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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畅销全球，本土科

幻影片连连收获好口碑，科幻主题公园受

到游客青睐……近年来，我国科幻产业迈

入发展快车道。前不久，世界科幻大会首次

在中国举办。这场科幻盛会展示了中国科

幻产业的深厚创新潜力，为世界科幻产业

发展注入了鲜活能量。

兼具科学与幻想元素，科幻是培育想

象力的重要载体，能够激励创新创造。以人

类对自然宇宙的持续追问为向导，科幻蕴

含的奇思妙想，有时能给科学研究以启迪。

从星际探索到人机对话，过去科幻作品畅

想的场景如今许多都已成为现实。科幻作

品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惊奇感，在推动科

普方面有天然优势。比如，得益于《流浪地

球 2》《三体》等影视作品的热播，太空电

梯、数字生命、核聚变等成为人们津津乐道

的话题，激发了全社会对浩瀚太空的憧憬

之情和探索决心。

今天，从量子科学、脑机接口到未来网

络，不断拓展的科学前沿也为科幻创作打

开了空间。当前，我国科技强国建设蹄疾步

稳，重大成果接续涌现，人脸识别、智能驾

驶等新技术应用走向深入，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科幻、热爱科幻，科幻产业发展基础更

加坚实。《2023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

2022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 877.5 亿元，科幻阅读、科

幻影视、科幻文旅等板块发展势头较为强劲。

时代为科幻发展提供了土壤，人们对科幻也有更多

期待。与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相比，我国科幻产业总体上

处于起步阶段，科幻作家、受众群体和优质作品还比较欠

缺，以科幻激发想象力、培育创造力的氛围尚未形成。面

向未来，促进科幻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能为人们提供丰

富的文化产品，还有助于点亮公众对未知的好奇和热爱，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培养出一批批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政策引导、市场驱动，是产业兴盛的密码。科幻与科

技、文学、影视、游戏等行业深度交叉，资源相对分散。营

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有必要聚集相关资源，推动文

学、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作为新兴

行业，科幻产业培育也离不开政策支持。2020 年，国家电

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了加强扶持引导科幻电影创作生产等 10 条

政策措施。近年来，北京、四川成都等地也出台了支持科

幻产业的务实举措。促进科幻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还需

脚踏实地补短板，用好各项扶持政策。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科幻产业的重要

生命线。正视科幻创作面临的挑战，需要鼓励创作者挥洒

想象力，将中国本土的美学、文化与全人类的共同关切结

合起来，创作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作品。科幻深受青

少年喜爱，青少年也是科幻创作的重要力量。通过多种形

式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对科幻的兴趣，发挥科幻文学的教

育功能，能够让更多孩子成为科幻爱好者、潜在的创作

者、未来的科学研究者。

在世界科幻大会上，与会专家对我国科幻未来充满

期待。从盘古开天、嫦娥奔月的浪漫想象，到“天宫”遨游、

“嫦娥”落月的伟大实践，中国人从不缺乏想象力，更不断

积蓄着把美好想象变为生动现实的创造力。搭建起想象

与创新的桥梁，科幻将助力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培养创

新人才。

识别出睡眠健康的脑网络标志物
日前，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雷旭团队基于中国人

的人格-行为-脑研究项目和多家医院的共享数据，通过

多变量机器学习方法，找到刻画睡眠健康的脑网络功能

连接模式。该工作将个体内在的脑功能连接和行为特征

相结合，识别出睡眠健康的脑网络标志物。相关成果发表

于《自然-通讯》。 温才妃

制备用于柔性传感器的新型水凝胶

材料
安徽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张晓勇团队

通过构建“网状支架”，制备了一种网格密度原位可调的

聚合物网络结构，并证明这种材料可有效限制聚 N-异丙

基丙烯酰胺（PNIPAM）水凝胶相变过程中的体积变化。相

关成果近日发表于《材料视野》。 陈彬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发现原子核基态存在分子型结构
笔者 11 月 25 日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获

