内新增企业超过7万户、注册资本达1.6万

亿元，分别是挂牌前的 4.6 倍和 7.1 倍；“四个

一”投资审批模式，让投资项目申请材料由原

来的250多项减少到19项，审批时间压缩四分

之三……一百多项试验任务在福建自贸区落

地开花，制度创新释放了发展新动能。

“丝路”合作构筑开放新局

福建自贸区位于“海丝”核心区、连接海

峡东西岸通道，从设立之初其“海丝”合作区

的定位就十分明确。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丝路”合作、共融共

通的蓝图在福建自贸区日益清晰：厦门港共

有 52条航线途经“一带一路”沿线，共与 18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38座港口有航

务往来；“海丝”沿线 16 个国家和地区在自贸

区开立 73 个人民币代理清算账户，跨境人民

币业务结算量达 574亿元人民币；区内企业宏

东渔业在毛里塔尼亚建设远洋渔业基地，世

海公司在几内亚比绍建设中国-西非远洋渔

业产业园；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上线运营

三年，现货交易额超 8亿元……

从自贸区厦门片区出发的中欧班列，已开

通厦门至波兰罗兹、德国汉堡、哈萨克斯坦阿

拉木图、俄罗斯莫斯科、匈牙利布达佩斯等5条

线路，通达10个国家。同时班列还通过海铁联

运的方式，延伸至台湾地区和东南亚，成为一

条跨越海峡、横贯亚欧大陆的物流新通道。

厦门中欧班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尚勇说，

未来，中欧班列将为台湾企业和东南亚地区货物

走向欧洲市场提供便捷通道，实现“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对接。

改革试验激发产业活力

自贸区是改革的“试验田”，更要成为产

业的“苗圃地”。

新科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是落户于福建自

贸区的一家航空维修企业，得益于航空保税

维修等创新监管模式和政策举措，这家公司

抓住了开拓国内航空维修的市场机遇。

公司事务总监胡浩岩告诉记者，过去进

口航材平均税率在 5%以上，有些部件高达

10%，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

步伐，公司以承接境外飞机维修业务为主。

但是，去年在自贸区政策支持下，新科宇航公

司有两项发动机零部件的进口税率，都大幅

下降至 1%。“随着进口税率的降低，我们的国

内业务将迎来明显增长”。

自贸试验区创新与开放释放发展的红利，

带来产业的聚集。目前，航空维修已成为福建

自贸区“领跑”的重点产业，区内有14家知名航

空维修企业，已成为超百亿元产业集群。

此外，物联网、跨境电商、融资租赁、保税

展示等新产业也在福建自贸区加快发展。物

联网产值超过 500亿元，航空维修占国内总产

值四分之一，成为全国三大飞机融资租赁集聚

区之一，去年自贸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三成

多。在自贸区的“苗圃地”里，新业态、新模式

向传统领域渗透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加

快转型升级。 （新华社福州11月20日电）

福建自贸试验区：创新落地生花 开放新姿显现

新华社记者 李慧颖

11月19日凌晨，随着两颗“北斗三号”卫星

升空，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完成。“迈出了

北斗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关键一

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说。

技术过硬，才能服务全球，北斗三号的本

事真不小。

能定位，还能送信

北斗有个绝活，GPS 系统还没做到：转发

用户短信。

没有手机信号，又没有昂贵的海事卫星，

你可以用北斗发信息，或许是救命的信息。

渔民是第一批北斗的忠实用户，全国 4万余艘

渔船都安装了北斗，累计救助渔民上万人。

野生动物带上北斗的箍，数据信息上传，科学

家就知道它们在哪儿。

全国已有 480 万辆营运车辆安装北斗兼

容终端。比如北京的 3万多辆出租车、两万多

辆公交车全安装了北斗；1500 辆物流货车也

用北斗实时调度。

厘米级定位

杨长风 11 月 18 日在西昌表示，北斗三

号系统的定位精度将提升 1 至 2 倍，达到 2.5

米—5米的水平。

不仅如此，今年 6 月，北斗地基站网的开

通，使得米级、亚米级、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

服务不再是梦想。重要的是：首次定位时间

短，实用。

将来，如果你的车走在中间车道，北斗绝

不会误认为是左转车道。还有共享单车、自

助导游、无人机送货、无人机打农药……厘米

级导航服务的市场无穷。

兼容GPS

北斗与 GPS 射频兼容，两系统民用信号

实现互操作，用户可以同时使用北斗和 GPS

