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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官方微博发布

消息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大熊猫幼崽禄禄仔，

因丰容吊球绳缠绕颈部窒息死亡。噩耗被确认后

引发各界广泛讨论。

“禄禄仔的意外死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其

暴露出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西华

师范大学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康迪认为，“但个案虽是个案，

易危的熊猫却容不下这种偶然。有必要把禄禄

仔的死亡当做一次全面的教训，分析总结存在的

各种问题，形成调查分析报告，从而作用于管理

制度和措施的改良。”

“大熊猫每天除去一半进食的时间，多数是在

睡梦中度过。看似慵懒，却个个都是活泼好动的

‘熊孩子’，笨重的身体丝毫不影响它们灵活的行

动。正是这一特点给大熊猫的生存带来了一定的

风险——上下爬蹿容易造成跌打损伤，缠扯、啃咬

玩具对熊猫的皮毛、胃肠都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康

迪介绍说。

据康迪介绍，大熊猫钟爱的玩具为数不少，最

常见的便是丰容装置，该装置可以丰富动物的日常

生活内容，里面模拟野外环境，提供遮蔽、游戏功

能，刺激动物的觅食、防御本能，让群居动物保持一

定的群体规模，对改善动物圈养环境，提高动物福

利有帮助。除了熊猫基地，不少动物园也会放有丰

容吊球以供大熊猫玩耍，而这却偏偏成了禄禄仔窒

息死亡的直接致命因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吊球等丰容装

置‘一棍子打死’。”康迪打比方说，“玻璃球是很

多人儿时最常见的玩具，在进行正常的游戏活动

时鲜有安全风险。但也曾有儿童误吞玻璃球险

些酿成悲剧的案例。可见，玩具本身并没有对错

之分，丰容装置本身也并不含‘杀伤性成分’，但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把什么样的装置配置给什么

样的动物、并辅以怎样的看护手段，才能切实保

障动物的安全。”

动物娱乐设施的配置往往需要依据这些要

素——动物自身的行为特点与喜好、活动空间的

大小、设施的质量与安全性能等。“对于大熊猫而

言，一些带有绳索、锐利部位、位置过高的丰容装置

都潜藏着安全风险，一旦投入使用，就需要管理员

‘不错眼珠’地看护。”康迪建议，“绳索类丰容装置

可能更适合用于攀禽或灵长类动物场馆，这类动物

具有更好的攀援能力和危险意识。而少有天敌的

大熊猫更适合外形较粗、较大的娱乐设施，如较低

矮的树木、球类、松软的物体以及浅水池等。”

“熊孩子”不老实 玩具配置须得当

本报记者 张 蕴 张景阳

有媒体报道称，禄禄仔所在基地的巡逻人员曾表

示，“头天下午五点爬上去休息，第二天早上八九点才

下来，一直是有的”“应该是觉得它在上面休息”……

“多数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并非一

成不变，它们不比人类具有‘朝九晚五’之类的意

识。对于大熊猫的作息，我们要多一些‘去看看’，

少一些‘我觉得’。”康迪说。

据悉，该园区采取 24小时直播模式，供大众参

观。在直播期间就有网友发现问题，并在直播平台

下方留言提醒；还有网友发微博称，凌晨看直播时

发现禄禄仔挂了好久一动不动，从大熊猫幼崽出事

到被发现，经历了七个小时。

“如今，不少动物园、野生动物基地都采用线上

直播的方式让广大网友了解动物们的日常生活。

这本是极好的动物知识传播方式，但相关的互动机

制也要跟得上，确保不错过观众的紧急反馈。”康迪

认为，除了提高管理水平，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也

是动物保护质量的一大关键。此外，看护熊猫不仅

仅需要爱心与细心，更需要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

例如，各大熊猫基地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强

对大熊猫的全方位监测，对反常行为及时自动预

警，并与网友保持充分的互动、沟通，确保信息交流

畅通无阻，及时反馈网友的提醒、建议等，构建内外

一体化的防控监测体系。

其实，在禄禄仔之前，也曾发生过大熊猫意外

死亡事件。

2010 年，我国租借给日本的大熊猫兴兴，在麻

醉取精恢复过程中发生呕吐，呕吐物误入胃内导致

关注信息反馈 实时看护不容有失
新华社电（记者马莎）“在同一个地点，两天时

间内我们结合大熊猫栖息地空间数据动态监测画

面，辨认出了 3只不同的野生大熊猫。”甘肃白水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熊猫管理办公室主任

