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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本报记者 矫 阳

11 月 28 日，2023 龙芯产品发布暨

用户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发布了新

一代通用处理器龙芯 3A6000、打印机

主控芯片龙芯 2P0500，并对外公布了

龙芯处理器核心 IP 及龙芯自主指令系

统架构授权计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

长 史 惠 康 在 大 会 致 辞 中 表 示 ，龙 芯

3A6000 处理器的推出，说明国产 CPU

在自主可控程度和产品性能上已达到

新高度，也证明了国内有能力在自研

CPU架构上做出一流的产品。

无须依赖任何国外
授权技术

龙芯 3A6000 处理器采用龙芯自主

指令系统龙架构（LoongArch），是龙芯

第四代微架构的首款产品，主频达到

2.5千兆赫（GHz），集成 4个最新研发的

高性能 LA664处理器核。同时，该处理

器集成了安全可信模块，可提供安全启

动方案。

“龙芯 3A6000 与龙芯 3A5000 等龙

架构处理器软件兼容。统信、麒麟等操

作系统企业均对龙芯 3A6000新特性进

行全面支持。”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

介绍，龙芯 3A6000 完善了对软硬协同

的二进制翻译的支持，可提高二进制翻

译效率，运行更多种类的跨平台应用，

满足各类大型复杂桌面应用场景。

“龙芯 3A6000 无须依赖任何国外

授权技术，是我国自主研发、自主可控

的新一代通用处理器。它的性能达到

国际主流产品水平。”胡伟武说。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赛西

实 验 室 的 测 试 结 果 也 表 明 ，龙 芯

3A6000 处理器总体性能与国际主流产

品的性能相当。

大会还发布了打印机主控芯片龙

芯 2P0500。这是国内首款基于自主指

令系统的打印机主控芯片。该芯片采

用异构大小核结构，集成多种功能模

块，具有打印数据接收、解析和处理，以

及打印引擎控制、扫描时序控制、扫描

数据、图像处理、马达控制等功能，单芯

片即可满足打印、扫描、复印等多种典

型应用需求。

此外，基于龙芯 2P0500，龙芯中科

还推出了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多

种产品的解决方案，并与国内多个主流

打印机整机厂家合作，完成了打印、扫

描、复印等多种应用适配。

拓展龙架构“朋友圈”

“在政策和市场带动下，基于龙架构

的自主体系基本形成，但各环节都比较

薄弱。‘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龙芯中科将秉承共建、共商、共享的

理念，不断拓展龙架构‘朋友圈’，与合作

伙伴共建龙架构生态。”胡伟武说。

为此，龙芯中科将龙芯处理器核心

IP 及龙架构指令系统开放授权给合作

伙伴，支持合作伙伴研制基于龙芯处理

器核心 IP 及龙架构指令系统的系统级

芯片产品。

会上，胡伟武介绍了基于龙芯自主

指令系统龙架构的软件生态。他指出，

我国信息产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独

立于 X86 和 ARM 体系之外的第三套

生态体系，龙芯中科一直致力于研发基

于自主 IP 的芯片、打造基于自主指令

系统的软件生态，从而夯实自主信息产

业基础。

“龙架构已建成与 X86、ARM 并列

的 Linux 基础软件体系，得到与指令系

统相关的主要国际软件开源社区的支

持，得到国内统信、麒麟、欧拉、龙蜥、鸿

蒙等操作系统以及 WPS 等基础应用的

支持。”胡伟武说。

“龙架构已经得到国际开源软件

社区的广泛支持，成为与 X86、ARM

并列的开源软件世界顶层指令集架

构。Linux 内核、GCC 编译工具链、Go

语言等大量重要的开源软件社区都已

经以较高级别和较完善的程度实现对

龙架构的支持。”龙芯中科副总裁高翔

在介绍龙架构的开源软件工作时表

示，基于这些开源软件社区发布的软

件版本，可以直接构建龙架构的操作

系统发行版。

目前，龙芯中科累计向近 200 个国

际开源软件项目社区贡献超百万行源

码，大量国内外开发者也加入龙架构的

开源生态建设中，为开源社区龙架构版

本开发作出重要贡献，龙架构的基础软

件发展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开源软件生

态体系。

依靠自主创新打造信息产业新生态

龙 芯 新 一 代 处 理 器 发 布
11月 28日，在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中航无人机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无人机”）现场，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举行了一场国企开放

