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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日，2014年“天津流动青年宫”启动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空港经济区蓝领公寓举行，40余项文化体验项目被带到一线职
工身边，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据介绍，“天津流动青年宫”自2009年项目确立以来，与各区县团委以缔结联盟的方式紧密合作。
至今已累计活动400余场，服务青少年超过百万。今年“天津流动青年宫”还将走进社区、工矿企业、学校、公园等地，开展百场公益
活动。图为“蓝领”工人（左）在参与科学拼装体验活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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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科技日报讯 （记者朱彤）5 月 9 日，新疆

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乌鲁木齐成

立。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密切结合的新疆现

代新能源技术创新体系正加速形成。

该联盟联合了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东

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自治区新能

源研究所等多家疆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吸纳

了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金

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绿色使者空气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等36家企业和单位作为联盟会

员。联盟成立后，将围绕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

中的关键问题开展技术合作，突破产业发展的

核心技术；建立产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整

合成员单位和科技服务机构资源，推动科研院

所、高等学校、企业相关科研设施和仪器设备等

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提供检验检测、专利代

理、技术转移等服务并联合培养技术人才；将定

期拟定产业技术创新方向和重点任务，编制产

业技术发展路线图，为科技主管部门制定项目

申报指南和科技发展规划等提供建议。

全球最大干法楼式制砂系统投产运营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李箐

箐）近日，中联重科全球首条时产 150吨楼式

干法制砂系统在湖南吉首正式投产运营。该

生产线可全天候不间断生产高品质机制砂，

全封闭结构确保污染“零排放”，有望改变传

统采砂制砂破坏生态环境，扬尘污染难以治

理的状况。

高品质机制砂可替代传统砂石料用于混

凝土生产，在降低水泥用量的前提下，提供混凝

土强度及各项指标，强化房屋建筑质量和使用

寿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雾霾。专家表示，采

用高品质机制砂，可完全满足高建筑质量要求，

保护天然河砂，杜绝乱采滥挖，重现青山绿水。

区别于普通机制砂的是，高品质机制砂能有效

提升混凝土强度的同时，使每方混凝土降低

50kg以上的水泥用量。据介绍，中联重科的此

系统，是我国砂石装备行业重大技术创新，现已

申请 20余项国家专利，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

权，在全球砂石装备领域居顶尖水平。

中国重汽携手本钢联合开发新重卡
科技日报讯（王建梁）近日，由中国重汽

技术中心设计的首批 10 台匹配艾里逊自动

变速箱的 HOWO-70 矿山霸王矿用自卸车

交车仪式及交流会在本钢南芬矿区举行。

HOWO-70矿山霸王矿用自卸车是根据

用户需要，在矿山霸王车型的基础上采用艾里

逊自动变速箱、切尔西取力器匹配中国重汽自

主开发的D12.42重型柴油机，并配置大功率冷

却系统、大流量水泵。该车型首台试验车经过

5个多月32700公里的行驶里程证明该车动力

强劲、承载力强、换挡快捷、可靠性高、经济性

好，真正实现了多拉快跑，完全适合矿区作业。

交流会上，中国重汽技术中心副主任郭经顺阐

述了配置自动变速箱的HOWO-70矿山霸王

矿用自卸车品牌规划以及产品设计理念。

“未来，人们出门不用带一串一串的钥

匙，进商场不用带各种银行卡，上飞机不用带

身份证，考试也不用带准考证，总之，只要有

自己的一张脸，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就可以与

银行、安检、交通等联网，省却诸多麻烦，轻松

便利安全地参加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在山西

中科博杰公司总裁高育新的描述中，“一张脸

走天下”的生活便捷而美好。

人脸识别的“拳头产品”