民用信号。

接收机需要同时看到 4 颗导航卫星才能

定位。北斗与 GPS 实现互操作，相当于整合

在一起。一台接收机能同时接收两个系统的

卫星信号，更方便定位。

GPS、北斗、格洛纳斯和伽利略四大卫星

导航系统如全部建成，全球导航卫星将超过

百颗。北斗与其他系统兼容，造福全球用户。

皮实可靠

北斗系统不能像 GPS 那样，全球建地面

测控站。地球背面的北斗卫星怎么联系？北

斗三号利用星间链路，互相通信、测距和保持

队形。

北斗三号卫星可自主运行至少 60 天，即

使地面站故障，卫星仍能正常工作。它能自

我诊断故障和自我修复，设计寿命 10年以上。

星载原子钟是定位精度的核心。北斗三

号的铷原子钟频率稳定度，较北斗二号提高

10 倍，使北斗定位精度由 10 米级跨越至米

级，授时精度也提高一个量级。卫星同时配

备氢原子钟，质量和功耗大于铷原子钟，但性

能更优，两者配合工作。

“批发”速度创纪录

一位在西昌工作 24年的通信保障工程师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今年发射频度空前，任务

从未如此密集。

批量生产，批量发射，井然有序。“科学的

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北斗三号卫星总指

挥迟军说。

发射场的卫星试验人员较以往减少了近

一半，发射场全流程时间缩短了近 1/3；研制

人员和研制周期都大为缩减。去年 11 月，北

斗三号首发；刚一年，全球系统已初见端倪。

计划在 2020 年，35 颗北斗卫星全球组网

完成。

靠这些硬功夫，北斗笑傲江湖
本报记者 付毅飞 高 博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矫阳）
20 日，全长 6.02 公里、开挖直径 12.64 米的京

张高铁清华园隧道顺利贯通，为北京市内最

大直径盾构高铁隧道，也是目前国内少有的

位于城市核心区，穿越地层复杂、重要建（构）

筑物众多的高铁单洞双线大直径高风险盾构

隧道之一。

北京交委负责人介绍，清华园隧道位于

北京城市核心区，为单洞双线大直径盾构隧

道，除与地铁 10号线、12号线、15号线交叉穿

越，长距离并行下穿地铁 13号线之外，还穿越

了北三环、北四环等 7 条主要城市道路、88 条

重要市政管线。

据介绍，清华园隧道穿越特级风险源

3 处、一级风险源 80 处，以 5.4 米净距下穿

正 在 运 营 的 地 铁 10 号 线 ，最 小 净 距 3.4 米

侧穿地铁 13 号线，最 小 净 距 0.8 米 上 跨 地

铁 15 号 线 。 建 设 中 首 次 应 用 了 BIM、三

维 可 视 化 监 控 、盾 构 云 平 台 指 挥 、自 动 化

监 控 量 测 等 最 先 进 的 技 术 ，克 服 了 盾 构

超 浅 埋 始 发 接 收 、超 近 穿 越 重 要 建（构）

筑物等难题。

清华园隧道是京张高铁控制性工程，

也是京张高铁全线唯一采用盾构法施工的

隧道。

北京市内最大直径高铁隧道贯通

科技日报西安11月20日电（记者刘莉）
“平台搭载自主研发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引擎，目前实现 37 个语种，1322 个语言方向

的翻译。”20 日，2018“创响中国”西咸站暨

“一带一路”创新创业促进大会上，首款“一

带 一 路 ”语 言 服 务 及 大 数 据 平 台 正 式 发

布。该平台通过语言大数据抓取技术，可

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领域信息的自

动化采集。

据了解，“一带一路”上共有 60多个国家，

2488 种语言，占人类语言种类总量的 1/3，其

中 8 个国家境内语言超过 100 种。平台的建

立正是为了实现语言互通、信息相通。

为该平台提供核心技术的是陕西省西

咸新区入驻企业中译语通科技（陕西）有限

公司。该公司负责人王崇正介绍说，平台搭

载亿万级高质量多语言的平行语料库，一天

处理 40 亿句语言翻译。通过语言大数据抓

取，实现海外不同语种客源国及城市，尤其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领域信息的自动

化采集。通过数据加工，可进行舆情信息的

智能语义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展示，建立海外

智库，为政府、企业制定相应决策提供支持

和帮助。

目前，该平台已完成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1800 万条相关数据信息挖掘，能够

为 企 业 对 外 投 资 经 营 活 动 提 供 专 业 数 据

引导，有效打破企业海外投资的各种信息

壁垒。

“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及大数据平台发布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瞿
剑）据中国农科院最新消息，该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谷物加工与品质调控创新团队，