何礼文表示，经过近半年的优化，野生大熊猫实时

监测与智能识别技术迎来新突破。

何礼文介绍，野生大熊猫的野外监测以前全靠

人工完成，难度大、周期长、耗时久、效率低。“大熊

猫栖息地空间数据动态监测系统自去年年底投入

使用以来，我们持续用大量视频和照片对其进行优

化训练，目前该系统识别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

10余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准确率达 95%以上。”

大熊猫是森林里的“独行侠”，它们喜欢独来独

往，互不侵犯领地。何礼文说，野生大熊猫的领地

一般相对固定，这次能够在同一区域发现不同个

体，说明大熊猫已经进入发情期，开始到处行走寻

找配偶了。

识别出大熊猫，系统就会自动提示并跟踪监

测，十分方便。野生大熊猫实时监测与智能识别技

术的发展进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力成本，使保护

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野

生大熊猫的分布情况，为其监测保护工作保驾护

航。据了解，截至目前，运用该系统，保护区管理局

已收集到几十段野生大熊猫的活动画面。

野生大熊猫实时监测与智能识别技术的进步

不仅减少了对保护区的人为干扰，同时也拉近了野

生大熊猫与外界的距离。“下一阶段的目标是通过

该系统采集大量不同野生大熊猫个体的监测数据，

建立个体模型，最终实现对野生大熊猫个体的自动

智能识别。”何礼文说。

智能识别技术助力野生大熊猫实时监测

窒息死亡。事后，日本神户市按照合约向中国赔偿

50 万美元；2007 年，中国赠予德国的大熊猫嫣嫣，

因肠梗阻死亡。事后有德媒指责柏林动物园管理

不善，甚至有游客喂嫣嫣烈性酒。

今年 3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曾发文要

求各熊猫基地全面巡查，构建饲养员、兽医、科研人

员联防联动防控监测体系。该监测体系若要有效

发挥作用，还需要多方继续努力。

“非接触式”服务火了。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有效阻断“人传人”的传播链

条是关键。于是，机器人承接了消毒清洁、送药送餐、

诊疗辅助等“一线工作”，VR看房、在线娱乐、在线教育

等也成为大众居家必备之选，而打造无人工厂、自动化

产线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这些“非接触式”服务的变革，不仅催生了新的

经济模式——“非接触经济”，如在线办公、在线医

疗等，还为人工智能带来新的产业机遇。

疫情促使“非接触式”进
入第五个发展阶段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工作场所该如何做好

