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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景
S C E N A R I O

◎本报记者 崔 爽

应用选萃应用选萃

◎本报记者 王延斌

视觉 AI 可以通过摄像头或传感器来

“感知”外部世界，能将捕捉到的图像或视

频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分析，最后通过机

器深度学习来区分不同物体和特征。一旦

系统学会了如何识别图像中的物体，视觉

AI 就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自动作出决策或

响应。

近日，厦门浩森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密向科技日报记者展示了正在训

练的视觉 AI“大显身手”的新场景。设计

团队介绍，他们将视觉传感器安装在普通

电子秤上，通过先进的算法设计，使视觉

AI 能迅速将物品与数据库中的图像进行

匹配，从而实现精准识别。这款搭载了视

觉传感器和算法的智能电子秤能够在 0.5

秒内精准识别 480 余种果蔬，并自动完成

称重结算。

不同于标准化产品拥有唯一的二维码

信息，散称果蔬种类庞杂、颜色外形容易混

淆，同类果蔬的形态也因成熟度不同而存

在差异。这对算法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为此，该团队不断完善算法，持续训练

模型，进行了数次迭代和优化。

“通过算法设计，我们让机器能够像人

类一样‘看见’并理解‘看见’的世界。”李密

说，其核心技术在于先进的算法中台，能以

图片数量较少的图库让机器完成深度学

习。

李密介绍，通常人们在菜市场购买果

蔬时，都需要人工称重结算。而有了这台

智能电子秤，顾客只需自行将散装商品放

在秤上扫描，摄像头捕捉到图像后，便能迅

速识别出商品种类，配合系统完成自动称

重结算。这一场景的推广和普及将极大提

高零售业的结账效率，不仅节省了人力，也

优化了顾客的购物体验。

能自动识别商品的电子秤、能矫正坐

姿的台灯、能精准找出工业产品微小缺陷

的系统……当前，从家居到工厂生产，视觉

AI 在多个创新场景中展现出强大潜力。

近年来，该团队将深度学习大模型与成像

技术相结合，深耕工业检测、智能识别等，

已开发出 10余种 AI应用并用于多个场景，

覆盖工业及民用领域。

作为“百度 AI 技术生态伙伴”之一，

厦门浩森威视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正着手

与百度共同深入探索不同领域大模型的

创新应用。在李密看来，相较于文本 AI，

视觉 AI 能够处理的信息量更大、产品效

果更加直观，可应用场景多，市场潜力巨

大。“随着计算能力的增强和算法的不断

进步，视觉 AI 将在更多细分领域的创新

场景中发挥关键作用。无论是在复杂的

工业检测中，还是在精密的医疗诊断中，

视觉 AI 都将成为提高效率和准确性的强

大工具。”李密说。

0.5秒内精准识别 480余种果蔬

菜市场里视觉AI显身手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昊 通讯员王源林）记者 1月 7日获悉，广

西壮族自治区元宇宙应用场景创新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近日在南宁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获批的以元宇宙应用场景创

新为目标的省级科研创新平台。

中心由广西数科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联合组建。根据元宇宙研究领域的相关工作需要，中心下设了

元宇宙应用场景研究、元宇宙技术集成创新、元宇宙内容生产、元

宇宙人机交互技术研究、元宇宙空间技术研究、人工智能基础服务

能力（含大模型私有化部署服务）、元宇宙伦理研究和元宇宙哲学

研究等 8个分中心。

“中心将积极对接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挖掘应

用场景资源，通过应用场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探索破解元宇宙

产业落地难、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难题，以应用场景带动产业发

展，以产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中心主任蒋明介绍，“中心虽然设

立在广西，但我们更希望立足广西、拥抱全国。我们热诚欢迎全国

元宇宙相关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产业专家、技术专家和投融资专

家，共同开展元宇宙应用场景创新研究。”

记者了解到，中心筹备期间，广西数科院因地制宜推出了以“茶

噶姐姐”数字人、社保大模型“小桂”为典型代表的特色成果，服务于

民生和产业领域。其中，作为灌阳油茶的形象代言人，以瑶族盛装

女性为原型设计的“茶噶姐姐”数字人形象逼真，能说会道且能歌善

舞。这一数字人的运用，极大提升了灌阳油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今后我们将发挥广西文旅和职教资源丰富的优势，挖掘典型

