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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水深海底管线
铺设项目首阶段完工

近日，随着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中国海油”）最后一条12英寸海底管线
终止封头入海，我国最大水深海底管线铺设项
目——陵水17-2气田海管铺设首阶段作业在南
海西部海域顺利完工。这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
资源开发能力再获重大突破，对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支撑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此次海管铺设作业是我国首个深
水自营大气田——陵水17-2气田整体开发项目
之一，铺管作业水深1542米，创造了我国海底管
线铺设水深的新纪录。海底管线是海上油气输
送的“大动脉”，被喻为海洋油气生产系统的“生
命线”。 （本报综合）

中德高校科研人员
开发出一种高灵敏柔性传感器

人类细胞首次
实现可控可逆变透明

近日，英国《自然·通讯》杂志发表一项生物
技术研究，一个美国研究团队称，首次在实验室
内成功将人类细胞可控、可逆地变成透明。此
次，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人员阿隆·格罗
德斯基及其同事，受头足类动物的适应性皮肤细
胞的启示，并从其结构和功能中汲取灵感，着手
设计并改造了人类细胞。这些细胞包含可重构
的基于蛋白质的光子结构，能够有控制地、可逆
地变为透明。

研究团队选择的是人类胚肾细胞，通过改造
使它们表达乳光枪乌贼外套膜中的反光蛋白质
A1。之后，他们研究了表达该蛋白是否影响人
类胚肾细胞与光的互作，以及这些性质是否可
控。他们在实验室使用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
改变了工程细胞的透明度，完成了该实验。

（本报综合）

香港浸大新发明
有助治疗帕金森病

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浸会大学近日宣布，
该校研究团队发明了一款新的纳米基质，能快
速培养出微型脑样结构，取代脑部受损部分，这
项发明有助改善帕金森病病情，为治疗此疾病
带来新启示。

该研究由浸大生物系教授翁建霖和物理系
副教授黄陟峰领导的研究团队完成。此次发明
的这款纳米基质，能诱导神经干细胞快速地培
养出“微型黑质样结构”。这种结构主要由“多
巴胺神经元”组成，能代替脑内“黑质”部位受损
或退化的细胞。纳米基质则是镀有纳米结构层
的矽片，厚度仅550至730纳米，表面布满数万
亿个闪电形状的结构。当纳米基质与神经干细
胞接触时会产生“物理按摩”作用，诱导干细胞
分裂成“多巴胺神经元”。由于过程中不需要使
用化学生长因子，可大幅降低致癌风险。

近日，长沙全面开放试乘阿波罗自动驾驶出租
车，这是国内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服务。虽然自动驾驶出租车在长沙载客上路仍属测
试性质，但业内认为，此举意味着自动驾驶向规模化
落地迈出了重要一步。

长沙开放“无人出租车”
50多个站点一键约车

“行驶、转弯、停车都是自动的，安全员和技术员
分别坐在前排驾驶座和副驾驶座，基本没有手动操
控。”近日，在湖南航天医院门诊楼前马路边，结束试
乘自动驾驶出租车之后，26岁的医护人员李芬芸对
记者说。

长沙向市民全面开放的阿波罗自动驾驶出租
车，由百度与一汽红旗联合研发，由湖南阿波罗智行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落地运营。目前，投入运营的自
动驾驶出租车共有45辆，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半到
下午4点20分。开放打车范围主要在长沙市梅溪
湖地区的开放道路，行车路线覆盖长沙当地的居民
区、商业休闲区及工业园区等实用生活场景。

目前，为了保障乘客安全，每辆车上配备了一名
安全员和一名技术员，在复杂路段或者遇到突发状
况时，他们随时可以接管。

市民可直接通过百度地图App实时呼叫区域内
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免费使用。现阶段由安全员跟乘
客联系，不是车载人工智能跟乘客直接对话沟通。

“车内平板能够显示360度视野范围内的障碍
物及动态预测，清晰呈现途经车辆、车道、路口、红绿
灯等路况，并伴有限速提示及变道提醒，用户可通过
屏幕实时关注时速、剩余里程等信息。”阿波罗智行
测试与车辆运维部负责人成李说。

