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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2020线上智博会将开幕。在本次以线上为特色
的大会上，全市各区县有哪些参展亮点？

即日起，重庆日报联合各区县融媒体中心重磅推出区县
“一把手”访谈栏目，通过海报、15秒微视频、60秒短视频、3分
钟短视频、图文报道等形式进行融媒体传播，充分展示各区县
在“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方面的努力探索和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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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2020“i-
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重要赛
项，同时也是最受广大消费者关注的赛
项之一——ADAS辅助驾驶挑战赛，9
月13日在两江新区礼嘉白云湖公园举
行。当天比赛包括AEB（自动紧急制
动）、APS（自动泊车）两个赛项，21位消
费者带着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私家车
参赛。

这些车型均为量产上市车型，包括
北京奔驰A200L、吉利几何A、特斯拉
modelX、蔚来ES8、长安UNI-T、丰田
凯美瑞、华晨宝马530Li、大众CC等15
个品牌。纵观整日比赛，在AEB赛项
中，进口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表现相对
均衡；在APS赛项中，特斯拉modelX
等进口合资品牌车型表现不尽如人意。

AEB比赛开场，一辆沃尔沃XC60
2019款智远版，从道路另一头以30公
里时速行驶到路障前，一个急刹，稳稳停
在离路障约1米处。据了解，自动驾驶
车辆刹车后，离路障的最佳距离是0.5
米至 1.5 米，过多过少均拿不到最高
分。接下来，这辆车又以时速40公里、
50公里分别挑战两次，均成功刹停。

第二个参赛的是一辆广爵途乐，该
车在30公里时速下接连尝试两次自动
刹车，均撞击到路障，计0分，失去了继
续比赛的资格。

接下来的各个车型或从容、或勉强，
表现不一，也有部分去年取得好成绩的
车型爆冷出局。现场专业人士分析，同
一车型比赛表现起伏较大，可能说明目
前一些车型的AEB系统容易受环境等
客观因素影响，技术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在APS赛项中，各车型的表现呈现
出两极分化。比赛场景分为沿道路纵向
停车、斜方位停车和模仿车库内环境的
绕立柱停车。其中，长安UNI-T作为长
安汽车迈入高端汽车的首款车型，轻松
识别出三个场景类型，获得150分满分。

小鹏G3在前两个场景中也是一气
呵成，仅在绕立柱停车中连续调整3次

入库姿态，终于成功入库，获得130分的
高分。吉利几何A因将斜向泊车位识别
成垂直车位，造成压线，获得120分。

记者注意到，大部分参赛车型都至
少能通过一个场景，少部分车型能同时
通过两个场景。在斜方位停车中，许多
车型都无法识别车位类型，或无法搜索
到车位。

而像特斯拉 modelX、北京奔驰
A200L、华晨宝马530Li、捷豹I-PACE
等进口及合资车型，整体表现不佳，没
有获得任何有效分数。

大赛组委会专家刘刚表示，本次参
与比赛的消费者选手，都是从全国各地
通过海选投票产生的。主办方希望通
过ADAS辅助驾驶挑战赛，给广大消费
者选择智能车型时提供参考借鉴，同时
也促进相关汽车品牌完善车辆的智能
辅助驾驶功能。

量产上市智能车型哪款最聪明
21位消费者自带车参加ADAS辅助驾驶挑战赛

2020 线上智博会将以线上为
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那
么，市民如何更好地观会观展？重庆
日报记者以关键词的方式梳理出了
一份服务指南，助您更方便快捷地参
观本次智博会。

7个子板块

登录2020线上智博会官方网站
（www.smartchina- expo.cn），网站包
括会议、展示、大赛、论坛、发布、经
贸、英才7个子板块。通过这些板块，
参观者既可查阅活动内容、举办日程
等信息，也可观看直播及回放。

8大展区

本届智博会设置了“线上重庆”
“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应用”
“智能技术”“区域合作”6个虚拟展区
和“智造重镇”“智慧名城”2个专题展

馆。线上展厅将于9月15日开通。

线上参会参展

本届智博会将有551家单位、企
业线上参会参展。其中，重庆市外
参展企业348家，占比63.2%；外资企
业 148 家，占比 26.9%，包含川崎、三
菱、英特尔、IBM、西门子等世界知名
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 48 家，中国
500强企业57家。

观会渠道

2020 线上智博会官方网站为主
渠道，其他包括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号（智博会 SEC）、微信小程序、手机
客户端（官网提供下载）等。

同步直播

本届智博会线上开幕式将于9月
15日上午9时举行，9时30分到12时
举行线上峰会及发布活动。届时将
有智能化领域知名专家、企业家发表
主旨演讲，行业领军企业重磅发布智
能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应
用、新成果。官方网站等观会渠道将
同步直播。

先进技术

线上智博会将大量运用虚拟建
模、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
支持展馆导览、嵌入虚拟/真人讲解
员、3D 产品互动、数据分析等功能。

