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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都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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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从一卷不锈钢板材到一台洗碗机，

生产过程要经过上百道工序。之前，人

工检验难免出现疏漏差错；如今，生产

线上多了一双 AI“眼睛”。在 AI视觉辅

助人工质检的帮助下，生产线一次装机

不良率下降至 1.1%，品质提升 50%。

5 月 16 日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随“ 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

进 广 东 佛 山 的 美 的 厨 热 洗 碗 机 顺 德

工厂。

这座工厂是亚洲最大的洗碗机生

产基地，年产量达 600万台，产品销往全

球 145 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其订单

处于稳健上升的良好态势，今年的内销

与外销同比均保持双位数增长。

从制造变“智造”

“以前我们都是靠人眼去判断哪里

出现了差错，现在通过 AI 视觉识别，一

旦不符合标准操作，机器会自动停止，

大数据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负责人。”

美的洗碗机工厂厨热硬物洗护产品总

监仇灿华说。

美的洗碗机工厂 MBS 及数字化负

责人熊涛进一步介绍，目前洗碗机本身

也通过应用 5G、AI、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实现了数字化转型。一系列

技术加持，使得其单台成本下降 14%，

交付周期下降 30%，产能提升了一倍，

人员下降了 49%。

如今，该工厂的生产线，最快 18 秒

就能下线一台洗碗机；从上线到下线生

产一台洗碗机，最快只需要 890 秒作业

的时间。

从制造变“智造”，背后是广东佛山

加速“数改智转”，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探索和实践。

佛山制造业综合实力雄厚，是全国

唯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2023年，该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3 万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超 6300 亿

元，分别居全国城市第四、第五位。

加速“数改智转”

经济体量大，企业数量多，如何才

能实现“数改智转”？

佛山市工信局副局长李天赠介绍，

佛山强化政策支持，深入落实《佛山市推

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措

施》，配套财政资金100亿元，对制造业转

型进行全周期奖补。其中数字化示范工

厂最高可获奖励 2000万元，固投最高奖

励达到 1 亿元。此外，佛山还设立了总

规模 300 亿元、首期 100 亿元的制造业

转型发展基金。 （下转第二版）

制造有“智” 转型有“数”
——广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线调查

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以西 5 公里处，

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巍峨耸

立。在茫茫戈壁滩上，它已历经了 650

多年的风雨洗礼。

作为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这里传

承着一代代“守关人”驻守边关的诗意传

说。4月 26日，记者登上嘉峪关长城，倾

听新时代“守关人”讲述用现代科技守护

巍巍雄关的故事。

“2012 年到 2015 年间，嘉峪关城墙

经历了一次全面修缮。”嘉峪关丝路（长

城）文化研究院长城保护研究所所长张

斌回忆道。

2021年11月启动的嘉峪关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运用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利技术，

将“PS材料”（一种高模数的硅酸钾溶液）

滴注渗透到墙体表层黄土中。这一创新举

措，不仅加固了夯土表层，也提高了墙体的

抗风蚀、雨蚀能力，有效地保护了墙体。

张斌告诉记者，在对损坏墙体进行

修复时，他们专门选用了和原始墙体土质

一致的黄土。这些黄土经过一段时间的

焖制熟化后，技术人员又对其采用传统夯

杵夯打工艺，提高了夯土的夯实系数和密

实度，从而确保了夯土墙体的坚固性。

“在修复青砖海墁地面时，我们更是

采用了精心‘炮制’的糯米灰，这种由糯

米汁与白灰膏混合而成的材料，使得铺

砌的地面更为牢固。”张斌说。

“量身定制”的方案，让“天下第一雄

关”的修缮达到了标本兼治的效果。此

外，当地还在城墙上安装了安全技术防

范以及消防、防雷系统设施等，使得保护

管理水平和保护能力得以全面提升。

4 月的河西走廊，艳阳高照。嘉峪

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文化遗产监测

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侯凌静，手持监测设

备，正在对墙体进行细致的巡查。

“每一处受损墙体都需要仔细检测，

这样我们才能及时给长城‘治病’。”侯凌

静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关城墙体的

水分、盐分和墙体裂缝等进行监测，收集

数据，为之后的监测分析工作奠定数据基础。”

近年来，该中心利用风速仪、悬挂式测斜仪、土体压力计

等先进设备，对关城本体及赋存环境进行了日常监测，最大

限度地减少了各种风险因素带来的危害，不仅节省了人力，

也提升了效率。

侯凌静说，通过采集气候、土质以及人类活动等数据，经

过深入分析研判，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维护措施，及时对关

城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缮。

如今，嘉峪关文物保护部门已创建了“风险监测—综合

预报—提前预警—即时处理”的工作模式，为文化遗产保护

科学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嘉峪关市还立足当地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现

状，精心谋划了嘉峪关长城数字化保护展示工程、嘉峪关遗

产监测中心监测系统工程以及嘉峪关文化主题活动等，共计

10个板块 50个子项目的重点项目库。

“通过这一系列工作，我们实现了对文物保护利用项目

的大梳理、大整合。”嘉峪关市相关负责人说，嘉峪关市将全

力做好长城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文化价值发掘工作，立足现

有基础，打开新思路、实现新跨越、谋求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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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景德镇流光溢彩、窑火不熄，

