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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抗寒潮战雨雪

科技日报南京2月 22日电 （记者

金凤）伴随着持续的轰鸣声，车身喷出

一股气流，道面冰雪一吹而起，瞬间吹

散，道面随即显现。近日，一组航拍沪

宁高速公路深夜除雪的视频走红网络，

画面中，一辆吹雪车在前方带路，大小

车辆紧随其后。这些吹雪车，是江苏交

通控股有限公司为江苏的高速公路、机

场等交通要道迎冰战雪出动的利器。

与众不同的是，部分吹雪车的发动机来

头可不小，为退役飞机的航空发动机改

装而来。

“这两天，我们协助江苏交通部门，

已经在江苏徐州、连云港的 7 条高速公

路路段进行了吹雪。”2 月 22 日傍晚接

受记者采访时，无锡友鹏航空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鹏”）生产部部

长俞福新刚刚结束在连云港的吹雪作

业技术支持，正匆匆赶往徐州。

友 鹏 的 吹 雪 车 有 颗 不 同 寻 常 的

“内心”。友鹏董事长李健介绍：“吹雪

车的‘心脏’是由退役的航空喷气发动

机改装而来，借助发动机排出的高速

燃气流与道路表面呈现的倾角，吹雪

车 可 以 将 冰 与 雪 从 路 面 上‘ 连 根 拔

起’，破碎成烟雾状，再扬到高速公路

外的边沟里。”

李健表示，由于吹雪车的工作环

境恶劣，公司技术人员对发动机的结

构和控制系统进行重新改装，重新设

计油路、电路、进排气系统、传感器，并

做成“傻瓜式”的操作系统，让操作员

点击触摸屏就可以启动吹雪车。如果

使用中遇到故障，还可以通过物联网

将数据传到公司后台，技术人员可以

远程诊断。

“之所以采用航空发动机，是因为

它们的重量轻、体积小、功率大，涡喷气

流速度快，能瞬间将积雪吹散。目前，

吹雪车的吹雪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 40

公里，将距离车身 5 米的积雪全部吹

散，距离 10 米的积雪大部分吹散。”李

健说，此前，公司的吹雪车曾在乌鲁木

齐吹除过 1.2米—1.5米厚的雪。

随着寒潮席卷南下，长三角地区多

个城市出现雨雪冰冻和降温天气。各

类吹雪车的足迹已涉及江苏徐州、连云

港、宿迁等地。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当路面积雪较厚，同时伴有

结冰的情况时，他们将会对特大桥、大

桥、匝道等路段，利用吹雪车进行吹扫

一体作业。相较于传统的滚刷和推雪

板除雪车，吹雪车作业能力提高 3 倍—

4 倍。20 日以来，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已出动除雪保畅人员近 2 万人次，除

雪车辆 3000余台次。

针对高速公路桥梁路面结冰较厚

的情况，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

司首次尝试热再生加热机机组，采用间

歇式热辐射加热技术，释放出强大的热

能向路面渗透，如同一个“大熨斗”快速

融化路面冰雪，与传统除冰方式相比，

融冰效果更彻底。

配备退役飞机航空发动机，吹雪速度可达每小时 40公里

科 技 利 器 将 冰 雪“ 连 根 拔 起 ”