应用场景，促进高水平招商和引资引智聚才。我们还将积极探索

创意、创作、创新、创造、创业‘五创协同使能’，以及数字资源融通、

产业链融合、多产业融合联动的‘产业数字新通道’。”蒋明表示。

首个省级元宇宙应用场景

创新工程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记者 符晓波

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逐个点击大屏

幕上的按钮。公司各大生产基地的用电

量、用气量、光伏发电量等数据以不同图

表、模型的形式跃然屏上，让人一览无余。

大屏幕所呈现的，是中国钢研集团所

属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

科技）的多层级分布式能源智能管控系统，

这一系统落地应用于安泰科技的能源智能

管控场景。该场景日前被列入工信部等五

部门联合公布的 2023 年度智能制造优秀

场景名单中。

实现多层级能源管控

“我们公司主要做新材料的研发和生

产。在材料合成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能

源的消耗。”安泰科技副总经理喻晓军说。

据介绍，安泰科技目前在全国共有八大生

产基地、下属 21 家子企业。为了对各家子

企业的能耗进行精细化管控，助力公司早

日实现“双碳”目标，2022 年，公司启动了

“多层级分布式能源智能管控系统应用”场

景建设。

喻晓军介绍，多层级分布式能源智能

管控系统是该公司独立开发的系统，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公司的新材料生产场景较

多，对能耗智能管控的应用需求较大，自主

研发的能源智能管控系统可以较快地进行

系统部署和落地应用，并能更好地与公司

的新材料生产场景深度融合。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多层级分布式能

源智能管控系统运用边缘计算技术，结合

数据采集和大数据存储系统，让各子企

业的关键能源数据在公司总部集成，从

而实现对各子企业能耗指标的动态监测

和预警，督促其按时完成公司所下达的

节能任务。

通过与新材料生产制造过程紧密结

合，这套多层级分布式能源智能管控系统

发挥出独特作用。“因为用电是公司能源消

耗最大的部分，所以我们通过在所属子企

业生产现场部署智能电表，首先实现了电

表数据的实时监控和采集。”喻晓军说，不

仅如此，这套系统还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

现了天然气、水和光伏发电量等数据的实

时采集、监控。

在此基础上，该系统利用自建的智能

模型算法技术，与各子企业现有的生产过

程执行系统（MES）等进行关联。喻晓军告

诉记者，多层级分布式能源智能管控系统

与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对接起来

后，就可以监控新材料生产各个工艺环节

的能耗情况。对于能耗较高的环节，能通

过优化相关工艺进行调整。喻晓军介绍，

比如烧结工艺环节是新材料生产过程中耗

能较高的环节。在对这一环节的能源消耗

数据实现实时采集和监控后，工作人员可

以通过调整材料的装炉量和烧结时间，来

探索更加节能降耗的烧结工艺。

场景建设制定“三步走”路线

“目前，安泰科技‘多层级分布式能源

智能管控系统应用’场景建设制定了‘三步

走’的路线。”喻晓军介绍，第一期场景建设

以两家子企业作为试点，取得了突出效

果。2022 年，两家子企业的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同比平均下降 38%，单位产品二氧化