古老的千年瓷都充满现代活力。依托御

窑厂遗址出土瓷片建立的景德镇御窑博

物馆，是著名的网红打卡地，这里 24 小

时灯火辉煌，璀璨的瓷器向游客们讲述

着火与土的千年传承与创新故事。

8 公里外，是一座现代化陶瓷工业

园区，这里机械运作声不绝于耳。4 月

27日晚，记者在园区陶瓷智造工坊看到，

一辆满载瓷坯的窑车自动驶入长达 62

米的隧道。这条隧道的专业名称叫高温

还原隧道窑，瓷坯将在隧道里经过 14 个

小时 1380℃的高温烧制，最终幻化成

瓷，华丽变身。

由 于 起 燃 成 本 非 常 高 ，为 保 障 产

能，高温还原隧道窑还配置了相应的静

压设备。“这种设备几秒钟就可做出一

件瓷坯，节省了大量时间。”景德镇邑山

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包义介绍，该设备

通过 300 公斤的压力可将干粉直接压

制成型，从而省去了烘干环节，缩短了

三分之一的制作流程。这使得生产效

率提高了 80%，变形率则从 15%降到了

5%。目前该企业的两座隧道窑日产量

可达 3 万件。

刚性的全程自动机械化，确保了瓷

器的标准化生产；一条条柔性生产线，则

让景德镇瓷器产业充满更多可能性。

在陶瓷智造工坊里，伴随着精密仪器

的制作声，形态各异的瓷器正舒展着身

姿。传统陶瓷设计在图纸绘制、实物测量

和模型制作环节，主要运用手工和传统测

量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受设计者经验、

制作材料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在这个工坊里，瓷艺师手持多功能

3D 扫描仪扫描一下泥模，3 分钟左右就

完成了泥模高精度 3D 数据采集。随后

工作人员将数据导入专业的 3D 设计软

件，并调整出想要的尺寸，即可将模型导

入 3D 打印机/CNC 精雕机。随着白色

激光点的舞动，一座陶瓷母模“平地起高

楼”般生成。

凭空想象出的形状，经过电脑扫描制作成模具程序，

也可以进行 3D 打印。“过去定制一件工艺品大概需要 5 天

时间，现在 20 个小时就够了。”瓷艺师熊星说。

在产业布局上，景德镇市不仅“刚柔并济”，还有着超

前视野。先进陶瓷是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必争之地”，也

是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潜力所在。从 2021 年起，景德镇

市明确把先进陶瓷作为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其先进陶

瓷产业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并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如实现了国内小型高容车规级 MLCC 产品的进口

替代，高纯氧化铝粉体产业化制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奥超声波传感器、换能器件等系列产品在国内市场处

于领先地位等。

该市计划到 2025 年，先进陶瓷产业规模达到 500 亿元。

这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景德镇陶瓷工业。

“景德镇计划将加快推动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奋力把‘千年瓷都’这张靓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雪梅说，未来景德镇将推进日用陶瓷规

模化、艺术陶瓷精品化、先进陶瓷高端化，努力再创“工匠八

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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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背后有

什么科学原理？“奋斗者”号从万米海底

上浮，有什么“秘密武器”？《流浪地球 2》

里的最酷科技——硅立方浸没液冷计

算机到底长啥样？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第

二十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中找到答案。5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国科学院百余个科

研院所和院属高校“打开大门迎客人”，

开放国家级科研场所，组织“硬核”科普

活动，为公众奉上了精彩纷呈的科普

“盛宴”。

沙塔蠕虫盖房记、不怕水的纸、白色

污染特务、仿生魔法学院……中国科学

院理化所“魔术一条街”成为小朋友们欢

乐的海洋，30余个科学互动实验在这里

上演，内容涵盖了低温技术、光化学、仿

生材料、激光技术等多个学科。从硬核

技术展品亮相到科学家与公众零距离交

流，从科学实验秀到科普音乐剧，理化所

的活动营造了科学日的浓郁氛围。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由该所自

主研发的 CasiaHand系列仿人五指灵巧

手，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围观，并参与

互动。灵巧手模仿人手的形态、尺寸、

结构，以及触觉感知、驱动原理等，最终

达到了接近人手的灵活性，可以帮助和

代替人类完成许多操作任务，可应用于

科研、服务、特种、工业等多种领域。

“妈妈，没有水，小鸭子是怎么游起

来的？”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所，科研

人员现场演示了一种神奇的教具——

流化床。当流化床内的气路打开后，床

内的细沙粒会在气流作用下，像水一样

流动起来，里面的小黄鸭仿佛在“水面”