科技日报太原2月 22日电（实习

记者赵向南）“由于没经验，遇到大雪天

就着急。农技人员冒雪赶来，现场指导

防冻技术，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心里就

不慌啦！”2月 21日，在山西省大同市云

州区党留庄乡云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蔬菜大棚，公司负责人严杰对农技人员

感谢道。农艺师霍宇恒站在雪地里，仔

细查看大棚加固情况，并建议及时清理

大棚积雪，做好棚内夜间保温工作。

连日来，山西省出现强降雪，降雪

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给当下农业

生产带来不利影响。该省农业农村厅

深入贯彻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应对寒

潮雨雪天气安排部署，印发《关于做好

近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技术指导

服务的通知》，连续印发多期“农业气象

灾害风险预警提示”，组织全省省市县

乡四级 1.4 万余名农技人员，分赴 99 个

受雨雪天气影响较大的县（市、区）开展

科技防灾减灾工作，11个市级农业农村

局发布雨雪天气预警及技术服务信息

68 条，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菜篮

子”产品稳定供应。

春寒料峭，风雪交加。农技人员下麦

田、进圈舍、入大棚，指导农户科学防范和

应对。山西省小麦产业服务专队多支小

分队分赴芮城、新绛、翼城、襄汾、太谷等

县（市、区），实地开展墒情苗情调查，制定

“山西冬小麦应对早春寒潮雨雪攻略”，指

导农技人员和麦农做好田间管理。

“中部地区冬小麦存在一定的受冻

风险，不过当前壮苗比例较高，土壤墒

情较好，田间条件有助于小麦抵御本轮

低温天气。”山西省小麦产业体系副首

席专家孙敏、岗位专家林文带领团队成

员，踏雪在太谷等地开展小麦生长情况

调研和指导。在新绛县三泉镇平原村

国彦合作社小麦种植基地，高级农艺师

刘筱颖提出因地因苗分类施策、趁墒追

肥等具体建议。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副处长乔

羽介绍，山西有 18 支省级技术服务专

队，常年在一线开展技术服务。这次抽

调了相关的 8 支省级技术服务专队，有

小麦、果业、蔬菜等专队。专队专家深入

一线分析研判，分作物、分产业发布 11

项管理技术建议和应对措施，深入 37个

服务重点县开展指导服务580余人次。

防范雨雪冰冻灾害，省市县乡四级

农技人员，省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和乡土

专家纷纷行动起来，冒雪在田间地头、

院落村户为农户支“暖招”。2月 20日，

在吕梁长青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吕梁市

水产专队的专家们帮助养殖户解决实

际困难，并提醒养殖户们密切注意塘内

水质变化，把冰面上的积雪尽量清除

掉，便于观察水质。当天上午，朔州市

朔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 3 组

21人，走进青圪塔村大棚园区等 9家设

施果蔬大棚，指导防寒工作。

农技人员踏雪送“良方”支“暖招”

大雪初降的京雄高速上，行车安全诱导系统等

车路协同系统，为往来车辆保驾护航；京津冀智能

算力中心的冷却车间内，一根根红黄蓝绿的水管交

错，不停歇地工作；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

大数据创新产业园内，独特的低温环境有效地助力

了服务器的节能减排……

2月 21日至 22日，临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京津

冀协同发展重要讲话十周年之际，记者伴着龙年新

春第一场瑞雪的“脚步”，在由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天津市通信管理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联合主办的

“京津冀智算云联”媒体行活动中走访了京津冀多

地，领略到京津冀三地在推动算力产业发展，以“数

智”力量赋能三地协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出

色成绩。

京雄高速，是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确定的构建

“四纵三横”区域高速公路网组成部分。

大巴车缓缓行驶在雪后的京雄高速上，记者看

到道路两旁竖着一杆杆长约数米的杆件。这些杆

件看似不起眼，却默默地为行车人提供了切实可靠

的保障。“这些杆件上装载了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

能够将车辆的各种行驶数据传输到我们的智能管

控平台。一旦出现异常停车、交通事故等特殊情

况，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得知，并向有关部门反馈情

况。”中国移动北京公司重客中心客户经理刘玲说。

刘玲介绍，京雄高速（北京段）项目采用“1+1+

1+5+4”架构设计模式，即 1 套泛在感知体系、1 套

融合通信系统、1个路段管理中心、5个综合应用平

台、4大智慧应用及服务。5大平台系统相互协作，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高速公路传统 3 大机电系

统，可实现管理决策科学化、路网调度智能化、出行

服务精细化、应急救援高效化。

各类先进信息技术，都离不开算力的保障。

位于天津市武清区的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

力中心，正是保障者之一。在这里，一幢幢黑白相

间的高楼内，机房、冷却车间、应急发电设备等分布

其中。各类服务器运转不停，为工业、交通、医疗等

重点领域提供了算力赋能。

北京电信算力规划建设专家赵梦麟介绍，京津

冀智能算力中心由天津电信和北京电信联合建设

运营，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算力基础

设施工程，具备承载 2.8 万个机架的超强算力。“我

们打造的低时延、大宽带、高可靠智能算力生态体

系，可为京津冀地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开放、共享、普惠、低成本的算力服务，满

足京津冀企业的算力需求。”赵梦麟介绍。

车辆沿着 G6 高速一路向北，翻越群山，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车门

打开，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天气寒冷，可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之一！”河北联通政要

