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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智能技术整合社区服务资源，为社区群众提
供多方面智能、安全、便捷服务的模式，就是智慧社
区。

重庆熵变坛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便
致力于研发拥有可靠性、安全性、实用性、合理性、适
用性、全面性、先进性、经济性、科学性、兼容扩展性、
高性价比性的智慧社区。该公司以全面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为己任，针对万州区老旧移民安置小区安
防系统缺失、卫生条件差、管理混乱等特点打造出的
智慧社区系统平台，目前已在万州区双河口富康花园
小区上线实施，深受市级领导及周边居民好评。

用好大数据智能化手段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富康花园小区是万州区移民重点安置小区，曾经
环境脏乱差，矛盾纠纷问题突出，在区领导支持下，街
道以党建引领基层促进业务实施一系列有效举措，辖
区安全事故数量连续三年下降，人民满意度大幅度提
升。重庆市相关领导在走访时也曾说道：“要用好大
数据智能化手段，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重庆熵变坛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子涵
表示，目前公司正在着力打造独属于整个万州区的智
慧社区总平台，该平台汇集社区中的所有信息，包括
人员信息、房屋信息、车辆信息、各种物联网的传感器
设备信息等。“不仅是智慧化的建设，对于一些基础设
施，也有了一个全面的提升。”

重庆市万州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相关领导
也表示，自智慧社区系统平台上线，明显感到老百姓
的生活与先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走
访周边群众，问他们对现在的社区是否还有不满意的
时候，他们会说‘没有不满意，现在太好了’。众所周
知，只有老百姓说好，那才是最好的。”

据调研数据显示，社区居民对改建后社区的满
意度更偏向三个点：一是社区环境，改建后的卫生条
件有了显著变化；二是社区安全，安防体系的建立让
居民有了充足的安全感；三是社区外观，一系列的智
能化设施让居民们产生了很多的新鲜感，幸福感明
显提升。

“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加强对智慧社区的方案升级
以及深层技术研发，优化社区生活。”张子涵说。

数据资源综合分析
不断完善整体服务体系

据悉，研究团队目前针对智慧社区正在进行部
分业务的集成化信息研发，与传统智慧社区不同，他
们会吸取全新、未曾出现过的技术运用进系统中
去。比如运用人工智能分析算法、边缘计算等，将其
赋能于摄像机，就能判断经过的居民是否戴口罩、体
温是否超过正常标准等，可以使社区的安防体系发
生质的飞跃。

并且，研究团队将以项目为单位，为每个项目的
甲方提供定制专业服务，通过项目与项目之间的数
据资源进行整合，再次综合分析，从而不断完善整体
服务体系，使整个服务体系的搭建更高效、精简、不
重复。

智慧社区周边服务
解决后续运维费用问题

“与其他的智慧社区不同，我们的技术团队还在
整体服务中增加了一些社区的周边服务。”张子涵说，
万州区的许多老旧移民小区都普遍存在一个痛点问
题，即不存在物管。“但智慧社区建设完毕后，必然会
产生相应的运维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费用该
如何解决，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问题。”

基于此，技术团队开始考虑在智慧社区中增加造
血功能，用以解决这一部分的费用，使其拥有一个长
治久安的设计和发展方向。

重庆熵变坛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陈甫
表示，该服务可以融入周边商家，进行商品促销活动
的广告宣传，实现网上购物，并且还可以提供更多与
居民互动的娱乐设备，丰富居民生活娱乐方式。不仅
如此，社区居民能够在手机上实现查看监控、开小区
门等操作。

“周边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完美解决智慧社
区设备运营的后续维护费用问题。”陈甫说。

近期，由重庆熵变坛城公司致力打造的智慧社区
已成功上线，可帮助解决老旧小区改造难题。

据了解，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万州区迁入移
民总数已达 26.3 万人，全区移民小区数量多达 60
个。由于建立时间长、容纳人数多，这些老旧移民小
区普遍存在安防设施缺失、卫生环境差、小区管理混
乱等问题。

据重庆熵变坛城公司总经理张子涵表示，该智慧
社区可通过小区门禁系统、周界防护系统、防高空抛
物系统等，为小区安全实施保障；通过物联网空气检

测站、沼气池监测系统、物联网水压监测系统等，改善
小区内卫生环境。

不仅如此，该公司打造的智慧社区还包含行为
分析功能，可通过摄像机采集、分析影像资料，利用
边缘计算结合行为分析算法，对打架斗殴、尾随跟
踪、非法闯入等行为做出精确分析计算，并将告警
信息回传至平台，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提升小
区管理水平。

目前，该智慧社区已成功在万州区富康花园小区
落地实施，并有望辐射其他区县。

科技赋能智慧社区 打造高品质生活场景
本报记者 张涵韵 实习记者 喻祥梅

近日，科学家受
到风力传播的植物
种子启发，研制出一
种新飞行装置，或可
应用于环境监测或
通信。这种飞行装

置可以携带有源电子载荷，从而可建立新的潜在范
围的无电池无线设备。

植物种子有各种形状，大小不一，其中一些可利
用风力传播，散播遗传物质繁殖种群。这些形状可
分为四类：降落伞形，如蒲公英；滑翔机形，如翅葫
芦；直升机形，如梣叶槭和大叶枫；及扑翼或飞旋形，
如毛泡桐或臭椿。

受风力传播种子的启发，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系
列飞行器，大小从微型（小
于 1 毫米）到大
型（ 大 于 1 毫

米）。他们使用模拟和风洞实验，研究了改变设计参
数如飞行器直径、结构和翼型的空气动力学影响。

在直升机型和飞旋形种子中，旋转行为加强了
这些装置的稳定性和飞行行为。这些设计可以集成
简单电子器件，其中一例包含有一个检测空气颗粒
物的电路。并且，这些装置可以构成动态传感器网
络，用于环境监测、无线通信节点，或基于互联网连
接设备网络即物联网的各种其他技术。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的工作为增进飞行器能力
铺平了道路，但仍需要做进一步工作，以理解飞行器
在风中会有怎样的行为，其他设计（降落伞形和滑翔
机形飞行器）表现如何。

近期，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在淀
粉的人工合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科学家们通
过一种比植物光合作用更有效的人工合成方式，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直接合成，其淀粉
合成速率甚至超越了自然中的植物——是天然合成
速率的8.5倍。

研究人员采用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从头
设计、构建了11步反应的非自然固碳与淀粉合成途
径，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
全合成。这一突破，为淀粉的车间生产打开了一扇
窗口，为二氧化碳原料合成复杂分子开辟了新的技
术路线。 （本报综合）

解决老旧小区改造3大难题 提升小区管理水平

受种子启发
科学家研制出新型飞行装置

■冯丽妃

重庆熵变坛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子涵
正在介绍智慧社区管理平台。 记者 张涵韵 摄

全球首次将二氧化碳合成淀粉
为天然合成速率的8.5倍

近日，科学家们开发出了一种新型传感器，该传
感器集成了专门设计的DNA片段和纳米孔感测仪，
可以在不需要对病毒样品进行预先处理的情况下，
快速确定并检测出具有传染性的病毒。

据悉，检测传染性病毒的试验称为菌斑试验，但
需要特殊的准备并且数天才能得出结果。此次开发
出的新传感方法可以在30分钟到两小时内给出结
果，而且由于它不需要对样本进行预处理，因此可以
应用于很多病毒。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传感器不仅对于遏制病毒
传播、监测环境非常重要，而且也有助于科学家们进
一步理解感染的机制。

新型DNA传感器
两小时内确定病毒传染性

■刘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