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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冰立方”疫情防控
近日，2021年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圆满落幕，

中国队最终夺得冠军。伴随着五星红旗在“冰立方”
的冉冉升起，国家游泳中心圆满完成了“相约北京”
系列测试赛“全要素”检验，在场馆设施、服务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方面交出了优异答卷。

疫情防控作为冬奥筹办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
游泳中心的赛事防疫工作严格按冬奥组委最新发布
的防疫手册执行，落实闭环管理政策。同时，国家游
泳中心通过对重点区域进行气溶胶检测、全员使用

“体温贴”、应用一系列无接触式机器人等方式筑牢
防疫网，以科技力量助力场馆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体
现了中国办赛在科技防疫上的新智慧。

“体温贴”测温芯片

“体温贴”中的测温芯片只有指甲盖大小，但精
度却能达到0.05℃，充电一次可连续使用10天。平
时工作人员将“体温贴”贴在腋下，就能实时测量体
温。远程监控系统会每隔3秒采集一次体温数据，
如果体温有异常，系统会自动报警，以短信方式通知
防疫管理人员。

“体温贴”不仅能实时测量体温，还具备定位功能，
可以跟踪记录相关人员的行动路线，掌握体温异常者
的接触人群，做到防疫信息快速掌握，相比“先测温、再

记录、再报送”的传统工作方式，“体温贴”的实时监测
功能大大降低了精准测温的工作负担和管理成本。

消杀机器人

消杀机器人可独立完成各个公共区域的日常流
动消杀。其中，喷施药剂类型的消杀机器人可根据
使用空间特点设置药箱容积，每个班次（3个小时）
时间内完成所在区域的全部消杀工作，中途不用添
加药剂；紫外线类型的消杀机器人在每个班次也能
完成全部区域工作。

清扫机器人

清扫机器人可对场馆观众区、媒体工作区、工作
人员区、运动员区、比赛大厅等室内大面积公共区域
进行清扫。不仅如此，清扫机器人还可在指定区域
无人值守开展工作，其具备的自动充电功能，可适应
长时间连续工作。

移动测温机器人

移动测温机器人可按规定路线行进或主动寻找人

员，在公共区域测扫周边人员体温。当发现体温超标人
员时，会主动上前交流提示，并报告管理人员。而对区
域内没有佩戴口罩的人员，则会上前提示其佩戴口罩。

防疫监督机器人

防疫监督机器人可对场馆观众区、媒体工作区、
工作人员区、运动员区、比赛大厅等室内大面积公共
区域进行清扫。能够极大程度减少赛事运行人员配
置，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员接触频率和感染风险。

5G送餐机器人

5G送餐机器人被安排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
庭”区域服务，负责将食物从备餐间送到休息室，其
自主避障功能，可适应大流量人群，让食物舱始终处
于密封状态，保证食物清洁安全送达。

（本报综合）

日前，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西
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玉龙雪山冰冻圈与可持续发展
野外观测研究站（简称“玉龙雪山站”），成功研发了中
国第一套冰川实时监测系统。该系统可极大地减轻高
海拔冰川人工监测的工作强度及潜在风险，同时提升
数据采集的连续性、精确性、时效性及在线可视化。

该系统研发团队主要成员包括武汉大学中国南
极测绘研究中心杨元德、艾松涛和玉龙雪山站王世金
等。该系统由GNSS、激光测距、相机、气象、冰温、地震
仪等监测模块组成，通过4G实时传输观测数据，并由
网络在线发布，可以随时通过浏览器、手机在线查阅。

2021年7月，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在
玉龙雪山白水河1号冰川组装，通过系统调试，成功获
得冰川运动实时信息，首次研发了冰川运动实时监测

系统。10月，武汉大学和玉龙雪山站的联合研发团队
对该系统进行了升级，加入了温湿压等气象参数和实
时视频模块。目前，每5分钟在线更新一次监测数据。

该系统在玉龙雪山的布设，旨在验证冰川与环境
长期观测技术与方法，如得到有效验证，可搭载更多
传感器，获取冰川多要素观测数据。同时，根据GNSS
实时监测的冰流速数据，可判别冰川运动状况及潜在
的冰川跃动现象等。

该系统兼容多种传感器，集数据采集、传输、解
析、入库和发布于一体，实时性高，具备软件自主可
控，硬件可定制可扩展的特点，为后续玉龙雪山站“一
站四区”（“一站”即玉龙雪山站；“四区”即岗日嘎布、
梅里雪山、贡嘎雪山、达古雪山）典型冰川实时监测和
精细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综合）

广东省科学院
动物研究 所 助 理
研究员俞雅丽在
实验室通过显微
镜观察海珠斯萤
叶甲标本。

近日，广东省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在广州海珠国家湿
地公园发现一个稀
有昆虫新物种，其
隶属于昆虫纲鞘翅
目叶甲科萤叶甲亚
科斯萤叶甲属。科
研团队将其命名为

“海珠斯萤叶甲”。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首套冰川实时监测系统

智能隧道巡检机器人
检测手段较人工巡检更专业

■ 王 韵

近日，在绍兴嵊州上三高速公路马岙岭隧道
内，一台黄色的机器人沿着隧道壁移动，扫描到一
辆停在隧道内打着双跳灯的汽车后，立即开启语
音提醒：“高速（公路）禁止停车，请赶快驶离。”这
台智能隧道巡检机器人是落户定海工业园区的中
信重工开诚（舟山）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研发组
装的首批特种机器人之一。

“这台机器人主要用于监测抛洒物、货车掉落
物品、交通违章、变道、停车等行为。”该基地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类机器人可以通过自身装配的摄
像头、离子式烟雾传感器发现车辆违停及火灾等
情况，并通过高清拾音器、高音喇叭实现与事故现
场人员的信息沟通。因应用在隧道内，这台机器
人配有专用轨道，能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运
动。相比固定摄像头定点监视，机器人在巡查机
动性、远程信息交互等方面的综合效率优势明显，
监测手段较人工巡检更为专业。

近日，我国新型运载火箭一级液氧箱静力件
在航天科技集团八院800所（以下简称“800所”）
成功合零，该贮箱箱底采用旋压技术整体成形，直
径达3.8米，为国内最大整体成形箱底。

箱底作为运载火箭贮箱的关键构件，国内普
遍采用“分块成形+拼焊”的方法加工。此次800
所采用整体旋压箱底替代原有瓜瓣拼焊结构箱
底，犹如一个薄薄的“大碗”，拥有尺寸大、壁厚小
的优异特点，对加工精度的要求极高。相比原有
拼焊结构箱底，整体旋压箱底消除了“一环八纵”
9条主焊缝，单个箱底减少焊缝16.5米，相比原来
减少约60%，进一步提高了贮箱箱底的制造精度
和可靠性。同时，箱底制造工序由原来的23道缩
减为11道，产品研制周期缩短20%以上、劳动强度
降低40%以上。 （本报综合）

我国研发最大整体成形箱底
产品研制周期缩短2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