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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在行动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
者 夏元）日前，由成渝两地
多个单位共同发起的“成渝
区块链联合创新中心”（下称
创新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
将推动区块链技术在两地金
融、安全、文创、教育、公共服
务等多个领域落地应用。

据介绍，创新中心由重
庆市渝中区区块链协会、重
庆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
院、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与创
新研究中心、四川省数字经
济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大
数据研究中心、成都大数据
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共
同成立。

“创新中心将推动成渝
两地区块链技术和产业生态
健康有序和协同发展。”市大
数据发展局负责人表示，未
来成渝两地将围绕推动数据
要素高效流通、推动智能化
应用共创共享、深化中新国
际数据通道合作、协同开展
大数据标准化体系研究、协同推动数字
产业发展5个方面开展具体合作。

日前，在位于合川信息安全城的重庆帕弛科技，工作人
员正在检测量子加密数据处理板。

合川信息安全产业连续四年稳定增长，已初步形成硬

件生产，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安全软件及服务，研发
孵化器四大板块产业集群。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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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12月5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了解到，
西部（重庆）科学城已初步做出规划，
将打造“一中心、一基地、一路网、一平
台、多应用”的智慧交通体系。未来，
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利用云计算等先
进技术，让城市管理更科学，道路更通
畅。

重庆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智慧交通是以云计算
平台为基础，以利用大数据分析、云计
算、人工智能、5G等先进技术为手段，
多渠道感知和收集相关交通数据，再
运用“云大脑”进行分析研判，给出信
号控制和交通组织的最佳方案。

该负责人介绍，科学城将打造的
智慧交通体系包括：一中心，即以研
究智慧交通为主的研发中心；一基

地，以“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
（重庆）”为基础的网联汽车与车路协
同技术检测基地；一路网，以科学城
核心区为示范的交通智能路网；一平
台，形成融合交通数据与规划的决策
运行平台；一产业，形成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集群；多应用，建成交通管理、
运输管理、养护管理、应急管理、智能
停车、智能公交、车路协同等多场景、

多服务应用。
未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打造

5G车路协同示范路段。道路两侧及路
口灯杆上装有摄像头、无线发射传感
器等智能路测设备，负责实时收集路
况信息，并传输到智慧交通“云大脑”
和车辆上，从而实现车与路的信息交
互，由城市云统一调度车流行进，大幅
改善交通效率。

用“云大脑”实现车与路的信息交互

西部（重庆）科学城打造智慧交通体系

重医团队研究成果登上国际权威期刊
从流行病学研究视角，系统梳理、分析了万州区防控新冠肺炎措施的有效性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
婷）11月30日，重庆医科大学团队在
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医学》杂志上，
在线发表题为《中国万州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传播的有效性分析》的论文。
研究从流行病学研究的视角，系统梳
理、分析了万州区防控新冠肺炎措施
的有效性。该研究成果是全国首次
对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作出
总结分析，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应
对新冠疫情时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

供参考依据。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数据，

截至12月6日，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
过6587万例，死亡超过152万例。在
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国实施的
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
目前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

自今年2月16日起，由重庆医科
大学黄爱龙教授领衔的团队，在万州
区启动了防控新冠肺炎紧急科研课题
的研究。团队与万州区疾控中心合

作，通过分析万州区1月21日至4月
10日发现的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及密切接触者共2172人的流行病学
调查资料，对新冠病毒在人群中的流
行特征、传播能力及相关防控措施的
效果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总结。

团队首先追踪了万州区新冠肺炎
的传播过程。“万州区的新冠肺炎疫情
由45例输入病例引起。”重庆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石丘玲介绍，团队
通过梳理发现，这些一代输入病例共

在万州传播了4代，大部分传染发生在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

“在万州所有确诊的病例中，
33.7%为无症状感染者，66.3%为确诊
患者。”石丘玲介绍，团队通过数据分
析发现，万州区每个一代输入病例平
均传染了1.64个病例。但随着万州防
控措施的加强，二代病例平均只传染
了0.39个病例；三代病例则平均只传
染了0.31个病例，这凸显了万州防控
措施的有效性。 （下转02版）

中国智慧城市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暨高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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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联盟协同攻关
重庆市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重庆市通用航空装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