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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命门”掌握在自己手中

5月 6日，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
成果展上，观众在智慧城市综合治理沙
盘前参观。

当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第二
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向公众开放，展
览将持续到5月9日。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数字中国

智慧生活

“各部位巡视人员请注意，智能化采煤

远控模式现在开启。”4 月 22 日上午 8 时，

在同煤集团塔山矿调度指挥中心，技术工

人桂儒佳开始了他一天的“采煤”工作。

没过几秒钟，通信设备传来嘀嘀声：

“外围设备确认完毕，可以进行远程操控”

“ 采 煤 设 备 确 认 完 毕 ，可 以 进 行 远 程 操

控”……各部位井下 4G可视通讯电话向指

挥中心陆续确认，只见桂儒佳轻点鼠标，井

下的采煤机、运输机、转载机等井下综采设

备相继联动运转。没有机械的轰鸣、没有

飞扬的煤尘，在整洁敞亮的调度指挥中心，

只见在监控屏幕上各类数据的跳动间，塔

山矿 8222 综放工作面就源源不断地将煤

炭输送到了地面。

“同煤集团塔山矿 1500 万吨智能化

综采工作面是国家‘十三五’资源领域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千万吨级特厚煤层

智能化综放开采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项

目工程。自今年 2 月 27 日正式投入运行

以来，其安全、高效、便捷的优势明显。”同

煤集团塔山矿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占元

说，“开展千万吨级特厚煤层智能化综放

开采关键技术研究，打造塔山矿年产 1500

万吨特厚煤层智能化综放工作面示范工

程，对解决世界特厚煤层的开采技术将起

到引领示范作用。”

瞄准“特厚煤层”难题

在我国煤炭资源探明储量中，厚煤层

约占总储量的 44％，厚煤层的产量也占

总产量的 40％以上，但 14 米以上特厚煤

层安全高效开采技术是世界性难题。而

塔山矿平均煤层厚度在 18 米左右，最厚

的有 20 米，对煤炭开采来说，无异于打捞

“深海沉船”。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行业获得单

项支持力度最大的项目之一，“千万吨级特

厚煤层智能化综放开采关键技术研究及示

范”，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重大项

目。该项目以“特厚煤层运移、冒放理论与

自动化放煤机理研究”等五大课题研究为

依托，攻克开采技术、成套装备、支护材料、

安全保障四大难关，开创特厚煤层智能化

开采的世界纪录，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马占元说，塔山矿

8222 综放工作面的智能化综放开采成套

装备，是我国 29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

内外先进的矿山装备研发和制造厂商共同

完成整体设计选型配套及生产制造的世界

先进装备。

智能“大脑”能掐会算

“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是

这个工作面的安全生产核心。”塔山矿生产

副总经理王磊说，“该项目实现了设备数据

高速上传和控制信息实时下达，控制延时

不超过 500 毫秒，将人的视听感官延伸到

工作面，身临其境监控安全生产。”

该工作面集中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设备状态监测系统、通讯网络平台与

多项关键技术，形成了综采工作面的整个

大型控制系统。系统通过建立工作面实

时工业以太网与无线网络覆盖，将各个相

关设备联系在一起，实现各个设备间的数

据交换。

“监控指挥中心是‘大脑’，它具有智能

采集分析信息、智能指挥机械采煤、智能修

正操作等功能。不仅设定采煤机的牵引速

度等参数进行自动割煤，还可以按照示范

刀所记录的工作参数、滚筒高度轨迹进行

智能化预算，形成记忆截割模板，在自动截

割过程中不断修正误差。”桂儒佳说。

智能“感知”采煤流程

让“大脑”能力发挥到极致，需要灵敏

的“神经网络”。在 2公里长、200米宽的采

煤工作面上，60 多个摄像头、1500 多个传

感器，通过网络互联集成管理，实现了高效

快捷指挥，所有设备都实现了自动精准安

全控制。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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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源是我国大陆第一台中能第三代

