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廖雪梅

使用远程无人代客泊车系统，驾驶员点
击移动终端选择车位，车辆就能自动通过道
闸，寻找车位并泊车；取车时，车辆从车位自
动行驶到驾驶员身边，全程无需人员监控。
这样的“专属驾驶员”体验，未来将出现在市
民生活中。

目前，重庆邮电大学牵头与长安汽车一道
联合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合作专项

的“增强型远程代客泊车
核心技术”研发及其示
范应用，正围绕这一
技术攻关。该技术
的核心研发平台，
就是重庆邮电大
学工业物联网
“一带一路”联
合实验室（简称
联合实验室）。

“联合实验
室是参照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的国
家对外科技合作创新

最高级别平台，也是目
前重庆唯一获批的‘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重邮自动化学
院副院长魏旻介绍。
联合实验室有多厉害？11月3日，记

者来到重庆邮电大学，感受这个高端研发
平台的“科技脉动”。

为智能车间生产装上“定海神针”
成果应用到越南、土耳其等国家

“有了这套网络技术，我们车间的马达转
得更响，产品生产得更快了！”前不久，重庆盟
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马了一项高可靠实时
互联的工业网络关键技术。得知工厂运维效
率提升15%，运维成本降低了10%，该公司负
责人连连赞叹。

该技术的研发者，就是重庆邮电大学联合
实验室。

“工业物联网是工业互联网的底层通信技
术，也是工业自动化系统安全运行的核心技
术。”魏旻介绍，工业物联网可以随时“把脉”生
产设备的健康状况，还能对各种数据进行分
析、预测，及时针对设备“病情”开出“药方”。

然而，在工业互联网中，让不同网络接口
的设备实现互联互通极其不易。传统控制网
络采用分层的系统结构，存在信息获取、控制、

调度和管理方面集成度差、协同能力弱的局
限，难以满足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对底层物
联网到互联网无缝融合与集成的要求。

虽然不少研发团队针对网络设备接口的
同频共振展开攻关，但现场级工业网络技术一
直被视为影响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卡点”问题。

从2012年起，重庆邮电大学工业物联网
团队有效整合国际合作资源，联合国外合作团
队承担政府间国际合作专项展开联合攻关，建
立了IT/OT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融合网络，
从自主芯片、设备、软件、系统等多方面入手，
历时10余年，突破了工业无线、时间敏感网
络、IPv6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技术难题，突破了
行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据悉，联合实验室研发的新技术，解决了
工业网络中实时调度、高可用冗余、安全、多协
议异构实时互联等难题，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
位。该技术让工业设备和网络即使在恶劣生
产环境中也能长期稳定运行，相当于为智能车
间生产装上“定海神针”。

目前，这项成果已用于越南、土耳其、巴基
斯坦的水电站群远程集控系统。

联合多国专家制定《应用框架》
成首个能耗管控物联网国际标准

去年，由重邮联合实验室联合编辑的《物
联网-工厂设施需求响应能源管理应用框架》
（简称《应用框架》）发布，成为全球首个工厂能
耗管控物联网国际标准。

《应用框架》由联合实验室的中外科研人
员共同担任编辑，联合加拿大等国专家，经过
近3年攻关制订而成。

在《应用框架》发布前，工厂节能降耗使用
的常规方式是根据算法及物联网自动化调整
生产设备的用电时间来实现。《应用框架》“出
炉”后，企业能知道自己跟电厂电网的接口是
什么，企业内的生产设施、发电设施、能耗管控
设施等之间的接口是什么。

“这相当于一根充电线对应多种型号的手
机，无论是A企业的手机、B企业的充电器，还
是C企业的接口、D企业的插线板都可以通
用，统一到一个接口上。”魏旻表示。

测算显示，企业使用该标准后可降低20%
左右的能耗。未来，随着这个标准大规模使
用，企业生产能耗将进一步降低。

开展“多方奔赴”国际合作的案例，在重邮
联合实验室还有很多。近年来，重邮联合实验

室依托其科研团队，牵头和参与制定了工业物
联网领域9项国际标准，其中牵头制定3项、联
合编辑6项。

比如，重邮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 ISO/
IEC 21823-2《物联网互操作性第二部分传
输互操作》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丹
麦等国直接采标应用，被德国工业4.0标准化
组织推荐使用。