悉，该所科研人员及合作者近日首次通过实验证实在原

子核基态中存在分子型结构。该研究发表在国际物理学

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并作为亮点工作被美国物理学

会的《物理》杂志在线报道。 颉满斌

助力深空探测的前沿

新材料“嫦娥钢”、弱光下会

持续发电的玻璃、秸秆制成

的生物基新材料……新材

料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

也是 绿 色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在安徽省蚌埠市举办

的第三届国际新材料产业

大会上，各种新材料、新技

术纷纷亮相，多维度展示

新材料产业的新场景、新

赛道、新趋势，勾勒出绿色

低碳新前景。

展会现场，一台“迷你

版”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模型

引来不少人驻足围观。

“嫦娥四号探测器的

‘腿’在着陆月球时，面临巨

大的瞬间冲击力，对材料的

强度和韧性要求极高。团

队克服重重压力，自主研

发兼具高强度和高塑性的

‘嫦娥钢’，解决了我国深

空探测器着陆材料的‘卡脖子’难题。”来自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

研究所的特种航天金属材料团队成员自豪

地告诉笔者，作为一种高效吸能合金材料，

“至坚至柔”的“嫦娥钢”在很多领域都有着

巨大的优势，不仅能服务“大国重器”，未来

还可以在生活、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方面发

挥巨大作用。

“双碳”目标下，降低对化石资源的过

度依赖，发展低碳环保的生物基新材料迫

在眉睫。

漂亮的服饰、新颖的儿童餐具、聚乳酸

环保墙板……展会现场，安徽丰原集团有限

公司带来的各种由玉米、秸秆制作的产品颠

覆了人们对生物基新材料的认知。

“我们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攻克了以秸

秆为原料的聚乳酸核心制备工艺，打通‘秸

秆—制糖—聚乳酸—产品应用’全技术链

条，公司年产 1.5 万吨秸秆制糖产业化示范

工厂已经投产运营。”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陈礼平说，通过产学研合作，公

司不断拓展产品应用场景，延伸产业链条。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

造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材料、新技术加

快融合创新，绿色新引擎释放出澎湃新动

能。

“这款发动机叶片采用了陶铝新材料。

(下转 A3版）

科学导报讯 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已

全面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为确保每一次

发射任务都顺利圆满，火箭发动机工艺验

收试验必须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不断提

高验收效率。笔者获悉，11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24 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165 所抱

龙峪试验区首次实现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

机“两日一试”，试验能力与此前相比有了

大幅度跃升。

165 所所长韩明介绍，为适应高密度

任务，他们不断优化试验工艺流程，将试

验周期从过去的 7 天不断压缩，最终实现

了“两日一试”。其间，工作人员将 34 项重

点流程细化分解为标准的工序、工步，在

此基础上实现了全过程数字化管控，借助

多媒体验收、引导对接等自动化系统，减

少了人工操作。

高效开展试验任务，不仅能助推我国液

体火箭发动机试验综合能力提升，更能为航

天高密度发射做好支撑。

韩明表示：“2023 年是液体动力改革创

新年，我们实施的试验台综合能力提升项

目，是实现‘两日一试’的关键。后续将继续

推动科研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围绕提升效

能、全过程质量安全管控等开展数字化、信

息化建设。”

李佳霖

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实现“两日一试”

王春英讲解智能视觉机器人工作原理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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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工厂”24 小时不间断生产、“机

器人同事”包揽重活累活、“透明化生产

线”监测全流程作业数据……11 月 16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太原重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的

智能加工配送中心下料车间，昔日挥汗

如雨、忙碌操作的工人身影，被 200 余台

在 3 万平方米厂房内夜以继日“上班”的

机器人取代，这些“钢铁小子”通过 AI 赋

予眼睛和大脑，精准工作。

几乎无人操控的生产线上，智能数

控切割机对钢板进行精密切割，蓝色弧

光追逐着红外线靶点和轨迹吱吱作响，

稳健有序。一块钢板只需要 4 分钟就完

成了切割、分拣、配送全工序全流程。“不

同于以往的流水线，这里的生产线由一

个个‘工作岛’组成，这些‘工作岛’既相

互独立，又通过双层输送线、AGV 小车

（自动导引运输车）相互贯通，是全国首

条重型机械行业自动下料线。”太重集团

智能加工配送中心下料产线总设计师王

春英向记者介绍。顺着王春英手指的方

向，只见这些 AGV 小车在中控系统的统

一指挥下，自动行驶至分拣工位取货，后

经激光指导，将带有条形码的零件分别

自动运送至指定线边库，整套动作顺畅

连贯、精准高效。

智能加工配送中心主要由自动上料

区、切割区、分拣区以及物料区组成。“上

料区的搬运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是太重

自主研发的首台（套）智能程控车与智能

中控系统无缝对接，配合自动对中、自动

输送、自动喷码设备，实现钢板上料集

中、高效，为后道工序提供可靠的原材料

供应保障。它还可以自带路径规划、精确

定位、电子围栏、防摆功能，具备全天候

全自动运行作业能力，无需人员操作，可

以有效协调仓储管理、生产调度，实现智

能、高效作业。”王春英讲道。

随着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的逐步推

广，使“黑灯工厂”成为可能。太重集团紧

跟形势，以新园区建设为契机，以智能加

工配送中心为载体，大力推进“黑灯工

厂”建设，首创了重型机械行业“混合套

料、集中下料”的智能制造新模式，构建

了具有“赋能、赋力、赋智、赋值、赋稳”特

色，融合视觉识别、大数据、AI 等新技术

的“智能制造+数字工艺+数字仓储+数字

物流”工厂。 (下转A3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刘娜 文 /图

“钢铁小子”打造“黑灯工厂”
太重集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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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个小时，我人还在天津滨海新