日活动。本次开放日以“大国之翼 龙行天下”为主题，通过

现场参观、试飞演示及论坛分享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了国

产大型高端无人机研制及产业建设的发展成就。经过十几

年的发展，中航无人机自主研制的国产“翼龙”系列无人机

产品已形成谱系化。

翼龙-2亮相国企开放日现场，并进行了飞行表演。翼

龙-2是由航空工业研制的中高空、长航时多用途无人机系

统，具备全天时、全天候、全疆域、多场景任务执行能力。该

无人机系统是我国第一型国产涡桨动力大型无人机系统，

具有先进的气动布局、机体结构、机载系统，选用大功率动

力系统，大幅度提高了无人机平台飞行性能、载荷装载、武

器挂载、数据传输与控制和多传感器综合能力。

“除翼龙-2，目前，‘翼龙’系列已拥有包括翼龙-1、翼

龙-3、翼龙-10等系列平台、一体化指控系统及通用化综合

保护系统，吨位、高度速度和任务能力全覆盖，最大航时达

45小时，航程最大可达 1万千米。”中航无人机副总经理、总

设计师李屹东说。

近年来，立足“一型装备服务两个市场”战略，重点围绕

“大气象、大应急、大安防”相关需求开展技术攻关，“翼龙”

系列已成功完成了多项任务。

在大气象领域，以翼龙-10 无人机为基础研制的海燕

Ⅰ型无人机，以翼龙-2无人机为基础研制的海燕Ⅱ型和翼

龙-2H气象型无人机，已经在甘肃、四川、青海、西藏、贵州、

海南等多地开展作业；在机动观测领域，“翼龙”系列无人机

有效破解气象资料空白区域、复杂环境下观测数据不足的

难题，保障大型赛事气象观测、川西高原西南涡以及南海台

风监测机动气象观测等任务；在人工影响天气领域，先后在

祁连山、川西高原、三江源等地多次执行了人工增雨（雪）试

验任务，充分发挥了在保障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生态安

全的作用。

在大应急领域，翼龙-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攻克了一

系列关键技术，三度参与应急使命演习，助力指挥部构建起

“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同时，其经历了多次

极端条件下的应急救援实战考验，在 2021 年河南郑州特大

暴雨灾害应急救援、2022 年四川泸定地震应急救援、2023

年台风“杜苏芮”福建省受灾地区应急救援等实战任务中，

实现实时侦察、回传现场高清图像、视频数据，恢复公、专网通信，为现场高效指

挥、快速救援提供重要保障。

李屹东表示，“翼龙”系列无人机还能够根据需求，提供定制化的高低搭配和

能力组合方案，配置一体化指控系统、通用化保障设备和全寿命周期保障。

目前，中航无人机已在四川成都和自贡进行全方位布局，拥有完整的无人机

系统制造体系和各类先进的信息化平台，具有无人机设计制造一体化能力，建成

多条涵盖信息化装配系统的无人机装配柔性生产线，是我国无人机研制生产的

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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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堑通途，长虹卧波。11月 28日，由广东省交通集团建设、中交二航局等单
位参建的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主线全部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距离
建成通车更近一步。

图为深中通道主线。 本报记者 吴纯新/文 杜才良/摄

科技日报广州 11月 28日电 （记

者龙跃梅 通讯员欧阳征朝）28日 10时

15 分，随着最后一方压舱混凝土浇筑

完成，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海底沉管

隧道贯通，这也意味着备受瞩目的粤港

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主线贯通。

深中通道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区域，是连接深圳至中山的跨海通道，

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全长

约 24 公里，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建设难

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长约 6.8 公里，

包含沉管段约 5 公里，是世界上首例

双向八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由

32 个管节及 1 个最终接头组成。2023

年 6 月，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攻克了全

部技术难题，这条目前世界上最长、最

宽的海底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最终成

功对接合龙。隧道合龙后，建设者开

始主攻管内后焊段焊接、主体注浆、基

础注浆等。

中交一航局深中通道项目部经理

岳远征介绍，工人同步进行 E23 管内、

管顶舾装件拆除及人孔井水密封堵等

作业，在 10 月底已完成最终接头内外

全部主体作业。

走进海底隧道，只见大大小小的施

工车辆来回穿梭，数百名建设者正忙着

安装隧道防火板、装饰板及相关机电设

施等。在双向八车道中间的中管廊，中

铁十二局深中通道项目机电一标的工

人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管线安装和消

防、排烟设施施工。同时，桥梁工程路

灯、护栏、伸缩缝安装正有序推进中。

目前，深中通道建设者正全力推进

房建、机电及附属工程建设，向 2024 年

建成通车目标冲刺。待明年通车后，从

中山到深圳，将从目前的约两个小时缩

短至 30分钟以内。

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邓小华表示，作为珠江口“A”字形交

通网络骨架的重要一横，明年建成通

车后，深中通道将与已建成的港珠澳

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等跨海跨江

通道，构筑起均衡协调、面向未来的高

速交通网络。

深 中 通 道 主 线 贯 通深 中 通 道 主 线 贯 通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记