线上观会观展，如同身临其境。

礼嘉智慧公园

上届智博会闭幕后，礼嘉智慧公
园一期新增智能冰箱、仿生机器鱼、
AR乐队等十余项智慧应用场景，二
期建成“智慧名城”“三体体验”“城市
大脑”等场馆，完成白云湖生态治理
和花海等室外生态景观打造。

本届智博会期间，礼嘉智慧公
园将开放一期场馆和一期、二期
所有室外区域。二期场馆将
在智博会结束后有序开
放，大部分智博会场
馆也将长期保留。

（本报记者）

市民如何观会观展 请看这份服务指南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
13日，2020“i-VISTA自动驾驶
汽车挑战赛”组委会公布了前一日
虚拟仿真算法挑战赛结果：江淮汽
车Mr JAC乘用车队以 3820分
拿下第一，在这场强强对决中笑到
最后。紧随其后的是3750分的上
汽大众前瞻研发部，西华大学以
3470分获得第三名。

虚拟仿真算法挑战赛围绕L4
级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设置了园
区场景和高速公路场景，考评自动
驾驶系统在这两处虚拟交通环境
中的决策、控制算法。

中汽院智能网联数据与仿真

部总工李鹏辉介绍，从比赛现场来
看，主路行车、跟车等多数常规场
景，各参赛队伍完成度较好。在高
速公路场景时，面对前车低速、紧
急刹车甚至是匝道倒车这类违规
工况，参赛队的表现不太理想。

李鹏辉表示，一辆自动驾驶汽
车要投入市场，如果仅仅依赖实车
的路测，至少需要100辆车测试
12.5年，时间长、成本高，而虚拟仿
真技术就解决了这一问题。“比赛
不仅可以反映虚拟仿真技术水平，
还可以提高虚拟仿真在自动驾驶
领域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促进自
动驾驶系统快速开发迭代测试。”

虚拟仿真算法挑战赛结果出炉

江淮汽车Mr JAC乘用车队夺冠

□本报记者 陈钧

一年准备，终获成果。
9 月 15 日，2020 线上智博会

将拉开大幕，位于两江新区礼嘉
智慧公园的主会场已准备就绪。其
展场建设用到了不少新技术、新材
料——场馆外立面采用充气墙系
统，该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场馆外围
水生态景观采用高科技水生态治理
技术，水质达到一类标准；公园内实
现5G全覆盖，线上逛展不卡顿；5G
馆还新增AR乐队和“单轨穿楼”5G
直播……

“我们将以本届线上智博会为
新起点，深入贯彻实施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和重
庆智慧之城。”9月 9日，在2020线
上智博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两
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
如是说。

作为2020线上智博会的主要承
载地，两江新区用大数据智能化场
景，精心装扮智博会场馆；作为内陆
开放门户和重庆经济的主引擎，两江
新区全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智慧之城。

打破数据孤岛构建城市大脑

礼嘉智慧公园，只是两江新区提
升创新能级的一个缩影。当前，两江
新区正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依托，全力
打造智慧之城。

建设路径之一，便是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模式、理念
创新，建设两江城市大脑及智慧城市
运营中心，实施智慧社区、智慧交通、
智慧城管、智慧环保、智慧会展、全域
车路协同等场景化应用示范，打造全
市“智慧名城”建设成效集中展示区。

打破数据孤岛，将各类政务数
据、社会数据、经济数据等有效整合
起来，充分挖掘其中的政用、商用和
民用价值，是构建城市大脑至关重要
的一环。两江新区正紧紧围绕“管
云、管数、管用”的总目标，深入推进
各项政务服务迁云上云，实现信息系
统全面整合，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
享。截至今年8月底，两江新区已建
设各类信息系统30个，正在加快推
进10余个智慧城市应用项目建设。

319公里道路将覆盖车联网

今年 8月初，工信部发布消息
称，中国汽研中标国家课题“车联网
先导应用环境构建及场景测试验证
平台建设项目”。

这个项目计划三年内在两江新

区重点区域，通过车联网设施规模化
建设和应用，打造车联网国家级先导
区，覆盖面积210平方公里，道路里
程319公里。

据介绍，在两江新区覆盖车联网
的319公里道路中，包括高速道路67
公里，城市快速路7公里，城市道路
200公里，港口道路45公里。这些道
路将安装470个路口和危险路段的
智能路侧设备。

未来，两江新区重点区域还将开
展基于车路协同的万辆级山城智慧
城市公共交通、个人交通规模化测试
与应用示范；千辆级高速公路、快速
路自动驾驶，以及车联网信息服务规
模化测试和应用示范；百辆级水陆空
智慧物流一体化自动驾驶规模化测
试和应用示范。