同步辐射装置，于 2004 年 12 月开工建设，

2009 年 4 月 29 日竣工，5 月 6 日对用户开放，

性能指标国际领先。今年 5月 6日，上海光源

迎来用户开放 10 周年。当天，记者在同步辐

射前沿发展暨上海光源开放十周年学术论坛

上获悉，10年来，上海光源完成了通过专家评

审的实验课题 1 万多个，服务了遍布全国 500

多家单位2500多个研究组的24000多名用户。

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凸显出大科学装置对

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据悉，上海光源用

户成果发表的期刊论文超过 5000 篇，其中在

《科学》《自然》《细胞》三大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

文近100篇，SCI-1区论文约1500篇；用户成果

入选国内外重大科学科技进展15项次，获国家

科技奖 7项。2012年以来，在中科院每年组织

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果评比中，上海光源产

出的重大和重要成果占比都超过了1/3。

记者了解到，上海光源二期建设正在加紧

进行，其中首条光束线站X射线通用谱学站首

轮试调成功。预计到 2022 年，上海光源将有

40 条光束线 60 个实验站投入运行，届时每年

将有近万名科研工作者在装置上开展基础、

应用和开发研究。上海光源二期建成投入运

行后其微观时间探测能力位居国际第三代同

步辐射装置的前列水平，也是我国未来5—7年

内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同步辐射光源。

开放 10 年，上海光源支撑的用户科研成

果瞩目。“10 年间，上海光源支撑诸多领域产

生了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科研成果，带

动了结构生物学等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中

国科学院上海大科学中心主任赵振堂强调上

海光源对我国结构生物学发展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在上海光源支撑的基础科学研究中，

清华大学施一公和颜宁研究组的 TAL效应蛋

白特异识别 DNA 机理，入选 2012 年度“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清华大学颜宁课题组的人源

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1 的结构及工作激励

研究入选 2014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兼具强度与延展性的超级钢、应用于京沪

高铁的新一代高强高导铜铬锆合金接触线、中

石化研究团队开发的全新结构分子筛材料、生

物医药产业核心环节的新药研发……在上海

光源的支撑下，新兴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

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上海光源的生物大分子晶体学线站，有20

家药物研发企业在此开展研发工作。该站提供

国内药物研发一种基于结构的新的药物研发手

段。与传统手段相比，基于结构的研发手段更高

效、更精准，第一个成功上市的药物仅用时6年，

促进了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新药研发工作。

此外，10年间，上海光源进行关键技术研

发 和 实 验 方 法 学 发 展 、后 续 工 程 建 设 、

In-house 研究，提升了装置本身的性能水平

和实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团队研制

的部分插入件出口到巴西、韩国等国家；15线

19 站百余种的实验方法，支持了上海光源的

科研成果产出率。 （下转第三版）

上海光源开放十年成果瞩目
产出期刊论文 5000多篇 获国家科技奖 7项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6 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 6