目前，市民只能在50多个固定站点上下车，且
中途不能随意切换行车路线。记者多次体验发现，
由于车辆相对有限，约车往往需要等候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达到L4（高度自动驾驶）级别，在限
定区域内自动驾驶系统能实现全部场景的操作，人
工接管率极低。”成李说，自动驾驶出租车在长沙载
客上路仍属测试性质。

建“智慧的路”
大半年测试确保安全

对自动驾驶技术应用来说，有了“聪明的车”，还
要有“智慧的路”。

“在颁发自动驾驶载人路测牌照前，我们对100
平方公里范围内135公里城市道路重要交叉口进行
了智能化改造，打造智能网联测试及应用场景100
多个。”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产业促进局局长郑平
说，车路协同技术不仅服务于自动驾驶、智能网联，
也能服务于市民日常出行。

长沙市进行智能化改造的城市开放道路位于湘
江新区的梅溪湖、洋湖等四大片区。这一带属于长
沙市的城市新区，规划水平和建设标准较高，关键路
口部署了通信单元、边缘计算单元、路侧感知单元等
智能设备，方便为“无人车”判断驾驶行为、分析分辨
障碍物提供信息保障。

据了解，在此次向公众开放前，长沙已进行了大
半年的试运行。2019年6月，长沙市向百度颁发了
45张可载人自动驾驶测试牌照。当年9月，开放道
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正式启用，自动驾驶出租车
获批在示范区内进行载人测试。

经过报名、筛选、预约、培训等严格流程，一部分
市民获得抢先体验试乘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机会。当
年12月，阿波罗智行在长沙面向这些“种子用户”在
测试路段开放试乘。

成李告诉记者，截至去年年底，阿波罗自动驾驶
出租车已经实现超一万次的安全载客出行，积累了
大量测试数据。此次全面开放试乘后，打车流程更
便捷，约车时段更自由，覆盖区域更广。

郑平介绍，除了自动驾驶出租车，长沙市民早在
2018年底就可以体验在开放道路上自动驾驶的智慧公
交车。由湘江新区投资建设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
沙）测试区智慧公交示范线，全长7.8公里，共11个站点。

“智慧公交在试运行过程中可实现10项自动驾
驶功能，其中包括首站的自动启停、自适应车道保持
跟踪、自动出入公交站台、通过人行斑马线、通过红
绿灯路口、自动转向等功能。”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
副总经理应龙说。

业内人士表示，自动驾驶出租车落地长沙正是
基于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测试数据的积累，
表明“无人车”在技术和法规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认可。

自动驾驶离规模化落地还有多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布局自动驾驶。截至

2019年底，我国20余个城市发布了自动驾驶测试政
策，其中6个城市发放了载人测试牌照。

近日，上海市民也可以有条件地通过高德地图
报名，免费呼叫自动驾驶公司AutoX的“无人车”，在
指定的许可范围内体验“无人车”。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北京已为13家自动驾
驶企业的77辆车发放了道路测试牌照，安全测试里程
超过100万公里。2019年11月，河北沧州开放我国首个
区级全域测试路网，启动规模化自动驾驶载人测试。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今年2月联合印发《智
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到2025年，我国将实现高
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

据了解，除百度阿波罗外，一些国内出行领域的
头部科技企业近日纷纷传出启动自动驾驶项目的消
息。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
大松认为，头部企业布局自动驾驶项目，有利于加速
自动驾驶量产化与规模化落地。在技术研发、基础
设施建设之外，相关政策法规配套也要跟上。

新华社电（记者 张毅荣）中德两国高校科
研人员近日合作发表论文说，他们利用一种高
导电性的二维材料和多孔结构的聚乙烯醇缩丁
醛，制备出了一种高灵敏度的柔性压阻传感器，
未来可广泛应用在可穿戴医疗领域。

据介绍，传感器所用的新型二维材料称为
MXene，由钛等过渡金属的碳化物或氮化物制
成，其微观结构是一层层的分子薄膜，所以被称
为二维材料。近年来MXene在储能、传感、催
化、电磁干扰屏蔽等领域应用广泛。

在最新研究中，科研人员用MXene和聚乙
烯醇缩丁醛制成了薄片状的传感器。这种传感
器能探测出很小的变形，具有检测范围宽、检测
限低、检测电压低、功耗低、响应时间快、机械稳
定性好等优点。

打车可以叫“无人车”
自动驾驶离规模化落地还有多远？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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