客户中心副总经理仇旭东笑着说。

中国联通（怀来）大数据创新产业园是国家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也是

中国联通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布局的唯一节点。该产

业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节能减排。

仇旭东介绍，他们利用所在地常年较为丰沛的自然冷量，成功减少了对制冷

设备的依赖，解决了一部分能耗问题。此外，他们还引入了间接蒸发冷却空调，

能够根据当前的气温计算出需要运行的空调数量与运行功率，最大程度避免冷

量的浪费。

算力赋能，产业增辉。算力的发展对于产业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这也是

目前行业努力的方向。以人工智能为例，北京联通协同联通数科公司目前正在

积极探索构建人工智能信创化体系和自主可控的信创化智算能力体系。

记者了解到，京津冀地区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之一，是我

国算力市场的重要板块。目前，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天津为支

撑、河北为承接的协同发展功能格局，为三地数据中心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科技日报北京2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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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李诏宇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求，我社对以下申领记者证人员资格进

行了严格审核，现将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洪敬谱 梁 乐 王禹涵 张毅力 赵向南 朱 虹

公示时间：2024年 2月 23日至 2月 29日。对公示信息如有异议，可实事

求是地向我单位人事部门反映问题，反映者须署真实姓名，并提供必要的调

查线索。举报电话：（010）58884035

科技日报社领取新闻记者证
人员名单公示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2日电 （记

者华凌）“十年间，京津冀三地经济总

量连跨 5 个万亿元台阶，达到 10.4 万

亿元，是 2013 年的 1.9 倍，区域整体实

力持续提升，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生机

勃勃，扎实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22

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

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协同

办副主任、京津冀联合办常务副主任

刘伯正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成效

时表示。

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

城市，北京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

“牛鼻子”，以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一系列疏解整治促

提升“组合拳”，让首都发展深刻转型。

副中心城市框架全面拉开，保持

千亿元级投资强度：城市绿心公园开

园迎客，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

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建筑

盛装亮相，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东

六环路入地改造全面提速。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任

洪源说：“三地着力提升产业协同水

平，区域配套更加紧密，新质生产力加

快成长，一批优势产业链和先进制造

业集群逐步形成。2023 年，京津冀地

区 工 业 增 加 值 达 到 2.43 万 亿 元 ，是

2013年的 1.43倍。”

“三地科技部门充分发挥北京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结合

天津先进制造优势、河北环京地缘优

势，深入推进京津冀科技创新协同发

展。截至 2023年 12月底，中关村企业

在津冀设立分支机构数量已突破 1 万

家。”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二级巡

视员张志松介绍。

“ 交 通 是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重 大

国家战略率先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

之一。”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

道刚表示，“十年来，三省市牢牢把

握交通的基础先导作用，着力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世界

级港口群、机场群，持续开展运输服

务协同联动，交通一体化从‘蓝图’

迈向‘现实’。”

京津冀协同十年：经济总量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
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迎来
龙年首场大范围雨雪天气。湖
北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做好
除雪除冰、保畅保供工作。

图为2月22日，中建三局总
承包公司建设者在武汉市武昌
区东一路附近扫雪。

新华社发（谢杰夫摄）

除雪除冰

保畅保供

2 月 18 日凌晨 2 时，江湛铁路南坦

海特大桥上寒风凛冽。广铁集团肇庆

工务段江门路桥检查工区工长关琳和

工友头戴明亮的头灯，仔细检查着高铁

全封闭声屏障设备。

“春运期间，动车数量增加，列车风

压及振动的增加对全封闭声屏障影响

加大，需要认真检查，保障设备稳定运

行。”关琳对正在检查全封闭声屏障设

备的同事提醒道。

这一条高铁全封闭声屏障位于江

湛铁路南坦海特大桥上，采用了目前世

界上较为先进的隔声设备和技术。关

琳说：“江湛铁路是连接珠三角核心城

市与粤西地区的高铁线，春运期间，每

天都有 100 多趟高铁列车通过。为保

障设备安全，我们从凌晨开始工作，一

干就是五六个小时。”