打造“境内境外两中心”架构
成果获广泛应用新增产值30亿元

重邮联合实验室2021年获批建设，为什
么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取得不俗成绩？重庆日
报记者了解到，重庆邮电大学素有“中国数字
通信发祥地”之称，其自动化学院与外方在工
业物联网领域有近30年的合作历史。

为加快推进国内外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
技术深度融合及务实合作，联合实验室以重邮
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作为实体化运行载体，打造

“境内境外两中心”的联合实验室架构，不仅建
成了集研发测试验证于一体的7000平方米研
发场地，还在渝北区仙桃数据谷建立了“重庆
邮电大学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截至目前，联合实验室突破了工业确定性
网络通信技术、有线和无线网络异构集成方法
等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难题，成果在北京东
土、新松机器人、长安、Nestfield公司等20多
家中外企业单位落地，新增产值30亿元左右。

同时，联合实验室还牵头重庆市工业互联
网技术创新联盟，引入外方优势资源，为120
多家上下游企业服务，在成渝地区打造工业物
联网技术创新联盟，已有30余项专利以转让、
技术入股的方式实现转化。

此外，联合实验室还积极促进各国政、商、
学界精英的沟通交流，为相关研究成果向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输入提供重要支撑。
未来，重庆邮电大学将依托其自动化学院

以及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等重点
学科，加快与国外科研团队在工业物联网时间
敏感网络、工厂能耗管理、核心产品和示范应
用等方面的联合研究与技术转化，推动更多科
研成果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落地及应用。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散尾葵、芭蕉、鸢尾、菖蒲……47种共5300
多株水生植物有规律地分布在一个“小型广场”
上，置身其中犹如漫步花园一般。11月1日，重
庆日报记者走进九龙坡区彩云湖污水处理厂。

“这是重庆建成的首个花园式污水处理厂，
今年5月通过环保验收并投入运行。”彩云湖污
水处理厂技术负责人漆渔江说。

与传统的污水处理厂不同，彩云湖污水处
理厂是通过高度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实现水体
污染物的自然降解与净化，更加低碳环保，厂区
环境如花园般宜人。而这，得益于来自匈牙利
的FCR（食物链反应器）污水处理技术。

“彩云湖污水处理厂改造工程是中匈科技
合作的代表性项目之一。”中国-匈牙利技术转
移中心（重庆）（下称中匈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
梅惠玲表示，自2016年 11月正式成立以来，
中匈技术转移中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
续推动中匈科技创新合作，已初步形成以重庆
为中心、面向匈牙利的国际科技合作区域协作
网络。

生根发芽
重庆主动向匈牙利递出“橄榄枝”

早在2015年初，重庆与匈牙利就在多个领
域有良好互动。

匈牙利享有“创新国度”的美誉，拥有很多创
新发明和专利技术。同时，匈牙利是首个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国家，并于2010年2月在
重庆设立了总领事馆。

更重要的是，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以汽车工业为例，这是匈牙利的支柱产业，

其国内拥有六七百家整车及零部件生产企
业；同时，这也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之一。

那时，地处西部内陆的重庆，总
体上科技创新基础弱、底子薄，国
际科技合作氛围尚不浓厚，迫切
需要“走出去”，汇聚更多创新资
源，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多重因素加持下，重庆主动向
匈牙利递出“橄榄枝”。

在重庆市科委（现市科技局）、重
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指导和支持
下，重庆高技术创业中心（重庆市对外
科技交流中心，简称高创中心）承担起
与匈牙利科技合作的对接工作。

经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引荐，高
创中心与匈牙利原创新与技术部下
属宝依·佐尔坦应用研究非营利
责任公司搭上了线。

