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传回地月合影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
28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目前飞行状态良好，能源
平衡、工况正常，地面测控跟踪稳定，飞行控制
和数据接收有序通畅，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探
测器已脱离地球引力影响范围，进入行星际转
移轨道，飞离地球超过150万公里。

7月27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团
队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试验队密切配合，控
制“天问一号”探测器在飞离地球约120万公里
处回望地球，利用光学导航敏感器对地球、月球
成像，获取了地月合影。在这幅黑白合影图像
中，地球与月球一大一小，均呈新月状，在茫茫
宇宙中相互守望。

清研理工科技园
招商服务中心对外开放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杨
熳丽）日前，清研理工科技园招商服务中心正式
落成并对外开放。

据介绍，清研理工科技园隶属于清研理工
（重庆）创新中心，是其“创业谷、加速器、科技
园”三级孵化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该中心将围
绕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机
器人本体与系统集成及关键零部件、工业软件
与互联网服务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板块，以龙
头企业为支撑，构建“制造核心”“研发增值”“外
围配套”的产业结构，打造完善的创新型科技产
业园生态。

未来，清研理科技园将力争成为区域新技
术研发中心、区域企业培育孵化中心以及区域
产业服务中心，汇聚200家以上高新企业，培育
至少10家主板、30家新三板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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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与重庆交通大学
共建科技创新共同体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7月28日，
西南交通大学与重庆交通大学签订深化校际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除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合作外，还将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长江经济带、“陆海新通道”等发展战略，整合优
势创新资源，形成科技创新共同体。

根据协议，双方合作内容主要包括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三方面的内容。此
外，双方还将共同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围
绕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江经济带
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交通强国建设等国
家战略，整合成渝地区及国内外交通领域优势
创新资源，共同申报、建设“国家山区综合智能
交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成功接收资源三号03星数据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董瑞丰）记
者28日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获
悉，该院下属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日前成功
接收了资源三号03星数据。

资源三号03星于7月25日发射，属于我国
空间基础设施“十三五”规划的卫星任务之一，
与目前在轨的资源三号01、02卫星共同组成了
我国立体测绘卫星星座。

据悉，26日上午，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密
云站在第16圈次成功跟踪、接收到资源三号
03星首轨下行数据。之后，喀什站也按计划成
功完成资源三号03星数据接收任务。当日，中
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总计接收卫星数据120GB，
所有接收数据均在第一时间完成回传，处理情
况正常。

日前，在两江新区金海湾滨江公园，工程师对安
装在一棵树龄400年银杏树上的物联网树木监测系
统终端进行调试。

该系统是两江新区智慧城管示范项目工程之
一，可收集土壤的温度、湿度、树木倾斜度等信息，进
行远程喷淋和预警。

两江新区智慧城管示范项目工程覆盖两江新区
直属的8个街道约130平方公里，通过设置超5万个
前端智能感知设备，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建立高效可靠的预警、应急
处理和科学决策机制，助力现代化城市治理。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
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只需要2-3分钟就能完成
靶区勾画，为肿瘤放射治疗提供精准、高效的方案。7
月28日，记者从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获悉，该院人
工智能（AI）靶区勾画平台（下称人工智能平台）运行
一个月以来，已辅助临床完成头颈部肿瘤、盆腹部肿
瘤等靶区勾画200余例。通过“人工智能+专家审
核”，提高了靶区勾画的效率，也帮助医生更科学合理
地制定治疗方案。

放射治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约70-80%的
肿瘤患者会在不同阶段需要放射治疗，通过CT或
MRI影像精准勾画肿瘤靶区范围，是肿瘤放射治疗
的关键步骤。

据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副
主任靳富介绍，人工智能平台录入了大量三维、大尺
度和高质量的影像和靶区数据，并将专家经验转变为
数据，与传统的人工勾画靶区相比有众多优势。一般

来说，传统的人工勾画靶区通常需要耗时2-3小时，
而人工智能平台只需要2-3分钟就能出结果；其次，
人工智能平台完成的靶区勾画满足临床医生需求的
比例将近90%，专家只需要审核时进行细微调整即
可；人工智能平台有利于靶区勾画规范化，消除医生
之间的个体性的差异。

此外，人工智能平台能够大幅提高诊疗效率，逐
步将医生解放出来，把“医生还给病人”，让他们有更
多时间探索更佳的治疗方案。此外，人工智能平台与
科研实验平台对接，能够充分发挥临床病案数据和人
才技术优势，帮助临床科研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
展临床学术科研，推动肿瘤临床科学研究向更高质量
和更高技术水平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
肿瘤临床诊疗协同创新。

据介绍，人工智能平台未来还将通过影像学预测
肿瘤患者预后情况，做出提早预警，进行早期干预，实
现诊疗、康复的统一。

人工智能辅助临床勾画放疗靶区
将大幅提高诊疗效率

川渝瞄准智能网联氢能源
共谋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7月29日，记者从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川渝两地已就推动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打造成渝氢走廊等重要
事项达成共识，未来将在上述方面开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合作。

据介绍，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方面，川渝两地均
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四川聚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正在成都加快建设中德智能网联汽车示范项目；
重庆方面，早在2018年，长安汽车就发布了智能化战
略——北斗天枢计划，开始通过“4+1”行动计划助推
长安汽车从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
转型。

接下来，川渝两地将重点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及车
联网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提升汽车产品的人、车、
路、云等智能信息交互及决策能力，全面提高汽车产
品智能网联水平，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共建车路协同应用环境方面，川渝两地将充分

发挥电子、通讯、智能化等产业优势，围绕成都—重庆
主轴线，推动智慧道路基础设施、车用通信网络的改造
和升级，满足智能网联汽车和车联网的大规模应用。

除了智能网联汽车，在两地相关主管部门看来，川
渝协同发展氢能源也具有“先天优势”。重庆的明天氢
能、德燃动力等配套企业正加快形成氢燃料电池系统
及其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能力，中国汽研、重庆车检
院等国家级汽车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也已具备氢燃料电
池汽车试验检测能力，长寿等区县则拥有丰富的氢气
资源；四川方面，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相对完整，聚
集了四川丰田、成都客车、中植一客和东方电气、荣创
新能、亿华通等整车及燃料电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
强，还投产了西部首条氢燃料电池自动化生产线。

接下来，川渝两地将以推动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上下游企业创新合作为重点，共同突破关键技
术、提升产品性能、扩大示范运营、构建安全标准体
系，优化川渝地区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打通
成渝氢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