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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汇

鸡蛋，餐桌上的常客，一直是早餐营养的杠

把子。

人们对它早已司空见惯，要说它有什么科技

含量，恐怕不少人都会觉得难以置信。然而，就是

这样一枚小小的鸡蛋却惊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助企业研发迈上新台阶

北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效

动物饲料和优良畜禽品种研发与推广的科技型企

业。开展科学研究对这家企业来说，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 2004 年，公司以陈福勇教授为首的兽

医专家团队就已经开始对农大 3 号小型蛋鸡的

鸡白血病、鸡白痢等蛋传性疾病进行净化及科

学研究，并在小型蛋鸡原种和祖代场建立了具

有高科技水平、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综合实验

室。”北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才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

2015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来到北农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虽

然我们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并建立了研究

院，但真正让我们企业的研发能力迈上一个新台

阶的还是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立。”张庆才说。

院士专家工作站作为企业的高端智囊，开展

科研攻关是其助力企业发展的关键一招。北农

大院士专家工作站所做的工作自然也就离不开

鸡和蛋。

在吴常信院士的大力支持下，北农大院士工

作站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共同承担了“农大 5号”蛋

鸡新品种选育与产业化科研项目，这极大地推动

了国有蛋鸡品种的选育与推广。

“在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帮助下，我们通过遗传

技术新选育的‘农大 5 号’鸡具有体型小、饲料利

用率高、生产成本低的优点，产蛋期日采食量

88—90 克，而普通鸡为 120 克；每产一枚鸡蛋‘农

大 5号’鸡耗料 127克，普通蛋鸡 159克，节约 32克

饲料，比普通蛋鸡节粮 20%—25%。”北农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蛋鸡研究院副院长张冬冬说。

