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中药研究院首个院企合作
新型研发机构启动建设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市中
药研究院与重庆西部食谷食品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协议，双方将共建西部食谷健康研究院，
这也标志着市中药研究院首个以人才、技术输
出形式与企业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正式启动建
设。

据悉，西部食谷将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条件，
市中药研究院将选派中药大健康创新创业团队
专家和部分科技人员入驻西部食谷健康研究
院，牵头组建西部食谷技术团队，开展相关技术
和智力服务，参与园区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重
大项目咨询、工艺和技术研发等事宜，以及技能
提升、人才培训、康养园区建设、知识产权规划
执行、情报信息服务等相关工作，力争将西部食
谷打造成为西部地区中小食品企业技术研发、
制造示范、智能流通和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交
易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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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建投将在渝
打造“大健康产业园”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5月12日，
重庆高新区与平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平
安建投）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平安建投
将在重庆高新区打造“大健康产业园”，助推重
庆高新区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
大健康产业生态圈。

平安建投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专注于基础设施领域
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此次达成合作之后，平安
建投将在重庆高新区打造“大健康产业园”，构
建以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包括新型医用诊断医
疗仪器设备）及其上下游产业为主的完整产业
链。此外，双方将在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城市
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领域，共同开展课题研
究、战略规划、项目策划等长期战略合作。

在一块大屏幕上，企业楼宇、厂房、园区等被划
为一个个小方格，当鼠标点击某一个小方格时，这个
区域内的相关经济数据，如企业产值、生产能耗、员
工人数等，都清晰地显示在大屏幕上。

这是紫光南方云公司为北碚区“量身订做”的北
碚产业云图——只要站在屏幕前点击鼠标，即可摸
清区域内企业“家底”，从而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并精
准施策。这套云图系统自去年底投用以来，目前北
碚全区已有300多家企业接入。

“北碚产业云图是紫光产业云图的‘升级版’，也
是紫光云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建设内容之一。”紫光南
方云公司负责人沈波表示，紫光产业云图是运用云
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通过网格化数据采集和企
业综合评价，为政府部门实施产业发展精细化管理、
助力区域产业升级等提供数据分析依据。

产业云图，是紫光云公司近年开发出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技术之一。自2018年9月在渝落户以来，
紫光云旗下子公司紫光南方云已先后为市税务局、
环保局，以及重庆康铖智汇机械制造公司、中冶赛迪
等部门及企业提供多类信息化服务。特别是今年初
疫情发生后，紫光南方云公司还为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了“硬核支持”。
在2月份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紫光南方云公司旗

下的重庆紫光云引擎在两天内，为江津区搭建“战疫
防控复工复产服务平台”，助力该区政府部门全面掌
握疫情期间所辖企业的员工信息及复工复产准备情
况。平台上线以来，已累计服务超过700多家企业、
2万多名员工，为江津区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了精准数据分析和决策依据。

在渝北区现代建筑产业园，紫光工业互联网平
台将为该园区建筑产业发展提供涉及云生产制造执
行系统、智慧物流、智慧供应链等多个信息化服务平
台，形成覆盖研发设计、仓储物流、营销运行维护等
全产业链条的建筑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园区入
驻企业提供信息化赋能。

另外，去年12月，紫光华智数字4.0工厂项目已
在两江新区鱼复园区开工建设。这个占地256亩的
智能工厂在明年建成后，将拥有设计制造融合平台
和工业网联网平台，主要生产软件定义摄像机、智能
视频分析服务器、海量图片云存储等智能安防产业
相关的高科技产品，并实现设备联动、智能运营、智
慧物流等多种智能化生产功能。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5月11日，记者
从重庆新桥医院获悉，该院全军心血管病中心实施
了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手术，让患者的心脏“满电复
活”。植入的无导线起搏器大小与一颗“胶囊”差不
多，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无导线心脏起搏器，在重庆
属于首例植入。

据介绍，接受手术的张女士患有病态窦房结综
合征，引起阵发性全心停搏，并且极有可能随着病情
的加重，停跳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经新桥医院全军心血管病中心专家确诊，张女
士目前最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植入心脏起搏
器，这也是患者的唯一选择。

传统的心脏起搏器由脉冲发生器和电极导线组
成，有火柴盒般大小，埋在胸部的皮下，与放置在血
管的电极连接。但采用这种方式，并发症的风险较
高。

与传统心脏起搏器相比，无导线起搏器则无需植
入心内膜导线，也就无需在胸前皮下制作囊袋放置脉

冲发生器，减少了创伤与感染风险。与传统心脏起搏
器相比，这种起搏器的体积减小了93%，和一颗胶囊
差不多大，重量只有2克。而且，无导线起搏器的电力
可续航12年，植入后几乎感觉不到起搏器的存在。手
术后，日常活动受限范围小，坐飞机等都不受影响，可
接近正常人的生活，大大改善生活质量。

经过术前缜密的诊疗方案分析，医生决定为张
女士实施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手术。

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通过股静脉穿刺，医生
团队将起搏器通过导管植入到张女士心腔内部，整
个手术时间仅用了30分钟。术后第二天，通过不间
断的心电系统检测，张女士心脏功能已恢复正常。

据新桥医院全军心血管病中心主任晋军教授介
绍，传统起搏器是治疗心动过缓的一线手段，自该技
术问世以来，就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使其重拾美
好生活的信心。和传统起搏器不同，无导线起搏器
将大大减少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并为心脏提供持续
稳定的动能。

紫光云推动多个区县及企业“上云”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重庆实施
首例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手术

5月10日，紫光南方云工作人员站在北碚产业云图展示屏前介绍功能作用。目前，紫光南方云与我市多个
区县在工业互联网建设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受访者供图）

追踪喜马拉雅山的树线变化
我国科学家有新发现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董瑞丰）我国
一支科研团队近日发布研究成果，认为除气候
原因外，树木间的竞争和互利也导致了喜马拉
雅山中段树线爬升速率的变化。

该成果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
格局与过程团队研究员梁尔源及合作者发布，
日前发表于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知名刊物《生物
地理学期刊》。

高山树线是树木分布的海拔上限，往更高
处，山上的植被就变成了草甸。在喜马拉雅山
区，连续分布的高山树线是观察气候变化对高
寒生态系统影响的敏感指示器，其变化速率一
直受到国际生态学界关注。

行云二号01/02星发射成功

新华社酒泉5月12日电（李国利 朱霄雄）12
日9时1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
一号甲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行
云二号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发射的行云二号01/02星由航天行云
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将在轨开展天基物联网通
信技术、星间激光通信技术以及低成本商业卫
星平台技术的验证，并初步开展物联网示范应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