5月 15日，记者到访太原高新区当天，杭

州合众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该公司洽谈购买

监控数据智能化处理软件系统；5 月底，山西

中科博杰公司为山西省公安厅安装的人脸识

别系统也即将验收交付……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人脸识别技术和智能

视频分析技术研究及其应用产品开发、系统

设计的高科技公司，中科博杰公司曾承建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人脸识别票证安全系

统”，在奥运史上首次应用了人脸识别技术，

成为科技奥运的一大亮点，并由此获得《第

29届奥运会组委会贡献突出奖》。

“有了这套系统，就不用在海量视频中查

找线索，就不用在海量人群中大海捞针。不

仅省时省事，而且准确率大为提高。”高育新

告诉记者，“基于云计算技术的高效人脸识别

系统”是中科博杰的拳头产品，专门为公安系

统量身打造。自 2012 年投产以来，成功辅助

安装该系统的江苏、武汉、太原等公安部门破

获多起命案、大案、要案、积案。2013 年公司

产品获得《第十七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金

奖》《2013 年度中国十大创新软件产品》，公

司获得《2013 年度中国人脸识别行业信息化

领军企业奖》。

“此外，人脸识别技术的延伸领域也极其

宽广。”高育新拿出他的手机，向记者展示了

他装载的“汽车医生软件”——不仅可以对汽

车定点定位，记录行车路线，还可以对汽车进

行健康监控，为 4S店提供保养和修理技术数

据。高育新说：“我们正在与海尔合作，研发

生产线自动检测系统，将更加准确、高效地代

替人工肉眼检测。”

“后起之秀”的整合野心

中科博杰拥有一支高端专业技术研发

团队。公司核心技术团队从事算法科研工

作多年，技术力量雄厚；他们独创核心算法，

基于多进程、进程间通讯、进程状态监控、多

线程机制的云计算神经元系统体系结构，突

破了每秒种亿次的查询比对，使系统的动态

特征码提取和比对识别的速度得到巨大的

提升。公司自主创新了基于人脸三点定位

高精度动态特征码提取技术，采用双眼和下

颌三点定位，具有比同类产品在分析和识别

过程中更加稳定的优势。公司独创了模糊

图像复原及低质图像重建技术，在超低分辨

率人脸图像重建领域，成功完成最小像素的

图像还原重建。独创了基于三维建模技术

的侧面人脸矫正技术，可以对不超过 45°

的人脸图像进行还原矫正，矫正为正脸特征

码，矫正后的人脸图像可以在人脸图像数据

库中完成比对，在此基础上，系统加入侧脸

三维学习功能，能够识别 85°以内的侧脸

图像。

“我们的产品未来的发展需求很大。”高

育新介绍，据权威资料统计，2012 年我国人

脸识别行业市场规模约 16.7 亿元，随着人脸

识别技术在公安、海关、金融、安防等多个重

要行业及领域，以及智能门禁、考勤等民用市

场广泛应用，行业市场规模还将继续增长，预

计到 2015 年，我国人脸识别行业市场规模将

达到 75亿元。

目前，国家 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自然科学基金都拨出专款资助人脸识别

的相关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

也将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列入其中，

明确指出：“要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领域缩小

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开展生物特征识别

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具有高安全性、低误报率

的出入口控制新产品。”