区，河北沧州那边项目的用电业务就办完

了，真是太方便了！”负责津潍高铁建设工作

的雄安高铁公司天津指挥部负责人韩宝剑

对供电服务“异地办理”赞不绝口。

“就近受理、异地帮办”是京津冀一体化

在电力服务方面的新突破，京津冀电网发展

作为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速推进，

三地电力部门也奋楫逐浪乘东风，努力提升

电网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增强区域一体化办电服务能力

走进位于沙河市的河北冀中新材料有

限公司二期车间，一条 10 万吨级的玻璃纤维

生产线看起来科技感十足，从烧熔玻璃到拉

丝、烘干等环节，全部实现自动化运行。

“这一切离不开电力的支撑。”该公司总

经理李亚涛说，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他们

年产 12 万吨的玻璃纤维生产线才能开建。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是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在河北沙河，供

电企业将主电网优化作为重中之重，把配电

网提升作为当务之急。

“今年，随着 110 千伏湡水、临永等重点

工程相继投入运行，我们区域供电能力和供

电可靠性极大提升。”沙河市供电公司总经

理郑广军说，此外，他们还推进了 110 千伏

北俎输变电工程建设，这为沙河经济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在河北廊坊，18 个电网项目即将陆续

投入建设。廊坊市与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强力推进大数据产业集聚提供电力设施

保障。

“这些项目竣工后，不仅能消除电网风

险，优化网架结构，还能提高供电能力。”国

网廊坊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岳野表示，

“我们在提升电网支撑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等方面协同发力、综合施策，为地方产业发

展提供坚强有力的能源保障。”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

同，却瓣瓣同心。除了发挥各自优势外，三地

也积极协同创新。“我们已经与国网北京、国

网河北和国网冀北公司配合建立起沟通对

接机制，通过打通业务数据交互渠道，联通

业务办理平台，及时解决难点问题。”国网天

津电力营销部营商环境处专责孟繁松介绍。

如今，围绕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京津冀

三地电网公司初步完成京津冀营销业务跨省

受理、进度查询、增值税发票换取、办电指南

公开信息查询等功能开发，为增强跨区域一

体化办电服务组织与制度保障奠定了基础。

承接非首都功能项目服务前置

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是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牛鼻子”。津冀电力部门把自身发展

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中主动谋划，及时

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

按时接电需求。

“我们刚立项，电力部门专业人员就主

动上门，在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中提供电力服

务，消除我们的后顾之忧。”天津市武清区清

数科技园项目负责人陈宏宇说。作为清华大

学数据创新孵化基地与武清数据产业合作

建立的园区，清数科技园主要用于承接北京

以及周边数字型企业入驻。

通过联动机制，在项目立项之初，国网

天津武清公司便通过区行政审批局获取了

企业开办信息和企业信息清单，提前启动现

场勘查和供电方案制订等工作。

河北乐亭经济开发区是京津产业转移项

目的承载地。“为保持电网规划与园区建设进

度，我们紧跟招商引资项目，无缝对接企业用

电需求，全面提速电网规划建设。”国网乐亭

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刘玉龙说。

随着今年入园企业的增多，供电服务能

力也面临更大挑战。“我们完成了稳庄 220
千伏变电站 10 千伏稳工一线线路新建工

程，还做好了 23 项省市重点项目跟踪服

务。”刘玉龙说。

河北承德建成了可容纳 1.5 万个坐席

的华明服务外包产业园。“为保障 15 家入园

企业不间断供电，我们先后协助园区完成了

3 台共 1930 千伏安箱变配套工程和 4 路 10
千伏手拉手工程建设。”国网承德供电公司

营销部主任董永庆介绍，为了更好服务入园

企业，他们还差异化构建了企业发展电力能

效分析模型，为企业提供电力能效账单和生

产错峰用电计划。

陈曦

京津冀合力下好 电力协同发展大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