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美国科学家报告

发现一个小型暴龙超科的新种恐龙。这

些标本包括两组可追溯至约 9200 万年前

的幼年个体骨架，新种恐龙的发现填补了

恐龙演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空白。

大型暴龙属恐龙在距今 8000 万年至

66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较为繁盛，但关

于它们的起源，人类一直不甚明了，这是

因为在白垩纪早期，现今北美曾出现过海

平面上升，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一段采

样空白，出现演化史上的样本缺失。

此次，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科学

家斯特灵·奈斯比特和同事，在新墨西哥

州的祖尼盆地发掘了一个暴龙超科新种

恐龙的两组骨架。这些化石代表了迄今

为止白垩纪中期暴龙超科恐龙的最完整

样本。

新 种 被 命 名 为 S. hazelae，这 是 当 地

祖尼语中的“suski”（郊狼）之意。新种恐

龙头骨总长 25—32 厘米。尽管这些标本

来自幼年个体，但团队估计，成年该恐龙

的体型比它晚白垩纪的表亲（如君王暴

龙）要小得多。新种恐龙个头亦不大，但

它拥有适合奔跑的足部以及较强的咬合

力——早期或晚期更大的暴龙超科恐龙

都不同时具备这两大特征。

团队的分析将 S. hazelae 恐龙定位于

暴龙超科恐龙的中间物种——介于体型

最小、最早扩散的暴龙超科恐龙与晚白垩

纪的巨型暴龙之间。研究人员认为，这一

发现同时为君王暴龙及其近缘表亲不为

人知的起源提供了新见解。

美科学家发现新种恐龙

科技日报南京5月6日电（记者张晔）发

生在 5.4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堪称地

球生物演化史上的里程碑，现生动物的绝大

多数门类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然”出现。是什

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大爆发？来自中英俄团队

的最新研究表明，氧气含量是控制着寒武纪

大爆发进程的最关键因素。该成果于 5 月 6

日在线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上。

早在2006年，朱茂炎团队就提出了阶段性

辐射和灭绝的寒武纪大爆发过程模型，并发现

动物早期演化的阶段性辐射和灭绝过程，与海

水碳同位素的异常变化存在耦合关系。但是，

这种相关性之间的具体原因和机制一直不明。

该团队于 2008年在西伯利亚采集了一套

珍贵的寒武纪早期碳酸盐岩地层样品。随后，

中英俄合作团队开展了系统的碳、硫同位素实

验分析和数学模型计算。计算表明，该地区海

水碳、硫同位素在寒武纪早期距今5.24亿年至

5.14亿年期间发生了 5次同步变化，其变化幅

度反映了大气和浅海中氧气含量的变化幅

度。而距今5.14亿年之后碳、硫同位素的不同

步变化则反映了海水普遍缺氧。

综合生物地层资料研究表明，在寒武纪

早期距今 5.24亿年至 5.14亿年之间的 1000万

年时间内，也就是寒武纪大爆发的高峰时期，

海水碳和硫同位素值发生的同步波动的次数

和幅度，与动物化石多样性变化的次数和幅

度在时间上高度吻合。而在距今 5.14亿年之

后的大约 200 万年间，碳和硫同位素之间的

变化则是不同步的，碳同位素保持明显的负

异常，硫同位素频繁波动。巧合的是这一时

间内发生了全球性寒武纪动物群的大灭绝。

这一研究首次采用定量模型论证了动物的

寒武纪大爆发的幕式过程受控于大气和海洋的

氧气含量变化，而发生在距今5.14亿年左右的

寒武纪动物群大灭绝事件是海水缺氧造成的。

氧气含量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关键开关”

百度与厦门金龙共同打造的全球首款 L4

级量产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在峰会现场

开放测试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之前“阿波

龙”还拿到来自日本的商业订单，开辟一片自

动驾驶商业化的新“蓝海”；

网龙研发“积木式”拼装的智慧“集装箱”

教室，搭载普罗米休斯电子白板、“AI助教”等

先进设施，其业务已覆盖 190 多个国家、130

余万间教室，推动福州数字教育小镇加快建

成全球最大数字教育内容生产基地……

在 5 月 6 日开幕的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上，一大批来自国内智能经济领域的自

主创新成果纷纷亮相。作为推进数字中国建

设的重要载体，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福

建省人民政府等主办的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

主题正是“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

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国家网信办在峰会主论坛上发布的《数

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提出，要运用

新技术新模式改造升级提升传统产业，强化

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拓展智能+，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互联网是前菜，它的特点是快；人工智

能才是主菜，需要温火慢炖，但营养丰富。”百

度董事长李彦宏在主论坛的发言中说，吃不

到这道主菜，将失去一个时代，未来没有一家

企业可以声称与人工智能无关。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会上表

示，过去几年，腾讯不断加大在前沿技术和核

心技术领域的投入，如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

与中粮集团探索联合搭建“食品行业智能制

造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生态链等。

在峰会现场，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一年

来，福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一张蓝图

干到底，在更高起点上谋划和推动新时代数

字福建建设，在人工智能领域频频发力，布局

形成福州、厦门软件园等重点产业园区, 加

快人工智能学院、学科和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组建福建省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机

器视觉与模式识别技术等部分关键性技术国

内领先……

乘着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东风，福州市

争当数字中国建设示范城市、数字中国福建

样本排头兵，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

现代化经济体系，用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

级。如恒申合纤、锦江科技与阿里“工业大

脑”对接，开展图像质检应用合作，赋能传统

产业；京东（元洪）食品数字经济产业中心实

施“产业+互联网+大数据”的“元洪模式”，构

建“买全球，卖全球”“交易在元洪，交割在全

球”的信息高速路；华映福建省首家柔性显示

创新研究中心投入使用，标志着其从“老企

业”转变为行业“领头羊”……

（科技日报福州5月6日电）

发力智能+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观察

使命的召唤，期待新的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历史交汇期，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变化……标注新时代公安机关的

职责使命。

奋进的征程，从不是一片坦途。

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公安

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

紧紧围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总目标，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打赢

了一场又一场硬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

利，奋力开创了新时代公安工作新局面，有

力维护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和

国家长治久安。

对党忠诚
——以公安队伍代代相传的政

治基因，铸就融入血脉的人民警察

之魂

2017年 5月 19日，人民大会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

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用

高度凝练的话语，为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

“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

……

言简意深，重若千钧，激励着全国公安机

关和公安队伍更好肩负使命、继续奋勇前进。

政治建设，纲举目张。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全面领

导、绝对领导，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

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深植根基，“两个维护”不断夯实筑牢。

全国公安队伍强化忠诚核心、拥护核心、

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权威。

制定《公安部党委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的规定》；聚焦“七个有之”，重

点发现、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

违的“两面人”“两面派”；严把选人用人政治

关，对政治上有问题的一票否决；全面彻底肃

清周永康及孟宏伟、王立军、武长顺等人流毒

影响……

居于首要，国家安全的屏障越扎越紧。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

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

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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