在历时半年的线上对接
后，2015年9月，市科委带
队远赴匈牙利，其间，高
创中心与宝依公司正式
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2016年4月，第
十二届重庆高交会
暨第八届国际军
博会举行。由匈
牙利外交与对
外 经 济 部 率
队，20家创新
技术企业、科
研机构和高

校组成的匈牙利代表团来渝参会，为重庆高交
会历史上迎来的最大国外代表团。

经过多次“你来我往”，同年11月，在重庆市
政府、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相关领导的共
同见证下，高创中心与宝依公司在渝签署中匈
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宣言，中匈技术转移中心正
式成立。

次年，中匈技术转移中心先后设立了重庆
办公室和布达佩斯办公室。

开花结果
技术中心被列入“优先项目清单”

中匈技术转移中心采取“政府搭建平台，专
业机构服务”的方式，依托重庆和布达佩斯办公
室，为中匈两国企业及相关机构间开展科技人
才、创新技术、产业资本交流对接和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等，提供专业化配套服务。

有了这一平台之后，双方的交流合作愈加
频繁。

“对于双方的合作，匈牙利展现出了极大
的诚意。”梅惠玲告诉记者，在匈牙利驻重庆总
领事馆历届总领事和商务领事的积极推动下，
过去8年来，匈牙利国会常务副主席、原创新
与技术部部长、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驻华

大使等高层政要先后来渝访问，共商科技创新
合作。

让梅惠玲印象深刻的是，匈牙利原创新与
技术部部长鲍尔科维奇·拉斯洛，还曾在半年内
来渝访问两次。

2021年2月，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
会期间，中匈技术转移中心被列入中国-匈牙利
共建“一带一路”优先合作项目清单。

2021 年 4 月，在中国（成渝地区）-匈牙
利创新合作大会上，重庆市科技局与匈牙利
原创新与技术部签署《科技创新战略合作谅
解备忘录》，在深化科技人文交流、建立联合
实验室（研究中心）、开展基础学科和应用技
术的联合研究、推动技术成果双向转移转化
等方面加强合作。这也是匈牙利原创新与技
术部首次与我国省级政府部门签订区域性战
略合作协议。

除了协助建立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以
外，中匈技术转移中心还搭建起民间科技合作
的桥梁。

据悉，中匈技术转移中心连续承担了6届智
博会匈牙利国家馆的组展和布展工作，累计举
办14场大型项目对接会，组织各类洽谈合作
130余次，促成23个项目合作签约、11个合作项
目落地实施。彩云湖污水处理厂改造工程便是
其中之一。

扩“朋友圈”
与多地科技服务机构签署共建协议

“中匈技术转移中心不仅服务于
重庆和匈牙利的相关企业及机构。

实际上，中匈双方都以中心为支点，不断扩大
‘朋友圈’。”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4月，中国（成渝地区）-匈牙利创新
合作大会在渝举行，同期举办了维谢格拉德集
团（V4）-成渝地区创新合作圆桌会。

“各方共聚一堂展开探讨，进一步拓展了重
庆及成渝地区与更多国家的交流合作。”该负责
人称。

与此同时，中匈技术转移中心先后与云南、
四川、甘肃、贵州、山东、浙江等地相关科技服务
机构签署了共建协议。

“匈牙利工业基础较好，在汽车、计算机、
通讯器材、仪器、化工和医药等方面，具备较
强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梅惠玲介绍，在
签署共建协议的基础上，相关机构结合西南
地区产业特色，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
共同举办了多场中匈创新项目推介和对接活
动，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与匈牙利的科
技合作。

据介绍，下一步，中匈技术转移中心将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体系，
聚焦数智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等
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中心资源聚集的作用，加强
与各省市共建单位在活动共办、信息共享、平台
共建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形成“一核引
领、众点支撑”的中匈技术转移格局，
助力重庆打造面向匈牙利的技术转
移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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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湖污水处理厂通过高度多样化的生
态系统，实现水体污染物自然降解与净化。
这是彩云湖污水处理厂鸟瞰图。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11月1 日，重庆邮电大学工业物联网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内，研究人员在做
实验。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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