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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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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
业软件”重点专项“新一代现场级工业
物联网融合组网与配置前沿技术研究”
项目近日在重庆邮电大学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正式启动，旨在打造工业物联网
数据传输的“主干道”，让“大路小路”互
联互通，为智能工厂提供重要支撑。

该项目于2021年12月获得立项，
由重庆邮电大学牵头，重庆邮电大学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具体实施，联合中国科

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北京东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担，项目总经费达
到1600万元，其中国拨经费800万元。

“工业物联网跟人们常见的交通路
网有相似之处，如果说我们以前通过各
种协议搭建的网络是‘小路’，那么这个
项目通过引入5G、时间敏感网络等新兴
技术搭建的网络就是‘主干道’。”项目负
责人、重邮自动化学院魏旻教授介绍，以

前，现场级工业物联网协议众多、系统尺
度和维度各异，网络互联互通难且传输
效率低，缺乏高效的融合组网架构、灵活
的配置方法及跨网确定性保障机制，难
以应对工业生产中实时协同控制任务的
需要，制约了智能工厂的发展。

该项目启动实施后，将提出无缝信
息交换架构、网络资源模型等基础理论
方法，突破工业物联网互联互通、统一
配置及确定性传输等关键技术，研制工
业多网络融合新型网关设备等核心原

型产品，并推进在各种典型场景中的应
用验证，形成适配智能工厂人机料法环
的新一代现场级工业物联网融合组网
与配置管理前沿技术体系，为智能工厂
提供技术支撑。

“简单地说，我们不仅要搭建‘主干
道’，还将把‘主干道’和以前的各种‘小
路’连接起来，实现‘大路小路’互联互通，
从而更好地满足智能工厂对工业物联网
提出的融合组网、灵活管理、实时可靠传
输及协同控制等需求。”上述负责人表示。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业软件”重点专项在渝启动
重庆将打造新一代现场级工业物联网“主干道”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王天翊）
日前，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
点（重庆）里程碑成果发布会在两江新
区举行，“星火·链网”超级节点（重庆）、
国家顶级节点（重庆）互联网域名F根
镜像节点一同发布。这意味着重庆顶
级节点正式具备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区块链、域名服务能力，将进一步赋
能重庆工业发展，并吸引更多工业企业
落地重庆。

该超级节点依托重庆顶级节点建

立，具备区块链服务能力。在产业数字
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重庆
顶级节点的标识解析能力，解决了身份
和数据“上链”的问题；超级节点的区块
链能力，则为数据“上链”后形成连接秩
序提供了重要的机制和手段，是在工业
互联网中形成数字生产关系的关键。

依托超级节点，产业上下游间各行
业、各企业的数据将被打通，有助于实现
核心企业生态内共享、工业企业间互信
共享、工业互联网平台间价值共享，同时

为工业“网络化生产”推进过程中遇到的
生产协同、工业安全、信息共享、资源融
合、柔性监管等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此次上线的镜像节点，是西南地区
部署的首个互联网域名F根镜像服务
器，将减少重庆顶级节点的跨境解析请
求，提高域名解析性能和安全性，对域
名注册、解析及相关数据的监管起到积
极支撑；同时有助于刺激重庆外向型产
业建设和发展，助力重庆深度参与国际
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提高重庆对外开放

水平。
据介绍，超级节点和镜像节点的上

线，标志着重庆成为全国工业互联网基
础设施最完备的地区之一。低延时、高
带宽的标识解析、区块链和域名服务，
将成为重庆的独特优势，对国内外企业
来渝发展形成强大吸引力。

活动中还发布了《2022年重庆市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创新应用案例
集》，举行了礼嘉链网智慧研究院揭牌
仪式。

工业互联网超级节点在渝上线
重庆跻身全国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第一阵营”

日前，位于永川高新区的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生产车间，员
工们在生产线上忙碌。

据了解，长城汽车永川基地已布局
以整车为中心，底盘、内外饰、汽车电
子、发动机、变速器五大核心零部件企
业为支撑的汽车产业集群。基地将立
足永川，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以及低碳工
艺应用，在 2023 年建立长城汽车首个
零碳工厂。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陈仕川

中冶赛迪打造
国内钢铁行业首个全流程工业互联网

重庆装备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

支持医疗器械科技创新

科创板细化“第五套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