智慧城市运营中心一网统管

井盖破损没人知？道路扬尘难
监管？桥梁健康难预测？……不久
前，重庆两江新区智慧城管示范项目
全面升级运行，所有市政问题实现一
网统管。

据介绍，两江新区正以“一屏统
览、一网统管”为目标，高标准建设两
江新区智慧城市运营中心，打造城市
物联网公共平台，出台城市物联网建
设指南和标准体系，构建万物互联、
全域感知的基础物联网络。

以井盖破损为例，该项目升级污

水、雨水窨井盖为智能窨井盖，一旦
发生破损或非法挪动，系统会立即告
警上报，指挥大厅联动视频实时了解
现场情况，快速立案响应。

此外，该项目在金山公园、白鹤咀
公园分别部署了红外火灾监测预警前
端系统，对公园进行24小时全天候火
警监测。当发生火情预警时，指挥大厅
根据预警情况，结合现场摄像头实时图
像，了解火情位置、蔓延趋势等信息，及
时就火情处理、物资调配作出决策。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

在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方面，两江新区专门出台了
《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智
慧之城的实施意见》以及3个配套文
件，大力推动智慧之城建设，形成

“3511”的格局。
其中，“3”是要建设好两江数字

经济产业园、礼嘉智慧公园、两江协
同创新区3个智慧科技创新支撑平
台；“5”是要因地制宜加大照母山片
区、礼嘉—悦来片区、水土片区、保税
港片区等建设力度，建设智能产业集
聚区；“1”是依托龙兴—鱼复片区为
主轴，打造沿两江大道的智能制造创
新走廊；另一个“1”是在两江新区实
施全域的智慧之城应用示范，特别是
尽快实施全域车路协同应用示范，开
放车路协同的应用场景。

两江新区以2020线上智博会为新起点——

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和重庆智慧之城

□本报记者 夏元

2020 线上智博会即将开
幕。渝北区在本届智博会上将展
示哪些成果？在推动大数据智能
化进程中有何亮点？前两届智博
会上签约项目进展如何？就这些
问题，渝北区委书记唐川日前接
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今年渝北区第三
次参展智博会，有哪些亮点展示
呢？

唐川：本届智博会我们将通
过“一展一赛两论坛”，集中展示
渝北在智能技术、智能产业、数字
经济等方面的亮点，积极为重庆
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贡献
渝北力量。

具体包括：举办线上展览，集
中展示渝北“智能制造”和“制造
智能”的最新成果；举办华为云重
庆软件创新大赛，集中展示渝北
的人才活力和创新动力；举办智
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活高峰论
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集中展示渝北在培育“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建设“云联
数算用”要素集群的最新成效。

重庆日报：渝北区在推动大
数据智能化进程中，取得了哪些
成果？

唐川：近年来，渝北深入实施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生
态圈建设行动计划，全力打造五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积极助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呈现出三大特色——

新产业加速集聚。今年上半
年，全区数字经济发展逆势而上，
数字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

新基建加力建设。建成5G基
站3000多个，占全市总量1/10，
率先启动智慧城市智能中枢建
设，建成智慧城管大数据中心和
智慧综治“大数据资源池”。

新应用加快推广。区级政务
信息系统迁移上云比例达95%，
仙桃数据谷作为全市首批示范园
区接入中新数据通道。另外，全
区还加快了智慧交通、智慧医疗、
智慧阅读等领域的智能化应用。

重庆日报：在前两届智博会
上，渝北区参与了哪些项目合作？
目前这些项目进展情况如何？

唐川：前两届智博会上，渝
北共签约项目69个，合同投资
509亿元。目前，包括一铭软件
全国研发总部等一批项目已投
产，中关村协同创新中心等一批
项目正式运营，重庆数字普惠金
融产业基地等一批项目正在有
序推进。

渝北区委书记唐川：

全力打造五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

（观 看
访谈视频请
扫描海报上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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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高
校是科技成果的重要来源地，如
何高效转化这些成果？9月 11
日，在茶园力合重庆创新中心举
办的科技孵化高峰论坛上，多位
专家、行业人士进行了深入探讨。

力合科创集团总经理助理王
美华指出，国内很多高校科研成果
受制于资金因素，转化往往比较困
难，建议政府可以多给一些配套资
金支持，或引导公益基金关注转
化。天津水晶石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赵浩男认
为，商业投资机构和高校合作，需
要建立一套制度和一个中间平

台。重庆国健医疗研究院院长潘
东建议，研发人员应该寻求技术
经纪人专门对接科研成果落地。

对一个城市而言，围绕哪些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呢？王美
华建议，孵化的产业最好是自己
的优势产业，比如重庆可以围绕
汽摩产业做文章，因为产业链上
下游完善，科研成果转化会更快。

据悉，本次论坛有高校代表、
国内科技孵化机构代表、企业人
士等100余人参会，除了主题访
谈和分享环节，还进行了纳米级
电传导优化防护新材料等两个项
目路演。

科技孵化高峰论坛举行

专家支招高校成果高效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