“有了这些优越的政策环境，我们的研发

将更加顺风顺水。”高育新说，如今，中科博杰

公司正在逐步建设以太原为知识产权和产品

的研发生产基地，以南京为核心的华东中心，

以成都为核心的西南技术中心，以西安为核

心的西北技术中心，以深圳为中心的华南技

术中心等，整合完成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人脸

识别全国大平台。

一张脸就能走天下
——探访中科博杰的人脸识别系统

□ 本报记者 王海滨

科技日报讯 （郭庆瑞 记者张兆军）5 月

14 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骨科医院院长王金

成教授采用 3D 打印技术，成功为一名 48 岁

女性患者施行双侧肘关节置换术。术后患者

即可活动双臂，彻底摆脱了 5 年来肘关节活

动受限造成的疼痛。这也是国内首例用 3D

打印技术成功为患者置换双侧肘关节。

据悉，患者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幸罹

患全身多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 20 余年。这

种病虽不致命但致残，破坏了患者全身的关

节，包括双膝关节、双肘关节、双肩关节、双

腕关节。去年 7 月份，患者坐轮椅来到吉大

二院骨科医院就诊，做了双侧膝关节表面置

换术，效果特别好。今年患者再次来到吉大

二院，期望解决双肘关节问题。由于患者双

肘关节破坏特别严重，疼痛伴活动受限 5

年，采用常规的假体关节，手术过程中很难

匹配，效果不好。王金诚教授采用 3D 打印

技术为患者置换双侧肘关节，手术一共用了

不到 3 小时。

3D 打印技术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

私人订制，根据每个人关节尺寸的不同而打

印出不同的关节，实现和满足了患者个体的

差异化。3D 打印技术制作假体与常规制作

假体是相反的方法。以前常规制作假体是做

减法，医生采用的是用模型铸造出来的假体

“标准件”，手术过程中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哪

块不需要就削掉哪一块，再做出“非标件”；而

3D 打印技术就是由假体制作厂家将医院提

供的患者骨骼三维 CT 数据输入电脑，利用

钛粉逐层微量地根据需要加上去，打出人骨

等比例模型，是用微积分在做加法，可精确到

与患者原生骨骼一样的尺寸精度。这对别人

来说是“非标件”，对患者本人来说，却是“标

准件”。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手术前就可以在

体外进行操作，得到与患者生理结构最匹配

的假体，术中就非常方便，操作顺利，不再像

过去要在手术过程中逐步进行现场研配，极

大地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患者痛苦和手

术风险，而且效果极好。目前国内已有采用

3D 打印技术置换骨盆、肩关节、膝关节等成

功案例，但用于肘关节置换尚属国内首例。

3D打印技术为患者“私人订制”

国内首例为患者置换双侧肘关节成功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李自兵 刘万青 记

者朱彤）从新疆天业集团获悉，5月 7日，新疆

天业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通知，由新疆天业

自主研发的一种等离子体烷烃类气体转化成

乙炔的气体混合反应装置获国家专利授权。

据了解，等离子体是很好的高温热源，可直

接将烷烃类气体裂解制成乙炔，缩短化工工艺流

程。据该项目负责人黄峥嵘介绍说，该技术方案

是利用一种特殊的气体加速结构，通过提高原料

气体的入射速度，减小原料气体和等离子体之间

的相对速度，增强了原料气体和等离子体之间的

混合效果，从而减轻结焦现象，提高了乙炔气体

的收益率，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据悉，该专利是在等离子体支撑项目的实

施过程中研发的。2014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由新疆天业牵头，联合清华大学共同组建了兵

团等离子体应用技术工程实验室，该实验室具

有2MW和5MW氢等离子体煤裂解制乙炔装

置平台、200KW等离子体实验平台，可以同时

进行等离子体应用的基础性研究、关键技术和

共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重点解决化石资源的

绿色高效转化及利用的关键技术，聚集和培养

优秀科技人才，建立我国等离子体应用技术的

科研基地，带动和促进行业技术水平和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该专利的获得标志

着企业在研究利用等离子体烷烃类气体转化

乙炔的核心技术措施获得保护，使等离子体在

化工领域的应用技术迈向新台阶。

新疆天业等离子体气体反应装置获国家专利

污泥处理行业迎来发展机遇
科技日报讯（黄艾娇 记者王春）在近日

由同济大学牵头组建的“国家污泥处理处置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工作推进会上，来自

