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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夏
元）15分钟即可完成充电的超级充电桩
来了。日前，记者从重庆交通运业有限
公司获悉，我市正在龙洲湾客运站、长
生桥客运站、重庆长途汽车站、重庆火
车北站南广场汽车站、陈家坪长途汽车
站、西永客运站、双凤桥客运站等7个地
点，改建、新建500余个超级充电桩。

据介绍，目前我市现有充电桩近
两万个，其中约八成位于中心城区。
这些充电设施，大多采用传统技术标

准，充电耗时较长。其中约1.1万个充
电桩为“慢充”，需要耗时6至8个小时
才能完成续航里程 400 公里电车充
电。其余约9000个充电桩为“快充”，
耗时在1至2个小时。

这批改建、新建的超级充电桩将
在两个月内建成投用，能在15分钟内，
给续航里程400公里的电动汽车充满
电。届时，重庆将成为全国少数几个
实现15分钟快速充电的城市之一。

另据了解，经市政府同意，《全市

加快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工作方案》
已印发实施，计划到2025年底，全市将
建成充电桩超过24万个，其中公共快
充桩3万个，建成换电站200座，形成
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的充换
电设施服务体系。

在完善充换电设施布局方面，《方
案》提出，将在全市新建或建成的公共
停车场、小微停车场、城市边角地带等
规划建设一批充电设施，同时充分利用
现有充电场站、停车场、P+R停车场、加

油站等已有场地资源规划建设换电站，
推进公交站、火车站、机场、码头、高速
公路等重点区域充换电设施全覆盖。

在居民小区内完善充换电设施方
面，将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鼓励将改造
中获得的空地、边角地、闲置地及拟新
建或改扩建停车场优先作为充换电基
础设施保障用地；对于新建居住社区，
要确保固定车位100%建设充电设施
或预留安装条件。

重庆将改建新建超级充电桩超五百个
十五分钟即可完成汽车充电

日前，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重庆
长安两江工厂整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安
装发动机。

长安汽车在今年前5个月完成出口
额44.6亿元，按规划，未来长安汽车的海
外市场销量将会占据其整体销量的
30%。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这家企业过半业务由客户主动送上门
摇橹船科技公司掌握机器视觉领域核心技术，

让产品不愁买家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科学城与大学城怎样“双向奔赴”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日前，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
与云阳县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共同建设“超大分布孔径
雷达高分辨率深空域主动观测设施
预研项目”。据悉，该项目是“超大分
布孔径雷达高分辨率深空域主动观
测设施”二期项目，北京理工大学将
牵头在渝研制世界探测距离最远的
雷达，高分辨率观测1.5 亿公里范围
内小行星。

“我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小行星，

是因为很多‘地球之谜’都与小行星
有关，比如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地球
的生命从何而来。”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龙腾表示，该
设施建成后可满足近地小行星防
御、空间态势感知等国家重大需求，
并用于地球宜居性、行星形成等前
沿领域研究。

“我国的射电天文望远镜FAST叫
‘中国天眼’，我们给这个雷达取了个
形象的名字叫‘中国复眼’。”龙腾解释
说，之所以叫“中国复眼”，是因为像昆

虫的复眼由不定数量的小眼组成一
样，它是用很多小天线合成一个大天
线，同时也意为“中国复兴之眼”。与

“中国天眼”不同，“中国复眼”对于电
磁波是自发自收的，即自己发射电磁
波，并接收小行星对自己发射电磁波
的回波，因此能观测到小行星。

“超大分布孔径雷达高分辨率深
空域主动观测设施”项目分为三期。
一期为“分布式雷达天体成像测量仪
验证试验场”，建设4部16米雷达，用
于验证技术可行性，具备观测月球能

力。目前已在两江新区完成基础设施
建设，正进行安装调试。二期为“超大
分布孔径雷达高分辨率深空域主动观
测设施预研项目”，建设25部直径20
米雷达，实现千万公里外的小行星探
测和成像。目前已在云阳县完成选
址。三期将由北京理工大学联合重庆
申报国家“十五五”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超大分布孔径雷达高分辨率
深空域主动观测设施”，含400部20米
雷达，具备内太阳系天体高精度主动
观测能力。

“中国复眼”落地重庆
北京理工大学将牵头在渝研制世界探测距离最远的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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