把蛋上的文章做足

除了选育优良品种的鸡，院士专家们还积极

在蛋上做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利用 DHA

藻粉生产的 DHA鸡蛋和“旦更香”饲料添加剂。

所谓 DHA 是指二十二碳六烯酸，俗称脑黄

金，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

“DHA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及维持的一种主要成

分，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在人体大脑

皮层中含量高达 20%，在眼睛视网膜中所占比例

最大，约占 50%，因此，对胎婴儿智力和视力发育

至关重要。”张冬冬表示，研究人员通过在蛋鸡饲

料中添加不同比例的藻粉，而后测定鸡蛋中的

DHA 含量，进而确定适宜的藻粉添加量，这样生

产出的鸡蛋就是 DHA鸡蛋。这种鸡蛋的 DHA含

量比普通的鸡蛋高出一倍至两倍，同时鸡蛋里的

DHA 比较容易被人体吸收，并且 DHA 鸡蛋不同

于市面上不少靠溶剂提取的 DHA产品，它是纯天

然的，无溶剂残留。

而“旦更香”则是一款蛋鸡饲料添加剂。它能

够提高蛋白高度和蛋清黏度，加深蛋黄颜色，改善

鸡蛋风味；提高饲料中钙、磷等营养成分的吸收

率，显著改善蛋壳质量，加深蛋壳颜色，降低破蛋

率；降低鸡舍有害气体浓度，改善养殖环境，降低

蛋鸡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我们通过添加微生态

制剂、多种维生素、中草药来三位一体地提高鸡蛋

品质。”张庆才说。

这种饲料添加剂不添加抗生素，绿色、安全、

无药残、无污染、不产生抗药性，可在饲料中长期

添加使用。“蛋鸡在食用了含有这种添加剂的饲料

以后，所产鸡蛋的蛋黄颜色会加深，蛋白浓度会提

高，同时，蛋壳质量也会变得更好，破蛋率相应降

低。”张冬冬表示。

目前，“旦更香”添加剂已经研发到第三代，在

蛋品质改善方面作用显著，提高了养殖企业的经

济效益。

张庆才表示，院士专家工作站对于行业发展

有 3 点至关重要：依靠科技力量提高养殖效益，

降低生产成本；从供给侧出发实现产业升级，从

而好蛋卖上好价；从食品安全出发重塑产业生

态和信用。

科技养鸡，让蛋好看又好吃

实习记者 陆成宽

情报所

走进院士专家工作站

平塘特大桥处于贵州境内在建的平罗高速上，位于平塘县牙舟

镇与通州镇之间，横跨槽渡河峡谷，全场 2315 米。其中，桥塔采用

“钻石形”空间塔型，每座塔都由基桩、承台、塔身 3 部分组成。工程

编号为 16号的主塔高 332米，相当于 110层楼高，为世界最高混凝土

桥塔，经过两年多的建设，目前已封顶。

这个中国制造的又一个世界之最看起来像“钻石小蛮腰”，非常

有立体感。但“世界第一高”意味着诸多技术难题和施工难度。平罗

高速 13标总工程师纪登贵透露，山区没有交通条件让大型机械设备

入场，尤其是山谷中最大风力可以达到 10级，还伴随着雨雾天气，施

工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施工方耗资 1500万元采用了可承载 64吨的

动臂吊机，塔吊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可操作，减少风力影响，同时增加

塔吊的机动性，保证了平塘特大桥平均以每天 50 厘米的速度向上

“生长”。

此外，高空浇筑对混凝土的要求很高，贵州当地河砂匮乏，施工

方只能使用机制砂，首次将膨胀剂加入混凝土，通过二级泵将八宝粥

一样的混凝土输送到塔顶进行浇灌。

纪登贵说，平塘特大桥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需要使用巨量

的混凝土，然而，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凝结过程中产生

水化热，一旦温度超过 75℃，混凝土就会开裂。为了保证大桥的浇

筑质量，施工方采用了水循环降温工艺，通过安放在桥塔边的水箱，

边浇灌边将冷水注入到混凝土内部，这相当于为桥塔造了一台水冷

“大空调”。正是一个又一个的技术攻关，为桥塔的顺利施工扫清了

障碍。预计大桥将于 2019年 10月底通车。

边浇灌边吹“空调”
搭起世界最高“钻石小蛮腰”

洪 永 本报记者 何星辉

平塘特大桥完工想象图 受访者供图

3栋高层建筑和 7栋多层建筑，总建筑面积 5.8万平方米。日前，

河南宏达集团在新乡市原阳县平原示范区率先建成超低能耗居住建

筑项目，其在现行国家节能 65%标准的基础上又提升 51.5%，供暖节

能率为 85.1%，达到国家五步节能水平。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超低能耗建筑技术交流会上，专家称，上述项

目开创了国内在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集中连片建设方面的先河。

居民住宅能耗高与热量易散失有关，主要体现在外墙外保温性

能差或气密性差。此项目则采用了高性能外墙外保温、高性能门窗

等技术，在基本不提供采暖和制冷的条件下，室内温度常年保持在

20—26℃、新风量满足每人每小时 30 立方米、白天噪声控制在 40 分

贝以下，PM2.5浓度不高于 75微克每立方米。

超低能耗建筑的概念是瑞典德隆大学的阿达姆森提出的，这是

他参加中瑞合作项目工作时为改善我国长江流域冬季室内温度过

低、室内环境恶劣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经过研发和推广后

得到全球范围的认可。 （实习记者代小佩）

减少热量散失
打造超低能耗建筑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一旦出现问题修复就需

要“开膛破肚”。不过近日，科技部“十二五”重大科技专项课题“水体

污染治理专项”子课题任务“城市排水管渠原位修复材料工程示范”

项目的一种“非开挖修复”技术，用“微创手术”的方式顺利地完成了

在重庆市渝中区一处市政排水管渠的修复工作。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嘉韵山水城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是一个在国