碳排放量同比平均下降 35%，水资源综合

利用率提升 10%，单位产品成本平均下降

15%，总运营成本下降 5%。2023 年底，第

二期场景建设完成，使全公司用电数据采

集监控覆盖率达到 60%。预计 2024年完成

第三期场景建设后，公司用电数据监控覆

盖率可达到 97%。

喻晓军表示，“多层级分布式能源智能

管控系统应用”场景建设，一举多得地解决

了公司在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的多个痛点

问题。比如公司总部需要实时动态监控下

属各子企业每月的能源指标达成情况，督

促超指标的子企业及时改进；各子企业也

可以通过系统数据的分析，及时发现超标

准用电的生产设备或工艺环节，持续优化

提升用电效率。

“在推广应用过程中，我们的多层级

分 布 式 能 源 智 能 管 控 系 统 还 会 不 断 完

善。”喻晓军设想，未来会将公司的生产工

艺数字模型和能源消耗数字模型进行耦

合，把多层级分布式能源智能管控系统升

级成数字孪生模式，推动该系统更加深入

地与生产场景结合，并为生产工艺优化调

整提供参考。

让新材料生产的碳排放有迹可循
智能制造场景秀①

◎本报记者 刘园园

制取一瓶用于活血化瘀的中药口服液，从原料准备开始，要经过

制粉、煎煮、过滤、加工、包装等环节。近日，在山东宏济堂制药（以下简

称宏济堂）莱芜智能制造项目基地，记者体验了血府逐瘀口服液的制

造全流程。在这里，记者看到了全新的制造场景：上述几个环节的工

作已经实现了无人化，靠机器人就能完成复杂繁琐的制造流程。

目前，宏济堂莱芜智能制造项目已经正式投产，宏济堂这个诞

生于 1907 年的“中华老字号”向外界表达了积极拥抱数字化的决

心。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委书记焦卫星认为，该项目是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和济南市重点项目。它将以全新的中药数字

化智能制造场景，为中医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穿上鞋套、戴上头套，记者进入了宏济堂莱芜智能制造项目基

地。从投料区、制剂厂，到中控室、灭菌间、外包间，再到成品仓库，

中药现代化生产的全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医药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宏济堂制药集团总裁兼莱芜公司

总经理张然表示，创新场景采用“5G+工业互联网”智能技术，结合先进

的精益生产、数字孪生、物联网、供应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引进

MES、SCADA、WMS、WCS等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整个项目基地

信息的全部数字化采集和中药生产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张然提到，项目首创了全生产系统封闭链接系统、物料装卸输

送配料系统、智能提取投料系统、智能灭菌物流系统、生产至质检

自动送样系统、中药智能制造智慧园系统等，打造了中药现代化生

产的全新场景。“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16亿支/袋口服液、

6000 批次中药固体制剂，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百亿元，创利税 16

亿元，带动就业 800余人。”张然说。

“中华老字号”