疫情防控？同时满足人脸识别身份核验和体温检测

的双重需求，是当下测温产品的主要研发趋势。目

前，已有部分企业在此基础上利用测温机器人完成

巡检、消毒、配送、诊疗辅助等工作。这些机器人能

够实现对戴口罩状态下人员的有效识别与溯源，能

更有效地进驻抗疫前线，提供各种“非接触式”服务。

“所谓‘非接触式’，就是指人和人，以及人和具

体的实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发生直接接触。”中国

自动化学会模式识别与机器智能专委会副秘书长、

合肥工业大学贾伟博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非接

触式”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兴起至今，其已经过了五个发展阶段。

“2002 年发生的 SARS疫情催生了第一次非接

触式经济的热潮。今年的新冠疫情则加速了‘非接

触式’服务和‘非接触式’经济的发展，促使‘非接触

式’进入了第五个主要发展阶段。”贾伟指出，此次疫

情期间，“非接触式”技术应用呈现出一些亮点，除了

上文提及的非接触式体温检测、机器人外，还有在线

教育、远程办公、无人机大量应用、线上义诊、零接触

电梯等，甚至有一些“非接触式”服务通过高清直播

来完成，如火神山和雷神山的“云监工”。

大规模落地离不开3D技
术赋能
“实现‘非接触式’服务，离不开互联网、云计

算、物联网等多种技术支撑。”贾伟指出，目前，“非

接触式”服务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需要人工智能

技术加以支撑。

一直以来，3D 传感器被视为机器的“智慧之

眼”。3D 视觉感知技术作为视觉感知技术的核心

技术，能够识别空间每个点位的三维坐标信息、得

到高精度的空间 3D 数据、复原完整的三维世界并

实现各种智能的三维定位，推动人机交互、机器学

习等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发展。

高精度、小误差的3D视觉，是机器人在复杂环境

下实现“非接触式”的关键。一些抗疫机器人正是搭载

了3D摄像头，拥有先进的3D视觉系统——在立体空

间识别上区别于2D平面避障和多线激光雷达的远距

离识别，真正实现了机器人自主导航、灵活避障。

“非接触式”服务已广泛应用于智慧物流、智慧

零售、智能安防等领域。2017 年，奥比中光和蚂蚁

金服共同推出 3D 刷脸支付设备。在无人超市内，

消费者秒速完成 3D 刷脸支付，且人脸识别的误识

率仅为百万分之一，可有效避免各种伪装攻击所带

来的金融支付风险。

“疫情之下，非接触需求爆发出来了。恰在人工

智能，特别是 3D感知这个领域，它可以提供实现非

接触的互动、操作应用，这其实促进了整个产业的发

展。”深圳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孔博说。

“非接触式”能否成经济
新增长点

近日，上海提出加快发展在线经济、到家经济、

非接触式经济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经济新产

业。安徽提出积极发展在线经济、到家经济、非接

触经济等新经济产业，形成新的增长点。

可见，站在“非接触式”服务风口，“非接触式”

经济正融入社会发展中，成为培育新动能、构筑新

优势、抢占产业制高点的着力点之一。

疫情过后，“非接触式”能否充分落地，促进经济

发展？“加快面向‘非接触式’服务的人工智能技术，

首先要具有更好的智能感知，其次要有更好的人工

智能算法，最后要加强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创

新。”贾伟指出，目前我国对“非接触式”的重视程度

还不够，缺少国家、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标准规范，加

上技术成熟度仍有待提升，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还

无法满足应用需求，因此充分应用还存在一定挑战。

“一种新业态要得到普遍接受需要经历一个过

程，包括消费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非接触式’产

品的成熟度。”孔博说。

随着 5G商用进一步深入，人工智能 3D感知技

术的功能和规模将全面爆发。业界普遍认为，基于

5G商用、人工智能技术成熟、政策支持等利好因素，

2020年因新冠疫情兴起的“非接触式”服务将比2003

年SARS肺炎疫情时期的影响更广，作用力更强。

“当前，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新基建’的兴起加快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为‘非接触式’经济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佳都

科技副总裁兼商用智能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刘斌看

好“非接触式”经济的发展，认为其很有可能成为一

种新的社会形态。

疫情带火“非接触式”服务
产业前景取决于技术成熟度

本报记者 叶 青

“2019 年，在全球半导体市场整体下降 12 个百分点的情况

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超过 75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80%。”在近日举行的工业互联网促进集成电路和终端产业创

新座谈会上，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杨旭东表示。

而作为“新基建”的重要领域，工业互联网的加速发展也给

集成电路产业带来新的机会，比如设计制造过程中的精度保障、

流程优化，需求端的数量攀升、缩短市场导入过程等，工业互联

网产业将成为集成电路的重要需求端和试炼场。

“集成电路产业分为民用及商用类、工业类、军事及航空航

天类，其中工业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半

导体实力的真正试金石，关系着整体工业体系的水平和安全。”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业务副总裁苏琳琳表示，但