内具有罕见施工难度的工程。施工位置位于住宅小区内的断崖边，

面对嘉陵江，管道上是城市道路和住宅小区，完全不具备开挖条件。

而且该工程还有修复管径大、线路长等难点，因为一般的管道修复是

30—50米为一个管段，该工程的整段修复线路达 150米，这在国内是

没有过的。

重庆克拉维环保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黄长游介绍，此次非开挖修复

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CIPP原位固化法”中的热翻转法，即将涂有树

脂的内衬软管装水，采用翻转方法将软管送入地下管道，经过加热，树

脂硬化成型，在原有管道内形成一个内衬新管。据介绍，这种新型材

料经过相关部门检测，在强度、拉伸度上符合国际国内标准，具有耐高

温、耐腐蚀特性。

据了解，非开挖施工除了没有扬尘、噪音小，相比传统的开挖式

修复，还具备时间更短的优势，一般一个路段 2—3 天就可以完成修

复。目前，重庆渝中、永川、开州、璧山等城市管理部门也正逐步推广

使用该技术。 （记者雍黎）

不“开膛破肚”
修复地下管道用“微创手术”

近日，依靠国内最顶尖的虹膜识别技术，一

款名为“驾驶员生物特征识别一体机”的仪器正

式投产，该机器能在 1.2 米距离内 2 秒准确识别

驾驶员的虹膜及人脸信息。

“目前大多数企业只能做 25—40 厘米的近

距离虹膜识别。”虹星科技创始人、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感

知与计算研究中心成员侯广琦近日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虹膜识别技术一旦普及，每一个人在虹

膜识别设备前不用拿出证件就能证明自己的

身份。

那么，虹膜识别的优势是什么？1.2 米的识

别距离又需克服哪些技术困难？

本报记者 唐 芳

虹膜识别技术是基于眼睛中的虹膜进行身

份识别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相较指纹、人脸识

别等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方式，具有识别准确率

更高、误识率更低、无需重复注册、非接触和极

难伪造等优势，被认为是除 DNA 以外“最可靠

的生物识别技术”。

“人的黑色瞳孔和白色巩膜之间的环状区

域就是虹膜，在红外光条件下，可呈现丰富纹理

特性，虹膜纹理在人出生后便基本稳定成形，几

乎终身不变，每个生物个体都具有唯一性。”侯

广琦说，因此虹膜具有唯一、防伪和稳定等生物

特性，非常适用于身份识别。

相较之下，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的稳定性

就逊色不少。人的指纹易受磨损、出汗、脱皮、

伤痕、干燥、油腻、污渍、长期游泳等因素影响，

统计学概率上 2%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用指

纹进行身份识别。而光线、年龄、肤色、姿态、

表情、妆容、多胞胎等都会影响人脸识别的稳

定性。

庞大人群中精准找人，是虹膜识别技术的

巨大优势。一般来说，描述一个人特征点的数

量越多，这个人就越容易在庞大规模人群中被

识别出来。侯广琦介绍，人脸稳定的特征点是

30 个，指纹是 100 个，而虹膜有 200 多个。“这意

味着，3种识别方式在数据库中准确找到一个人

的概率差别以量级计。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和

虹膜识别的匹配容量分别是 1 万、10 万和 100

万。”换句话说，如果想在监控视频中准确找到

一个人，1 万的人群基数中可以用人脸识别，10

万人以下可以用指纹识别，100万个人中找出这

个人应当用虹膜识别。反之，如果使用人脸识

别在 100 万个人中找人，准确率会大幅下降，误

识率会提高很多。

在虹膜识别智能闸机前“刷眼”的流程类似

刷脸。不过，虹膜仅约 1 平方厘米，人脸是 300

平方厘米，识别难度相差 300倍。侯广琦说：“人

脸识别采用单反相机或手机镜头的分辨率，虹

膜识别镜头的分辨率是前者的 5倍，相当于专业

级别的长焦镜头。”

“该项技术搭载高清成像系统，运用高效的

精度优于指纹、人脸识别

虹膜识别技术 1991 年才实现应用。一开

始，人跟设备的识别距离非常近。“直接贴在眼

睛上，像用望远镜或者在进行眼科检查一样。”