打造中药智造新场景
雅江“雅砻天湖”、理塘“天空之城”、巴塘“高原江

南”……途经中国多个最美景观的 318 国道是无数国人憧

憬的自驾圣地。但长久以来，318 川藏线自驾都是燃油车

的专属体验。山区路况复杂，充电设施较少，对于电动汽

车来说，一旦中途断电，麻烦不小。

如今，液冷超充场景的出现，让想驾驶电动汽车上 318

国道的旅行者不再被充电问题困扰。在川西自驾第一站

蜀道集团雅康高速天全服务区，一排全液冷超充充电桩正

虚位以待。它们用最快“一秒一公里”的充电速度，化解电

动汽车出行者的里程焦虑，让用户充分享受“一杯咖啡、满

电出发”的美美滋味。

沿路而上，在理塘康南旅游集散中心、桑堆服务区，类

似场景同样正在上演，让雪域高原进入“超充时代”。

超充场景“破题”充电难

作为全球最大和增速最快的汽车市场，中国在新能源

浪潮中勇立潮头。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3

年 1—10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35.2 万辆和

728万辆，同比增长 33.9%和 37.8%，市场占有率达到 30.4%。

为了顺应这一趋势，近几年，我国充电桩的建设也在

提速。充电桩保有量从 2017 年的 44.6 万台增长到 2022 年

底的 521 万台，复合增长率高达 63.5%。截至 2023 年 9 月，

全 国 充 电 基 础 设 施 累 计 数 量 为 764.2 万 台 ，同 比 增 加

70.3%。

充电桩的数量虽然增加了，但原有充电场景依然存在

充电桩充电慢、排队时间长等问题。“充电不便捷、续航焦

虑、性价比不高是影响用户选择电动汽车的主要原因。”华

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侯金龙说。

根据充电速度的不同，充电桩一般分为慢充、快充、超

充。慢充主要采用 7 千瓦的交流充电桩充电，需要 7 个多

小时才能充满电。即便使用功率为 50千瓦的快充充电桩，

平均充电时长也普遍在 1 小时以上。因此，每逢小长假，

“排队 4小时充电 1小时”“出行大潮一桩难求”的场面屡见

不鲜。这样的充电场景也让大量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望

而却步。

现实的快速充电需求，催生了全新的液冷超充场景。

据介绍，支持液冷超充场景的充电主机和终端设备均

采用华为全液冷技术。与传统风冷充电桩相比，液冷充电

桩的输出功率更大、散热能力更强、使用寿命更长、充电效

率也更高。华为数字能源智能充电网络技术专家介绍，在

液冷超充场景下，华为全液冷超级充电桩的最大输出功率

可以达到 600 千瓦，最大电流 600 安。这意味着在理想状

况下，使用该充电桩 1 小时可以充电 600 度，充 100 度电仅

需要 10分钟。

“但是超充使得电流增大、产热明显，这就对充电设

备的散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液冷技术利用液体

作为冷却介质，可以有效地将充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迅

速带走，保持充电设备的稳定运行，提高充电效率。”上述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使用这项技术的充电场站还有一个

特点就是兼容性强，它几乎可以匹配市面上常见的所有

车型。

另外，全液冷超级充电桩可以耐受高温、高湿的环境，

防灰尘、防腐蚀，适应多种复杂工况，具备更好的适应性。

与普通充电桩相比，全液冷超级充电桩外观基本无异。但

后者充电线相对较细，重量大幅减轻，车主可以单手进行

充电操作。走近细听，它们工作时没有普通充电桩常有的

风机声。

目前，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正在 318 国道理塘至亚丁段

陆续布局，打造世界首条“高原绿色超充走廊”。液冷超充

场景也在全国 50多个城市、20多条高速沿线落地运行。

分场景打造高质量充电网络

高质量充电站建设是实现电动汽车普及的关键环

节之一，超充技术为高质量充电网络建设提供了有力

支撑。

“充电产业正处于向高质量持续发展的拐点，需针对

不同应用场景，加快建设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充电网络，从

追求‘车桩比’向追求‘高质量’转变。”侯金龙说。他建议，

可以在高速、国道等服务区和加油站，规模布局大功率超

充场景；在公交、物流、矿山等专用场景，实现兆瓦级超充；

在城市公共充电场景，打造 1公里以内的超充圈；在居民小

区等驻地场景，推广直流慢充、智能有序的充电方案。

2022 年 11 月，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在汕湛高速

瓦溪服务区引入华为液冷超充场景，率先建成国内高速

公路首座全液冷超充示范站。在同等电容量的情况下，

该示范站日均充电总量提升两倍以上，日均电力利用率

提升超过 20 个百分点；在同等车位数和时间内，服务车

辆数是传统设备的 3 倍，大大缓解了节假日高速充电排

队拥堵的情况。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城市发力超充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超充场景 。《深 圳 市 新 能 源 汽 车 超 充 设 施 专 项 规 划

（2023—2025 年）》显示，2025 年深圳将建设超充站 300

座 ，“ 超 充/加 油 ”数 量 比 在 国 内 率 先 达 到 1∶1；广 州 宣

布 ，到 2024 年 建 成超级快充站 1000 座，基本建成超充

之都。

“液冷超充场景代表了绿色环保的趋势。利用高效的

充电技术，可以大大减少充电过程中的能源浪费。”侯金龙

表示，各地争相推动超充场景布局落地，无疑将推动新能

源产业发展和交通运输行业绿色转型。

液冷超充场景助新能源车畅行318国道

编者按 场景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真实世界中的创造性应用，可生成具有前沿性、科技感和变革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不断创新的场景正引领

未来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受到各地、各部门和产业界的高度重视。本报于今日起推出场景版，集中报道我国场景创新的典型案例、实践经验和发展趋势，展

现我国场景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场景开放和应用。

桑堆服务区全液冷超充站桑堆服务区全液冷超充站。。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图说现场图说现场

近日，首条高校场景的无人机配送航线正式落户位于深圳的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学生在校内预定已接入美团无人机
配送的商家外卖时，可选择由无人机送到校内指定降落点。配送
效率方面，餐品打包后到送达一般约5到6分钟。图为在清华大学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工作人员展示将餐食从无人机空投柜取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首条高校场景的

无人机配送航线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