高校、科研院所及装备、设计与应用单位的

60 余家联盟成员单位与会，共话当前“污泥

资源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最终形成并发出

《上海共识》。

与会专家表示，当前，发达国家污泥处理

处置的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污泥的生

物质资源化、能源化”已成为污泥处理处置的

技术路线，并通过技术开发和政策扶持鼓励

和强化“资源化”。近年来，为实现“污泥资源

化”，该联盟成员单位已在污泥改性、处理效

率提高与资源化产物品质提高、资源化产物

利用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完成了一

些示范性工程建设。他们呼吁，要尽快建立

起我国污泥泥质及泥量调查、污泥泥质监测

和泥量统计制度，制定我国以资源化利用为

核心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标准和标准体系，

并推动各类核心技术、关键设备的研发。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强）上个月，贵州

华科铝材料公司建成的国内首条 211Z 耐热

高强韧铝合金超平精准板生产线，生产出第

一批合格产品。这标志着贵州对高强度铝合

金历时 5年的创新成果研发及产业化体制机

制探索，终于结出果实并呱呱落地。

贵州铝资源丰富，相关研究和生产制造

力量也十分雄厚。为提升铝资源价值，发展

高端铝合金材料，在科技部、省科技厅及相关

部门支持下，2009年 5月，由贵州省高性能铝

合金核心创新团队与贵州铝厂、贵州大学、贵

州科学院发起成立了贵州华科铝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有限公司。公司旨在通过产学研合

作，研发、生产、销售高性能铝合金、铝基复合

材料、有色金属及其复合材料及制品等高新

技术产品，同时探索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体制

与机制。

几年间，在核心创新团队主导下，贵州华

科铝材料公司通过承担实施国家支撑计划和

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创造了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 211Z“耐热高强韧铝合金”系列新材料，

取得了 211Z 耐热高强韧铝合金超平精准板

等系列化的原创核心技术成果。先后获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 140 件，国际专利覆盖欧、美、

日、加拿大，制定了相关产品的国家和省级标

准，注册产品商标 5个。

为加速产业化进程，公司在体制与机制

方面积极探索，核心团队成员以房产抵押贷

款用于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完成了以“团队

公司增资扩股—控股”为主旨的股权结构改

造。随即筹集资金建成了国内首条 211Z 耐

热高强韧铝合金超平精准板生产线。该生产

线年可生产厚度 8—12mm 超平精准板 2000

吨，年产值 7000 万元，年创利税 2000 万元。

这条生产线是国内第一条非轧制法铝合金板

材生产线，可大大降低装备投资，并且产品内

外品质大大提升，完全达到进口产品同等的

加工精度水平，在强韧硬度等综合机械指标

方面全面超过进口板材，具有在国际高端市

场上引领新需求、抢占制高点的战略价值。

目前，公司已与代理商签订了 2000 吨

211Z 耐热高强韧铝合金超平精准板的全年

合同。就此合同，今年公司就将在精准板业

务上实现销售收入 7000 万元以上。同时，欧

美铝业巨头还与公司达成了直接购销产品的

初步意向，提出的产品需求量为 4000 吨。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当务之急，是筹集