者刘垠）第十二届中意创新合作周 28

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中意创新

合作周以“接力科技冬奥，携手高质发

展”为主题，内容涵盖开幕式、部长级双

边会见、平行论坛、中意科技创新项目

“一对一”对接会、中意合作项目展示等

环节。中意与会嘉宾分别在科技冬奥、

智能制造、设计及艺术产业、文化遗产

保护、青年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农

业、食品及健康、蓝色经济、绿色能源等

领域深入交流探讨。

中国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向合作周

致视频欢迎辞，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广

军、意大利大学与科研部部长安娜·玛

丽亚·贝尔尼尼、北京市副市长于英杰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意双方的

4个项目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签约。

本届中意创新合作周由中国科技

部和意大利大学与科研部主办，由北京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以及意大利国家

研究委员会和意大利科学城 IDIS 基金

会承办，共计500余名代表参会。其中，

首都体育学院承办了科技冬奥论坛，中

意先进制造联合实验室承办了智能制造

论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承办了城市设

计、保护与创新论坛，河南农业大学承办

了青年创新论坛。北京市科委、中关村

管委会举办了世界领先园区高端对话。

本届中意创新合作周为期 2 天，中

方 150余家科技机构的 300余位代表与

意方展开项目对接。其中，中意双方约

50 名代表在平行论坛开展主题演讲，

近 80 场科技项目“一对一”对接活动有

序展开。来自中意双方大学、科研机构

和企业的代表充分沟通和交流，切实推

动了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进程。

据介绍，中意创新合作周由中意

两国政府每年轮流主办，自 2010 年以

来，已在两国多地成功举办十一届，促

成大批中意科技合作项目签约落地，

为推动两国科技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是促成中意两国开展全面合作

的重要平台。

第 十 二 届 中 意 创 新 合 作 周 在 京 开 幕

11月28日，第三届中国磁约束聚变

能大会暨聚变能活动周在四川省绵阳市

开幕。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

在聚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国磁约束聚

变能大会，是我国磁约束聚变科学、工

程、管理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交流盛会，

由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

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核集团核

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

单位共同主办。

今年的中国磁约束聚变能大会，

以“聚变梦想、低碳未来”为主题。彭先

觉、于俊崇、李建刚、蒙大桥、张平祥、黄

辉等院士，及相关行业专家将在会上交

流磁约束聚变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人

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并围

绕推动磁约束聚变能关键物理与技术

的发展，促进相关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

的交流与融合，推进我国参与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的建设、运行、

实验，以及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的设计

和关键技术的攻关等，开展深入研讨。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

心副主任钱小勇在会上表示，近期我

国在聚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

骄傲的成绩：今年 4 月，全超导托卡马

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获得了 1.2

亿度、403 秒稳态高约束等离子体，创

造了该参数下运行时间新的纪录；8

月，中国环流三号（HL-3）首次实现

100 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

模式运行，是我国核聚变研发的又一

项重要进展。同时，在氚工厂方面，我

国已开展了首个包含内外燃料循环的

完整氚工厂系统和氚安全包容系统的

详细概念设计，建立了包含内外燃料

循环的全流程缩比氚工厂工艺演示系

统，完成了国内首次克量级氚循环工

艺 验 证 试 验 ，氚 回 收 效 率 达 到

99.7%。今年 11 月，我国已完成最后

一批 ITER 磁体支撑产品制造交付，

按时兑现国际承诺。

据悉，本届大会暨聚变能活动周

期间，还将举办国家磁约束核聚变能

研究进展研讨会、大科学装置管理论

坛、核聚变研究国际合作论坛、科技金

融聚变圈高峰对话、企业专场交流会、

聚变人才培养论坛、院士进校园开展

聚变科普讲座、聚变红色之旅、核聚变

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展览等系列活动。

我国聚变能研究取得一系列成绩

科技日报青岛 11月 28日电 （记

者宋迎迎）28 日，山东省青岛市胶州湾

海底天然气管线正式实现通气运行。

该管线总长 72 公里，其中陆地段约 60

公里，下穿胶州湾海底段约 12 公里，是

国内涉海距离最长的城市燃气管线。

该管线将为山东省首个重型燃气

机组示范工程——华电青岛 9F 机组热

电联产项目提供天然气输送保障，为青