与此同时，工业环境通常是非常恶劣的，芯片需要在低温、高温、

强干扰、强震动等极端环境中运行，对于其可靠性和稳定性提出

了高要求。

集成电路是现代工业系统的硬件基础。据北京神州龙芯集

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总裁许彤介绍，工业互联网的三大要求都

是建立在芯片基础上的，即传感、通信与计算：工业互联网是互

联网在机器设备上的延伸，通过网络实时获取机器设备上所产

生的数据，实现工业设备的网络化和智能化；再进一步，工业互

联网连接各个生产要素，对工业终端数据进行端侧和边缘侧预

处理，将信息通过网络聚集到云端形成海量大数据，对大数据进

行智能分析处理，形成信息聚合效应、产生最优方案，是整个工

业体系的再造。“工业互联网端边云的体系架构，为集成电路和

终端产业带来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

长徐晓兰表示。

而从工作流程上来看，工业互联网通过三个步骤实现其效

能：工业数据的采集、工业数据的传输、工业数据的本地及云分

析和处理，分别对应于智能化终端、专网通信、云计算和大数据，

这一过程既需要大量的既有芯片，也诞生了新的需求。

相比于消费类芯片，工业芯片市场总量大、单品利润高，

但和前者相比，也存在导入周期长、单个客户散而量不大、可

靠性要求高以及复杂的服务要求等问题，对芯片制造的材料

和工业有更加严苛的要求，对芯片设计的实时性和稳定性也

有更高标准。

杨旭东表示，发展工业互联网，能够直接提高计算、网络、存

储和智能芯片的出货量。他举例道，如在智能电网、智能城市、

智能建筑等的建设过程中，为了提升效率、降低成本，需要增加

大量智能传感设备，这会带动传感和通信芯片的增长。

谈及新冠肺炎疫情对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影响，徐晓兰表示，

中国有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完整的配套服务，经过几十年的优

化，已经具备较好的健壮性和抗风险能力。“更重要的是，对于信

息技术产业来说，不能老跟着别人走，要实现弯道超车，而工业

互联网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新赛道。”徐晓兰说。

工业互联网加快落地

将拉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崔 爽

禄禄仔意外死亡禄禄仔意外死亡
呵护呵护““熊孩子熊孩子””需从细处着手需从细处着手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当地群众广植树木，近日呈现出
郁郁葱葱的景象。图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高原千亩林木良
种繁育实验基地。 新华社记者 张龙摄

植树守护三江源

柳编是安徽省阜南县郜台乡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支柱产
业，是指用当地种植的杞柳编制成工艺品及日常用品。据统计，
郜台乡有3万余人从事柳编行业，产品绝大多数用于出口，有力
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图为 4月 15日，在阜南县郜台乡，居
民在整理制作完成的柳编制品。 新华社发（周牧摄）

小柳编造就大产业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人们对公共卫生、饮食健

康的关注。在分餐制与共餐制之争中，公筷公勺作

为折中方案，迅速得到了各地餐饮协会、主管部门的

响应，纷纷发出倡议、规范，号召餐饮行业尽快落实。

民以食为天。吃，在国人心目中历来都是天大

的事，吃也早已融入到语言、文化当中。《礼记》中就

记载了大量关于“吃”的礼仪，比如“共食不饱，共食

不泽手”等内容。从魏晋时期开始，共餐制就开始

出现，至今已有近 1800 年的历史。想要在“吃”上

移风易俗，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从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的角度来看，分餐制、

使用公筷公勺无疑是更科学、更合理的选择。科学

研究表明，病原微生物可以借助筷勺传播，引起交

叉感染，典型的就有幽门螺旋杆菌、甲肝及手足口

病，共餐制是致病的高危因素。

另有研究表明，婴儿患上幽门螺旋杆菌的高危

因素就是家长使用私筷，接受调查的 441 名婴儿

中，感染率接近 50%。数据看起来触目惊心，但解

决方式却相对简单：科研人员明确指出，分餐制或

者公筷可以阻断上述几种病菌的传播途径，也是减

少感染、降低发病率的有效措施之一。

尽管这些疾病看似威胁不大，但随着病原微生

物耐药性的增强，它们依然像幽灵一样潜藏在角落

里，有可能威胁到公众的身体健康。而与分餐制带

来的经济负担相比，无论是公共餐厅还是家庭环境

下，公筷、公勺带来的成本几乎不值一提，简单的改

变却能换来健康上更大的收益，可谓一个“划算”的

投入。

提倡使用公筷公勺，也是尊重他人的具体体现。

人们舍不得抛却共餐制，是因为共餐制中觥筹交错间

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公筷公勺既可以保留这

种情感，又能够降低他人与自身健康所面临的风险，为

健康筑起一道防火墙，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过去的一百年间，对分餐制、公筷公勺

的呼吁从没有停止。伴随着科学日趋昌明，人们

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人发表文章提倡公共筷匙。20

世纪 80 年代甲型肝炎、2003 年非典暴发之后，公

筷公勺的呼声日渐强烈。如今，恰是移风易俗的

适当时机。

添上公筷公勺，用小改变撬动健康大“收益”

杨 仑

时评

近日近日，，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大大
熊猫熊猫““秦酷儿秦酷儿””在树上玩耍在树上玩耍。。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张博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