侯广琦告诉记者，虹星科技将 25 厘米的虹膜识

别距离拓展到 1 米以上，实验室条件可以做到

10米。

远距离下采集虹膜图像，具有无需用户高

度配合和安全性更高的优势。但是相较于近距

离虹膜识别，需要解决更多关键技术难题。“人

和设备距离太远，会对虹膜识别造成很多干扰，

比如人本身的前后晃动和眨眼，成像会有不同

程度的运动模糊、离焦模糊、光学干扰、眼皮遮

挡等问题。”侯广琦认为，解决这些难题才能形

成真正的技术壁垒。

经分析，远距离虹膜识别的难点主要有两

个，一是远距离场景下的虹膜高清成像。由于

虹膜直径仅 11毫米，普通成像设备很难在 1.2米

处采集到清晰的虹膜纹理图像，需要特殊的成

像系统设计。二是用户低配合度下的精准识

别。用户在使用远距离识别设备时不需要像使

用近距离设备那样弯腰凑近，用户配合度低，这

样便使得成像设备采集到大量低质量的虹膜图

像，这就需要设计高效精准的识别算法，从大量

噪声数据中分析出真正有效的信息。

“首先，成像阶段我们使用千万像素以上的

图像传感器保证足够高的虹膜分辨率。其次，

我们精心计算了近红外光源的角度和强度，保

证在不伤害人眼的情况下照亮 1 米以外的虹膜

纹理。最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成像质量、加快成

像速度，我们将部分以前运行在后端 CPU 上的

智能算法前移到成像设备内，使成像与计算协

同作业。”李海青介绍。

他说：“我们开发了快速图像质量判断算

法，按质量高、中、低把图像分成 3 类。然后，我

们丢弃低质量图像，减少计算资源浪费，把注意

力放在提升中等质量图像的识别精度上。传统

方法只能正确识别高质量虹膜图像，我们基于

深度学习的算法既可以识别高质量虹膜图像，

也可以在中等质量图像上取得很高的识别精

度。最后，我们针对嵌入式芯片内的计算资源

进行算法优化，使算法一秒钟可以处理上百张

千万像素的虹膜图像。”

拿下距离远、配合度低双难题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虹膜采集国家，本土超

12亿人录入虹膜，覆盖度高达 99.5%。“印度是没

有身份证的，他们称得上是一步跨入数字身份

证时代。虹膜识别作为印度的身份证发挥着核

心作用，与社保、金融等全部绑定在一起。”侯广

琦介绍。

但最早使用虹膜识别技术的是阿联酋、沙

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由于女士戴面纱、男士留

大胡须的文化特征，人脸识别在那里并不合

适。在我国，最先使用虹膜识别的群体是煤矿

工人。出于安全考虑，国家要求煤矿工人打卡，

但地下开采煤矿导致煤矿工人“脸黑手黑”，导

致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均不适用，最终采用虹

膜识别打卡。

“通过智能三维机交互和远距离虹膜识别

两大核心技术，我们打造了全球首款具有‘虹

膜识别+活体检测+人证对比’功能的产品，以

及国内首款同时具备虹膜和人脸两种生物特

征信息采集功能的产品，推出的多种混合生物

特征识别一体机、人车识别一体机等近十款成

像系统，广泛应用于安防设备及高度保密需求

的场所，如边检、公安司法、反恐维稳、金融、机

场、高铁等行业，为其提供精准智能识别及大

数据视觉数据采集、大规模人群身份信息管理

等完整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产品可以做到

识别距离为 1.2—1.8 米，用户高度为 1.5—1.9

米，识别速度为 2 秒内。”侯广琦表示，团队近

期在虹膜识别技术领域再次实现重大突破，研

发出“行进中虹膜识别技术”并完成应用测试，

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提升虹膜识别技术我国在发力

11..22 米处采集清晰虹膜纹理图像卡通示意图米处采集清晰虹膜纹理图像卡通示意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核心算法，可快速定位到清晰的虹膜纹理区域，

进而提取出具备高区分力的特征码。在保持与

传统静态虹膜识别精度相当的环境下，用户只

需在其设备前扫一眼即可完成识别，无需过多

配合，体验感得到极大提升。”虹星科技技术总

监李海青介绍。

虹膜识别有了新的使用虹膜识别有了新的使用““姿势姿势””

一米开外扫一眼一米开外扫一眼，，百万人中识身份百万人中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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