岛市东岸主城区实现无煤化供热提供

“十足底气”。管线年输气 36 亿立方

米，可满足青岛未来 20年发展需求。

负责该项目建设的青岛能源华润

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毕洪波介绍，该

项目沿线地质及海域环境复杂多变、国

内罕见，穿越大、小型河流池塘50余处，

大沽河定向钻从河面下27米穿越，相当

于九层楼高的深度，水平长度 2482 米，

刷新了国内直径 1016 毫米城市燃气管

线水平定向钻穿越长度纪录。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还是国内首条

正下穿跨海特大桥的城市燃气管线，首条

采用陆对海定向钻工艺敷设的城市燃气

管线（穿越长度1402米，深度45.2米）。

“为推进项目建设，我们首次采用

智慧化工地管理模式，采用国内领先的

全自动焊机和全机械化防腐补口技术，

焊口一次性合格率 98%以上。”工程总

包单位、中石油管道局总经理助理黄诚

介绍。

作为董家口 LNG 气源输青大通道

的关键一环，青岛市胶州湾海底天然气

管线的建成和投运，实现了 36 亿立方

米/年的输气能力，满足沿途上合示范

区、青岛高新区以及青岛城区大型燃气

发电项目，“煤改气”工程的用气需求。

管线通气运行后，每年可替代煤炭消耗

536 万吨、减少碳排放 500 万吨、减少二

氧化硫排放 2.16 万吨、减少粉尘排放

4320吨。

国内涉海距离最长城市燃气管线通气运行

◎陈 科 实习记者 李诏宇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蔡
金曼 张未 王豪 记者付毅飞）记者从

国家航天局获悉，“星月交辉 海天胜

览——科技荟澳系列活动”28 日在澳

门科学馆拉开帷幕。该系列活动旨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澳

门科学一号”卫星研制的澳门科技大学

师生代表的回信精神，落实中央支持澳

门科技发展决策部署。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主任郑新聪、国家航天局局长张

克俭出席活动，见证“澳门科学一号”卫

星投入使用证书、长期运行管理协议签

署。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澳门

特别行政区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戴

建业出席活动并致辞。

李国平表示，举办科技荟澳系列活

动、展示嫦娥五号采回的月球样品，是落

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给澳门科技大学师生代表回信精

神，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锐

意探索、深度合作的切实举措。内地与

澳门合作研制的“澳门科学一号”卫星是

澳门首个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也是国

际上首个监测南大西洋异常区域地磁场

与空间环境的科学探测卫星，将在提升

澳门科技创新水平的同时，助力澳门经

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开辟内地与澳门

科技合作新模式，树立粤港澳大湾区科

技发展新范例。国家有关部门将与澳门

人民共享航天航海科技进步成果，期待

更多的澳门科技人才参与其中，期盼澳

门青少年积极了解并立志投身祖国航

天、航海的伟大事业。

戴建业表示，本次活动是澳门与内

地在航天科研、交流及科普方面紧密合

作的体现。相信未来在特区政府与国

家航天局的共同合作下，两地航天事业

相关单位定能继续同心协力，在支持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后续项目的科学

研究和技术应用、航天相关人才培养及

国际交流等工作上，为国家的航天事业

发展进一步贡献澳门力量。

与会领导共同为“逐梦苍穹 探索

深海——中国航天航海科技荟澳”科普

展览，以及月壤首次入澳展示揭幕，并

启动第二届澳门航天发展论坛。

“星月交辉 海天胜览——科技荟澳系列活动”举行

（上接第一版）
如今，杭州已集聚 7 家浙江省实

验室，36 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和浙江

大学、西湖大学等 28 家高校院所，涉

及视觉智能产业技术创新的科研院所

不在少数。

《意见》提出，以杭州市科技局与

杭州市经信局为落实单位，依托高校

院所、科研机构力量，加强大数据智

能、跨媒体感知计算、混合增强智能等

基础研究；聚焦视觉智能芯片、核心器

件等研发和应用，支持企业、机构申报

国家科技项目和省“尖兵”“领雁”项

目；征集视觉智能技术攻关清单，通过

市重大科技专项给予支持。

“智能发展的核心关键就是让社

会变得更加有效率，让工业的自动化程

度越来越高，让人获得解放。”在北大信

研院院长蒋云看来，杭州作为视觉智能

产业的头雁，将持续做强产业的头部资

源，辐射至浙江省、长三角，切实打响

“视觉智能第一城”的城市品牌。

（上接第一版）
今年是《研究前沿》系列年度报告

发布的第十年。“从 2014 年开始，中国

科学院战略情报研究团队与科睿唯安

公司合作，面向全球发布《研究前沿》

系列年度研究报告。经过十年潜心打

磨，报告研究方法持续优化，核心内容

不断丰富，获得科技界、各级政府部

门、主流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

注。”战略咨询院院长潘教峰说。

十年来，研究团队结合报告内容

并引入专家智慧，从宏观视角和中长期

维度对报告内容进行全面解构和综合

分析，力图突破静态的、单一学科、单项

技术和成果评价维度的限制，从整体上

前瞻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

潘教峰表示，从十年的时间尺度

上来看，这些前沿方向因应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客观呈现了

科学发展的清晰脉动和连续图谱，突出

反映了科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科技突

破和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和特征。

中国5个领域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