资金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生产设备的填

平补齐，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达到 6000 吨超大

板材的产能，满足欧美市场对贵州独创性

211Z精准板材的最低需求量。

贵州华科铝材：高强度铝合金产业化探路结硕果

科技日报讯 （记者盛利）记者从日前举

行的四川首届电信电视与光纤宽带节上获

悉，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启动“光网四川、智慧

城市”建设 3年来，已累计投资超过 120亿元，

为四川 400万家庭装上了 10M 以上的光纤宽

带，创下光纤宽带增速全国第一、三网融合

iPTV 用户增长率全国第一、县以下光纤宽带

占比全国第一等多项纪录。

继今年 1 月 25 日光纤宽带用户数超 300

万后，仅仅过去 3个多月时间，四川电信光纤

宽带用户数再次增长 100 万户，突破 400 万

户。在日前举行的四川首届电信电视与光纤

宽带节上，四川电信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落实

国家“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光网四川”建设，

四川已经完成1200万户光纤入户建设，建成1

个全光城市、22 个全光县、255 个全光乡镇和

10069个全光小区。依托高效光纤网络，全省

智慧城市建设进一步提速，智慧政务、智慧产

业、智慧民生等快速发展。

“研究表明，宽带速度每提升一倍，就会

拉动GDP增长0.3%；宽带普及率每提高10%，

就会拉动增长GDP1.4%。”四川电信总经理赵

麦庆表示，四川光网建设和三网融合试点，正

带来巨大间接经济效益，去年全省电信电视

用户新增数量居全国第一，智能家电和影视

文化消费正掀起新一轮高潮。预计到2015年

底，四川电信宽带用户总数将超过1000万户，

其中光宽带用户将达到900万户以上，电信电

视用户将达到700万以户以上，届时四川将可

能成为全国光网用户最多的省份。

“光网四川”建设创国内多项第一

某地欲建世界级石墨烯产业研究院，

遂面向全球招聘院长，但两年多过去了还

是没有结果。“不是没人应聘，也不是来应

聘的没有水平，是我们缺钱。”一位负责人

在闲聊时道出了自己的困扰。

“缺钱”，也就招不来足够有分量的院

长，也就难以形成科学、系统的科研和产业

规划。“站上世界舞台”，这个当地政府编织

的的梦，在被泼上一大盆冷水后，逐渐变得

意兴阑珊了。

石墨烯，属于当今世界的科技前沿，在

我国当作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发展。技术和

产业一旦突破，将对未来产生难以估量的

影响。不过，正因新兴，石墨烯和诸多战略

产业一样，还不具备大规模市场化的条件。

换句话说，在产业发展的初期，这些战略

性新兴产业，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布局。在市

场缺位的时候强势补位，这家石墨烯产业研究

院，就是这种背景下由当地政府出资建立的。

但扶上马容易，跑完全程很难。地方政

府没能力包打天下。同时，由于新兴产业具

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不可能也不应

该把身家性命压上，去搏取一个难以预知的

明天。况且，政府自己来作“风投”，本身就

有拿着纳税人的钱去赌博的意味。

当全球最懂石墨烯的华人前来应聘、

承诺把各国最优质的资源带来时，受困于

“这支世界顶尖团队的几百万年薪”，这家

由政府出资几千万建立的研究院，最终选

择了忍痛割爱。

进亦忧，退亦忧，当地政府陷入了“两

难”，也留下了一个看似无解的方程式。面

对石墨烯产业研究院，当地政府还能做些

什么？这也成为各地政府在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时面对的一个共性话题。

其实，在面向全球招聘院长的两年里，

研究院周围的环境发生了质变。世界市场

需求和当地政府引导叠加，这里初步形成

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石墨烯产业链，一些具

有世界水平的产品随之诞生。在此之后，

不少资本追逐着利益而来。这时候，对于

石墨烯产业研究院来说，没有社会资本问

津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了。

很可惜，在发力支持打造出“人造盆

景”的“小环境”后，当地政府没有随着这种

改变而改变，没有在新的环境中培育出更

加天然的“热带雨林”。

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忽视了社会资本

的进入，自然也就难以用权力的“减法”换活

力的“加法”。于是，区区几百万年薪，成了

一支世界顶尖团队进驻的“绊脚石”，并可能

成为石墨烯产业世界级梦想落空的开端。

谁能治好“院长空缺”的顽疾？事实远

不是“缺钱”那么简单。

谁能治好“院长空缺”的顽疾
□ 韩义雷

南车株洲所首获中低速磁浮车辆项目批量订单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曹婷）

近日，中国南车株洲所下属公司南车时代电

气，与北京天路龙翔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签订

了北京市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北京地铁

S1 线）牵引电传动系统项目采购合同，获 10

列 60辆车牵引系统订单，这是公司在中低速

磁浮车辆项目领域获得的首个批量订单。

北京 SI 线是我国拥有的第一条完全中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悬浮交通线路。将采用

6 辆全动车编制形式，由株洲所为每列车配

备牵引逆变器、辅助变流器、悬浮电源、直线

电机、悬浮电磁铁关键车载电气设备。株洲

所在磁悬浮牵引控制技术的研制上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先后开发出五类磁浮车，并孵化了

牵引逆变器轻量化、高频隔离等关键与核心

技术。2011 年，该所上述关键技术已成功应

用于广州地铁 5号线轮轨直线电机车辆批量

项目和红帆轮轨交通多功能试验车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