围绕玉米淀粉加工副产物——玉米黄粉的

高值化利用和功能肽产业化的技术难题，

历经多年攻关，形成 6项关键技术，用这种

玉米“下脚料”制作出可食用指甲油、可食

用保鲜膜、醒酒肽等系列产品；并解决了玉

米粉加工性差、不易成型等难题，开发成功

纯玉米粉主食、饮料、焙烤制品、玉米啤酒

等全新营养食品。

该团队玉米项目首席、中国农科院加工

所研究员王锋博士表示，玉米是全球第一大

谷物，也是我国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位居第一

的粮食作物，2017年全国总产量达到2.16亿

吨；其营养丰富，堪称“五谷之王”，为食品、饲

料和工业原料兼用作物。他介绍，2017年，

国内淀粉产量2720万吨，其中玉米淀粉产量

为2595万吨；而玉米除了含70％淀粉，还有

25％左右黄粉；后者作为淀粉加工副产物，此

前主要用作饲料，产品附加值低。

实现玉米黄粉高值化利用，涉及高通量

梯度洗脱定向分离玉米黄素和玉米醇溶蛋

白技术、蛋白质改性技术、超高压—酶解协

同处理技术、自组装凝胶成膜技术、风味掩

蔽技术、双级酶解调控技术等。王锋解释，

其核心就是从玉米黄粉中耦合分离到玉米

黄素和蛋白质，再把获得的醇溶蛋白经过温

度、压力和酶处理，改善其加工性能，制造出

目标产品。制作出的可食用指甲油、可食用

保鲜膜等，不溶于水和酒精，却能溶于含水

酒精，其表面质地结实、有光泽、抗磨损、抗油

脂等，也能高度抗微生物侵袭。按此技术路

线，未来可望开发出可食用口红、可食用面

膜等日化用品，改写现有化妆品普遍含重金

属、甲醛等有害物的历史。

新技术让玉米“下脚料”秒变可食用指甲油

“第一年太艰难了，没人参赛，我们到

处撒传单。当时来的外国人很惊讶，原来

中国也有人做无人车。”回忆起 10 年前的

第一届“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西安交

通大学教授辛景民感慨万千，“只有 4家队

伍上路，剩下的车都是静态展示，根本动不

了。场地是几百米乡村道路，有车直接把

电线杆撞倒了。第二年在长安大学，撞断

树，第三年郑老师在报纸上看到鄂尔多斯

有个地方叫康巴什，是座新城，我们赶紧去

联系，比赛第一次从封闭道路走向真实道

路环境。第四年又转战赤峰的戈壁滩。”

辛景民口中的郑老师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郑南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

究计划“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指导专家

组组长。创办于2009年的智能车挑战赛是

这项计划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交流和验证

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以赛促研、以赛促转。

11 月 16 日至 18 日，第十届挑战赛在

常熟如期举行。21 支车队参加真实道路

环境测试，22 支车队参加离线测试。比

赛中，西安交通大学与舜宇光学科技合

作的“先锋号”拔得头筹，在 17 日的高架

道路比赛中，它“堪称完美”地通过设有

施工路障的高架道路与高架下无 GPS 信

号 的 地 面 道 路 。“ 这 辆 车 跑 到 高 架 桥 下

时，有一位志愿者想从正面给它拍个照，

无人车在十几米远就观察到了，做了个

点刹的动作，这说明他们的技术设计非

常好！”郑南宁很兴奋。

10年赛事汇集了国内无人驾驶智能车

领域的主要高校和科研院所，郑南宁见证了

点滴变化：“第一届人快走就可以追上无人

车，第二届要小跑，第三届开始飞毛腿也追不

上了。最近几年引入各种交通场景，无论理

论探索还是走向真实世界，我们已经远远超

出最初的预想。”据郑南宁介绍，今年的比赛

有几大亮点：在去年引入有人驾驶干扰车辆

的基础上，首次开展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混

行测试验证，实现多辆无人车与多辆有人驾

驶车辆的交互；在完善九宫格地区开源数字

地图基础上，首次引入语义拓扑地图，开展

无人车自然交互导航应用测试；首次以无

人驾驶出行服务为背景，验证无人驾驶实

际应用的技术成熟度。

在郑南宁看来，推动研究、培养人才，

是比赛最大的意义，“一是促进科学家找到

问题，把实验室成果放到真实环境去验证，

寻找不足。二是培养了大批优秀青年人

才，推动整个产业的进步”。

谈到10年新起点，郑南宁表示“要热情

但不狂热”：完全自主的无人车进入寻常百

姓生活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无人车不能犯

错，要和人、和云端自然交互，要应对道路安

全甚至整个智能系统的安全，可用于机器学

习的交通事故样本还太少，传感器、底层控

制等核心技术还没有掌握等，“不过，虽然距

离无人车量产使用可能还需要二三十年，但

在矿场、码头等特定场景和结构化环境中，

无人车的很多技术已经落地”。

从一项比赛看无人车十年发展
本报记者 崔 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