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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全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工作座谈会召
开，重庆大学、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大学等30所高校，以及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中冶赛迪集团、重庆材
料研究院等31个科研院所参与座谈。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
论述和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谋划我市“十四五”发展重大问
题，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即日起，本报开
辟“科技创新·在行动”专栏，将陆续推出30所高校和31
个科研院所的相关报道，关注高校和科研院所如何加快科
技创新步伐、融入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建设。

用“CT”给桥梁看“内
科”，检测桥梁隐蔽病害；攻
克三峡水利枢纽通航等技
术难关，帮助提升三峡水库
的通航能力；建全国首个绿
色航空技术研究院，发展绿
色航空产业……

11月5日，记者走进重
庆交通大学，了解该校科研
团队建设和科技创新进展
情况。

交叉学科研究，用
“CT”给桥梁看“内科”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
重庆交大投入2.5亿元建设
了面积250亩的山区桥梁及
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主任、长江学
者、国家杰青、重庆交通大
学副校长周建庭是知名的

“桥梁医生”，专门和危桥整
治打交道。“我是一个给桥
梁看病的‘医生’。”11月 5
日，周建庭对记者说，桥梁
隐蔽病害往往难以发现、诊
断，被许多人称为危害桥梁
安全的“第一杀手”。

“以前检测桥梁是否有
内在病害，大多通过打洞、
开孔等有损的方式进行检
测，费时费力费钱。”周建庭
说，他率领的团队特地引进
电子、计算机、机械、数学、
物理等学科人才，通过交叉
学科研究来解决桥梁健康
监测领域的技术难题。

“我们研究的磁记忆检
测技术，能够实现对桥梁工
程隐蔽结构无损检测。”周
建庭笑着表示，这相当于医
生用“CT”等方式来对病人
进行检查。如重庆马桑溪
长江大桥是特大型桥梁，采
用团队首创的无外加激励
磁场的爬行机器人带着磁
记忆扫描装置进行检测，可
达到无损、精准、快速检测
的目的。

攻克三峡水利枢纽
通航和生态航道建设技
术难关

三峡水库的通航能力是
多大？答案是5000吨级的
船舶。但在10年前，考虑到
泥沙淤积等情况，人们只尝试
着通航 1000吨级的船舶。
三峡水库可通航1000吨级
到3000吨级，再到5000吨
级的船舶，重庆交大杨胜发团
队的贡献不可或缺。

该校国家内河航道整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中心
常务副主任杨胜发介绍，团
队先后承担了两个重大国家
专项，对三峡水库沿途进行
了极其详细的调研，逐步攻

克三峡水利枢纽通航和船闸
建设等技术难关，提升通航
能力。2016年开始，团队又
联合开展世界黄金航道绿色
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

目前，交大已投入 2.3
亿元在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了300亩的国家内河航
道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承担了长江、珠江流域70%
以上的航道试验，研究水平
处于世界内河航道研究第
一梯队。

中科院院士“落
户”，带动家乡绿色航空
产业发展

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
空技术研究院是全国首个
绿色航空技术研究院。提
起研究院，该院常务副院
长张铭表示，最值得感谢
的是李应红院士。中国科
学院院士、空军工程大学
李应红教授是重庆奉节
人，多年来，一直想要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2018年，李应红提出在
重庆设立绿色航空技术研
究院、规划建设绿色航空产
业园等6项建议。

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
空技术研究院和院士专家
工作站，于2019年挂牌。作
为工作站的首席专家，李应
红院士在这里投入了大量
时间和精力，仅仅在今年，
李院士及其团队专家就已
到重庆十多次。

张铭告诉记者，按照计
划，今年底绿航院要初步
研制出一款电动与油电混
合动力飞行器样机。未来
5年，将致力于提升重庆及
西南地区航空产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支持并推动重
庆航空工程技术领域全产
业链的创新发展。

在中科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办公大楼内
的墙上，有这样一句话：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
战场。

这是中科院的办院方
针。

2011年，中科院、重庆
市政府、国务院三峡办三方
携手共建中科院重庆研究
院，这让重庆结束了长期以
来没有中科院直属研究机
构的历史。

从无到有，中国科技创
新“国家队”在重庆的落地，
带来了众多国家级的创新
资源。

机场全程“刷脸”安
检通关技术，应用于国
内70个机场

仅需出示一次证件，就
可在机场全程“刷脸”安检
通关。由中科院重庆绿色
智能技术研究院智能安全
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的人脸
识别系统，如今已累计示范
应用于国内70个机场，荣获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奖。

不仅如此。由中科院重
庆研究院承建的国内首个

“山地智慧柑橘园”示范工
程，在开州区已经初步建成，
通过将柑橘果园的视频、气
象、长势、灌溉、作业记录等
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数据进行
整合，让果农坐在家里，用手
机就能掌握果园的情况，实
现果园智慧管理。

中科院重庆研究院大
数据挖掘及应用中心主任
尚明生说，这将支撑柑橘

“从一粒种子到一株苗子、
到一盘果子、到一杯橙汁”
的全程数字化和智能化，推
动山地农业智慧化，实现智

慧农业产业化。
为什么要做这些应用

技术开发？在中科院重庆
研究院院长袁家虎看来，这
是因为，大数据智能化是重
庆的发展方向。

已孵化16家科技企
业，建立三级育成模式

2018年初，中科院重庆
研究院江北育成基地正式
运营。截至目前，江北育成
基地已经孵化了16家科技
企业，其中13家已纳入重庆
市科技型企业系统，还有3
家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基地运营两年多来，通
过孵化科技型企业，聚集了
近200名科技人才，其中硕
士、博士占比超过30%，初
步形成了高层次科技人才
聚集的创新创业平台。截
至2019年底，江北育成基地
孵化企业年营收总额近
6000万元，预计今年将达到
1.5亿元。

除了江北育成基地，还
有重庆石墨烯产业园、长寿
中科未来城产业园等，中科
院重庆研究院积极探索科研
成果快速向市场转移转化的
模式，并成功创建科技部国
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通
过建立科研成果“研发-转
化-市场”三级育成模式，科
研成果得到了加速转化。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
新链，加大基础研究力度

作为科技创新“国家
队”，近年来中科院重庆研究
院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加大了基础研究的力度。

大数据通常具备高维、
稀疏、碎片化特点，传统的
大数据分析方法缺乏对这
些特点的综合考量，导致代
价高、实时性低、表征能力
弱等，极大地影响了数据的
可用性。

为此，中科院重庆研究
院大数据挖掘及应用中心
副主任罗辛带领团队聚焦
高维稀疏大数据智能分析
理论与方法，展开了支撑大
数据智能化应用的基础理
论研究，相关成果已经在智
慧金融、智能环保、智能制
造等领域进行应用转化。

“‘十四五’时期，中科
院重庆研究院还将更加主
动地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西部（重庆）科学城和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中
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建
设，吸引更多中科院系统的
创新资源和高层次科技人
才来渝落地。”袁家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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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有
机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正在制
作有机太阳能电池。

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 摄

2019 年智博会展场，重庆交通大学
研发的可检测维修各种斜拉索大桥的

“拉索检测机器人”受关注。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钟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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