嬉戏。在这里，爱科学的小朋友们穿上

实验服、戴上实验手套，成为小小科学

家，认认真真地动手做起了科学实验。

从“分子裁缝”到“冰花绽放”，再到

“闪耀星尘”……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一系列寓教于乐的科学互动实验和游

戏，让化学知识不再遥远，而是变得触

手可及，充满乐趣。科学小实验和游戏

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围观参与，他们不仅

动手实验，还连连发问，探究实验背后

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知识。

2023 年，备受瞩目的《流浪地球 2》

上映，太空电梯、行星发动机等前沿科

技让观众大饱眼福。片中扮演“未来航

天中心计算机”的硅立方浸没液冷计算

机模型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对外展示，

吸引了众多观众打卡留念。此外，计算

所还向公众科普展示了“一生一芯”计

划、最新一代龙芯、寒武纪智能芯片等

10多项科研成果。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院士讲座为

公众科学日活动惊艳开场。中国科学院

院士王玉鹏以《物理的功能》为题，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物理学作为基础学科的重

要性，以及凝聚态物理的丰富内涵。讲

座不仅激发了公众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兴

趣，也提升了大家对科学的认识。

物理所携手B站（哔哩哔哩）打造的

趣味科学线下展也同时亮相，观众只要

对准屏幕、按下拍照键，就可以通过人工

智能生成以真人为原型的漫画形象照。

本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主

题为“砥砺二十载 科学新征程”。自

2005年起，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 20年。

“20 年来，科研人员由被动上阵转

为热情参与，观众从走马观花到流连忘

返，活动从寥寥数千人线下参与至上亿

人次的线上相聚，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

日活动已经发展成为参与度高、范围覆

盖面广、社会影响力大的全国性品牌科

普活动，成为公众了解科技进展、与科

学家交流的重要渠道，传播科学知识的

重要平台。”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三

级职员周德进说。

（科技日报北京5月19日电）

在科普“盛宴”中点燃科学梦
——中国科学院第二十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侧记

科技日报讯（记者操秀英）5 月 18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在京发布

《2024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

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3年我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5362亿元，较2022年增长7.09%。

白皮书称，包括与卫星导航技术研

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芯片、器件、算法、

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基础设施等

在内的产业核心产值同比增长 5.5%，达

到 1611 亿 元 ，在 总 体 产 值 中 占 比 为

30.04%。由卫星导航应用和服务所衍

生 带 动 形 成 的 关 联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7.79%，达到 3751亿元，在总体产值中占

比达到 69.96%。

白皮书显示，随着“北斗+”和“+北

斗”的不断发展，北斗产业生态圈不断扩

大。截至 2023年底，我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领域相关的企事业单位总数量已

接近 2万家，从业人员总数近百万，卫星

导航专利申请累计总量（包括发明专利

和实用新型专利）已突破11.9万件，同比

增长4.84%，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白皮书分析，当前，国内北斗应用

市场正不断扩大，“北斗+”“+北斗”在

各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深化，应用场景进

一步扩展，应用规模及质量进一步提

升；同时北斗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高也

将带动北斗海外应用发展，国内很多企

业大力拓展海外市场，相关营收增长显

著，同比增速达到 15%。预期今后几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将重

新步入发展快车道。

白皮书指出，北斗大众应用成效突

出，正在成为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

大众消费产品的标准配置。据统计，

2023 年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2.76 亿

部，其中 2.69 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

位功能，占比约 98%。

2023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值超5300亿元

科技日报北京 5 月 19 日电 （记

者陆成宽）2024 年 度“天 地 共 播 一 粒

种 —— 青 少 年 与 航 天 员一起养斑马

鱼”科学教育活动 19日在中国科学院空

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启动。记者在

启动仪式上了解到，中国空间站小型受

控生命生态实验组件自 4 月 26 日由航

天员转移至问天舱生命生态实验柜并

开展实验以来，已在轨稳定运行 24天，4

条斑马鱼目前状态良好。

当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王高鸿、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郑伟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研究员仓怀兴详细讲解了空间站空间

生命科学实验，特别是随神舟十八号飞

船上行的“空间先进水生生保系统关键

技术研究”实验科学目标和运行情况，

并详细介绍了 4条斑马鱼的生长情况。

据介绍，航天员已经成功开展了两

次水样样品采集和 1 次鱼食盒更换操

作，发现斑马鱼在微重力下表现出腹背

颠倒游泳、旋转运动、转圈等定向行为

异常现象。后续，科学家将利用返回的

回收水样、鱼卵等样品，结合斑马鱼空

间运动行为视频等，开展空间环境对脊

椎动物生长发育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同

时为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

提供支撑。

“天地共播一粒种——青少年与航

天员一起养斑马鱼”活动由中国科学院

学部工作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主办，中

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承

办，旨在充分发挥空间站科技资源优势，

为青少年搭建科学探究、科学实践平台，

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激励

广大青少年追寻“科学梦”“航天梦”。按

照活动规划，参加活动的青少年自行设

计研制可供 4条斑马鱼生活一个月的地

面小型密闭水生生态系统，并对斑马鱼、

水藻生长进行科学观察。

青少年与航天员“天地共养”斑马鱼

◎本报记者 魏依晨

5月18日，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市民参观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的模型。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5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动物专家为公众讲解
动物知识。 本报记者 洪星摄

5月 19日，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展示自行设计研制的可供 4条斑马鱼生活一个
月的地面小型密闭水生生态系统。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