由于白天线路上有列车运行，他们

的工作都是在夜间进行，与月光做伴。

“全长 2036 米的声屏障共安装了

4.2 万多块吸声板，是目前世界上较为

先进的隔声设备和技术。”关琳介绍，要

保证列车安全通过，他们必须对声屏障

43632 个螺栓部件进行仔细检查，不能

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月 17 日 22 时，人员集合完毕，关

琳核对报工单清点上道作业人数，与现

场防护员一起对提报上道的工机具进

行清点、拍照，等候“天窗”命令，严格按

照高铁作业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

18日凌晨 0时许，关琳与驻站联络

员、调度核对完封锁调度命令后，随后

开启工作门。高铁全封闭声屏障能够

减少噪声污染，确保生态环境良好。江

门路桥检查工区职工们结合日常检查、

维护积累的经验，摸索出“望、敲、拧、

测”4 字检查法，总结出拱形全封闭式

声屏障检查法 13 项，解决了在检查中

容易出错或者疏漏的重点项目、关键环

节、关键处所等问题，有效提高了春运

期间检查效率及检查质量。

凌晨的南坦海特大桥上，气温已低

至 5 摄氏度。尽管大家穿上了厚厚的

“铠甲”，湿冷的海风还是把大家冻得忍

不住发抖。而关琳他们要保持极高的

专注度，与毫厘较真，完成各螺栓零部

件的测量、紧固、检查等工作，守护着铁

路的安全与畅通。

忙碌到凌晨 5 点多，大家的工作才

结束，关琳在工作门边确认清点人数，

检查工机具是否有遗漏。工区职工周

俊宏说：“确保春运铁路运输安全是我

们的责任。”月光下，留下了他们逐渐离

去的背影。

月 光 下 的 坚 守
——记寒风中坚守岗位的南坦海特大桥铁路人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 讯 员 蔡 震 王培锋 林 明

（上接第一版）
2014年被称为新能源汽车元年，新

能源汽车迎来爆发式增长。谭旭光直

觉敏锐，“新能源要来了”。一年间，他

满世界飞了 40 多万公里，到了硅谷，到

了斯坦福大学，到了欧美搞智能驾驶的

各大创新公司……他深信“没有调查研

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此后，潍柴牵头建成国家燃料电池

技术创新中心，全面布局动力电池、氢

燃料电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三大

新能源技术路线的逻辑清晰起来。

当全球首款大功率金属支撑商业

化 SOFC（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在潍

柴诞生，并以 92.55%的热电联产效率创

下世界纪录时，潍柴又一次在新赛道上

实现“超车”。

时间证明了他的判断。

要强大，必须拥有
世界公认的、别人拿不走的
核心技术

从 2002 年决定研发融合内燃机前

沿科技的“蓝擎”开始，潍柴用 20 多年

时间，在发动机、商用车动力总成、工程

机械液压动力总成、农业装备无级变速

动力总成、新能源动力上都实现了自主

突破和商业落地。

梳理种种突破背后，“深耕科技，引

领行业，实现节能”是贯穿研发过程始

终的一句话。

2023 年 1 月 17 日，谭旭光被《科学

中国人》杂志评选为“影响力科学家”。

作为在充分市场竞争中打拼出来的企

业家，战略型、科技型始终是他身上的

鲜明标签。

什么是科技型企业？“很简单，就是

你的产品、技术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

力，其核心就是你有没有溢价能力。我

们不做低价产品、不做低毛利产品、不

做低附加值产品，要实现高附加值、高

利润、高投入，那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科

技含量。”谭旭光这样解释。

大成果背后是大投入。

梳理潍柴近 20 年的研发之路，“有

钱就投，坚持投入；到了一定阶段，研发

投入要由工程应用向原创发明倾斜。

这些年，一直保持 6%—10%的研发投

入。”谭旭光说。

他始终认为：“要强大，必须拥有世界

上公认的、别人拿不走的、行业依赖我们

的核心技术，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谭旭光长期奋斗在我国动力系统

工程技术创新和实践一线，将科学与工

程完美地融为一体，并落实到一件件国

家需要、行业推崇、市场认可的产品上，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家卓越工程

师”的内涵。

如今，带着荣誉回到工作岗位上，

谭旭光更着眼于下一代。“作为一名卓

越工程师，不是你做出了哪些具体成

果，而是带动了一批工程人、影响了一

代工程人。”他说，“干好一件事，培养一

批人，才能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