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子信息工程
科技发展十六大技术挑战发布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徐海波 温竞华）为推
动我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中
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国信息与电
子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4月月26日发布

“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十六大技术挑战
（2020）”，分析了我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在感
知、网络安全、新基建等16个领域方向所面临
的技术挑战。

这16个领域包括微电子光电子、光学工
程、感知、测量计量与仪器、电磁空间、网络与通
信、网络安全、水声工程、电磁场与电磁环境效
应、控制、认知、计算机系统与软件、计算机应
用、工业软件系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新基
建。

我国学者潘建伟
获2020年度蔡司研究奖

新华社合肥4月28日电（记者 徐海涛）记者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中科院院士、该校教
授潘建伟获得2020年度蔡司研究奖，以表彰他
在光量子信息领域特别是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
算方面的杰出贡献。

蔡司研究奖以著名光学家、德国蔡司公司
创始人卡尔·蔡司命名，用于表彰在国际光学领
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评委会认为，潘建伟作为国际量子信息技
术研究的引领者之一，在量子通信方面的先驱
性研究使得安全实用的远距离量子密码技术成
为可能；同时，他在多光子纠缠和高性能玻色取
样等方面的研究，为展示量子计算优越性和实
现可扩展光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020年度全市工业和信息化
重点实验室申报认定启动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4月28日，记
者从市经信委获悉，即日起我市启动2020年度
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申报认定，符合条件
的企业可在6月20日前向市经信委申报。

申报企业应具备条件包括，有明确建设发
展规划，研究方向符合全市产业技术发展战略
目标，有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具备面积不低于
1000平方米的实验场所，有与研究方向相匹配
的科学研究试验设备、仪器装备及配套设施；有
技术带头人和研发团队；取得过新技术新产品
研发成果和较好经济效益；具有市级及以上企
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资质；对重点
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转化及应用推广
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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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与阿里云签订协议
我市将建水务大数据平台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日前，重庆水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举
行了《智慧水务创新应用框架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双方将合作建设国内首个全数据融合的水
务大数据平台。

该项目将以“一个平台，一个中心，一个标
准，加N个应用”的模式为基础，实现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水务行业的
深度融合，特别是在处置水管爆裂等突发事件
和控漏损方面，该平台可通过数据分析，定位事
故发生和水漏损的可能区域，及时安排人员处
置，实现人员、设备的实时数字化运维，从而提
高处理效率、节省水资源。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4月28日，重庆
现代建筑智慧产业园首期项目在渝北区空港工业园
区开工。该项目致力于发展集创新研发、生产制造、
智慧管理为一体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建成投用后将
实现在智能化生产线上造房子。

所谓装配式建筑，是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楼板、楼
梯、预制梁和预制柱等大量构件，然后将之运到工地
上像搭积木一样组装拼接成房子。因其具有造楼速
度快、节能环保等优势，发展装配式建筑已成为我国
深入推进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建筑产业
绿色化、智慧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市提出，从2020年起，主城各区每年在建设项
目供地面积总量中实施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不低
于30%（其中两江新区不低于50%），并逐年增长5%。

在此背景下，渝北区决定在重庆现代建筑智慧
产业园集中发展装配式产业。按照相关规划，该产

业园致力于构件集创新研发、生产制造、智慧管理为
一体的现代建筑智慧产业生态，打造成为全国现代
建筑智慧产业的试验田。

围绕上述目标，重庆现代建筑智慧产业园将建
设建筑材料集采平台、建筑配件制造供应链金融平
台、建筑产业智慧物流平台和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
台等四大平台，引进部品部件研发检测中心、建筑产
业标准制定中心和建筑产业人才培训中心三大中
心，实施PC（混凝土预制件）、PS（钢结构预制件）生产
两大类生产制造项目。

据悉，当天开工的装配式建筑产业项目，包括中
投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工厂和三圣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两个项目总占地面积300余亩、总投资20亿元，
首批投资12.1亿元，建成投产后可为重庆建筑市场
带来近100万立方米的装配式构件供应，填补全市近
五分之一的装配式构件缺口。

在智能化生产线上造房子
渝北区打造重庆现代建筑智慧产业园

4 月 28 日，重庆医科大学免疫研究中心，研
究人员正在做实验。

该中心成功搭建抗体快速筛选技术平台，并

获得新型冠状病毒全人源单克隆抗体。这一突破
为后续进一步筛选新冠病毒中和性抗体提供了关
键核心技术平台。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只用打开手机
蓝牙，无需手动干预，就能自动获取你与其他人的接触
信息，分析预测出你是否有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风
险。4月28日，记者从中科院计算所西部高等技术研
究院（下称西研院）了解到，该院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
病毒预测与感染控制传播溯源分析实用系统，相关产
品“健康出行管家”将于5月1日上线。

随着各地陆续复工复产复学以及恢复正常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快速有效
地辨别确认密切接触者，及时发布防控信息，对疾病
的传播趋势作出定量的预测，对于疫情防控都具有重
要意义。对此，西研院启动了“基于人际接触网络大
数据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预测、溯源及防控措施效果
评估研究”项目研究，研究方向包括大规模、长时程社
区的人际近距离接触感知，人际近距离接触数据的分
析和建模，基于大规模人际近距离接触网络的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趋势预测及感染控制措施研究。

经过2个多月的深入研究，西研院研发团队成功
开发出“手机App+云平台‘云+端’”结合的新型冠
状病毒预测与感染控制传播溯源分析实用系统。

“这套系统具有防控成本低、无感安全接触关系
数据采集、节约人力投入、科学防疫等特点。”项目相

关技术负责人介绍，只需要利用自己的手机完成相关
数据采集和分析，不用大规模购买专用设备造成经济
负担，用户下载并使用APP之后，借助手机蓝牙就可
以自动获取人际接触关系，实现无感采集，使用很方
便。然后，系统就可以根据采集到的信息统计出用户
当天接触的人数，感染风险有多高，所有接触链路都
可以图谱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于人们关注的信息安全问题，该负责人表示，
获取信息和数据分析都进行了脱敏处理，不包含个人
身份信息，且仅在发生感染情况下进行回溯和通知，
可以充分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

“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有手机，通过这样的自动采
集，不仅覆盖面广，还可以极大地减少人工调查、统计
等工作量，降低了防控人员的感染几率。”该负责人
称，当系统平台收集并分析了足够信息之后，就可以
为流行病学研究者提供高性能的疫情预测及感染控
制方案评估服务，为疫情发生时的预测与感染控制提
供科学基础和指导性建议。

据透露，产品正式上线后，西研院计划与一些企事
业单位率先合作开展示范应用，同时还将展开后续技
术研发与完善，在手机蓝牙自动采集的基础上，增加其
他低功耗采集方式，推动项目成果实现更广泛应用。

新冠病毒预测与感染控制
传播溯源分析实用系统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