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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材料
■ 肖运涛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为农产品种植撑起“智慧伞”

在陕西宝鸡一农业基地里，一块大屏幕展示着食
用菌种植物联网频道。通过大棚中安装的太阳能驱
动传感器，可一手掌握种植基地的温度、湿度、二氧化
碳浓度等数据，随时通过电脑或手机端进行远程操
作；产量分布子系统则能预测未来6个月全国各地不
同种类食用菌的产量；切换至价格分布系统，不同地
区同一种类食用菌销售价格就会呈现在眼前。

日常生活中，物联网应用场景比比皆是：便利店
无需人工售货，用户扫码开门、自行选购，关门后系统
便可自动识别所选商品，完成扣款结算；各类家居电
器安装智能网联芯片，实现真正的“人机交互”，带来
更好的使用体验；在医院，通过物联网技术进行远程

手术、远程救治，大大提高救治效率；高速路口，摄像
头自动识别车牌信息，根据路径进行收费，提高运行
效率，缩短车辆等候时间。

公交车变身城市“巡检员”

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街头，行驶的公交车周身
安装了多个摄像头。这些摄像头通过车载传感器、微
机站等软硬件系统设备，实时采集公交车内外部状
况，并将这些信息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打造的“5G+云
网融合城市公交感知系统”上呈现。公交车变身为城
市的“巡检员”。

据悉，“5G+云网融合城市公交感知系统”融合了
物联网、5G通信、AI识别、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

将城市信息通过5G专网传输到云端部署大数据平
台汇总、运算，实现对多范围、多领域城市事件的实
时感知，形成全县域、全时空、全流程的城市智慧治
理模式。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加快融合渗透。疫情防控期间，利用以物联网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采用无接触体温检测、人脸识别、
健康码等手段，极大减少了监管成本和安全风险。

产业发展迎来黄金期

物联网以感知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主要手段，
实现人、机、物的泛在连接，提供信息感知、信息传输、
信息处理等服务的基础设施。随着经济社会数字化
的转型和智能升级步伐的加快，物联网在生产生活各
个领域发挥出显著的行业赋能作用。

专家认为，物联网已进入场景落地阶段。目
前，物联网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航天制造等传统
行业，搭载了物联网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智能家
居、智慧医疗、车联网、灾害预警系统等应用开始进
入日常生活。

但物联网发展也面临碎片化问题、安全问题和高
成本问题等。此外，物联网与5G、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新兴技术融合也面临挑战，仍存在一些需要持续推
进解决的问题，如关键核心技术有短板、产业生态不
够健全、规模化应用不足、支撑体系难以满足产业发
展需要等。专家认为，物联网海量应用场景研发离不
开相关专业人才，应做好物联网人才储备工作。同
时，技术监管部门要严防溢出风险，做好风险防范的
长效机制建设。

物联网助力千行百业更出彩
■ 李嘉宝

从智慧城市
到数字乡村，从
智能交通到智慧
文旅，物联网应
用场景日趋多元
化，渗透生产生
活方方面面，进
一步推动“万物
互联”。

据中国气象局召开的天气雷达观测试验启动会消
息称，2022年至2024年，中国气象局将聚焦龙卷、雷
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4类灾害性天气开展雷达观
测试验。

雷达是灾害性天气监测的“大国重器”，我国已建
成由236部S波段和C波段新一代天气雷达构成的世
界最大的天气雷达监测网。未来3年，气象部门将按
照“边试验边改进、边试验边应用”的思路，强化雷达气
象中心关键牵引和技术指导作用，建立强对流天气协
同观测系统，提高天气雷达监测预警能力，开展新一代
天气雷达业务软件在省市县短临预报预警服务一体化
平台中的集成试用，促进观测与预报服务互动。

谈起信息安全，就不得不说到一种“看不见、摸
不着”的物质——电磁信息。电磁信息实质上就是
电磁波。电磁波的性质有点像光，具有波粒二象
性，但与光不同的是，它常常产生于磁场与电场共
同作用的地方。也正因如此，一旦显示器、投影仪
等存有信息的电子设备处于工作状态，电磁波就会

“携带”视频信息发射出去，这就是“电磁泄漏”现
象。如果这些视频信息是涉密的，那么电磁泄漏就
很容易造成泄密。因此保障电磁信息安全，是保障
信息安全的必要环节。

如何保护电磁信息的安全呢？只要不让电磁
信息“跑出去”即可。而在这个过程中就要用到电
磁屏蔽材料。当电磁波传播到屏蔽材料表面时，

会遇到三道阻拦：先是电磁波被屏蔽材料的外表
面反弹，这里会损耗一部分电磁波，我们称之为

“反射损耗（SER）”；其次，电磁波进入材料内部
后，被屏蔽材料吸收一部分，这一部分被称为“吸
收损耗（SEA）”；而进入材料内部的电磁波，又会
因为材料的多孔结构，在材料内部不断发生反射
与散射，在这个过程中会损失很大一部分电磁
波，这个过程被称为“反射衰减（SEB）”。这三个
过程中损失的电磁波之和，用一个专业名词——

“屏蔽效能（SE）”去形容它，用公式表示就是：SE=
SER+SEA+SEB。SE的大小也是衡量屏蔽材料性
能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电磁屏蔽材料的应用范围很广。在军事领域，
飞机上涂覆电磁屏蔽材料，能使飞机不被雷达发
现，实现“隐身”。在民用领域，除了保障信息安全，

“电磁辐射”也能依靠电磁屏蔽材料进行防护。

旋转环绕180度，一键式自动扫描，数分钟后，
一尊兵马俑的形状与纹理数据采集、合成就已完
成。这种机器人学名为文物外观快速采集建模装
置，是我国科学家利用机器视觉、机械臂等技术，花
费1年时间研发而成的。

研究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的“眼睛”由结构光三
维扫描仪与高分辨率彩色相机构成，名为文物外观数
据采集模块。它的机械臂则类似于躯体，大直径旋转
平台形同双脚。采集过程中，承载了文物外观数据采
集模块的机械臂，布置在旋转平台两侧，通过各自环
绕文物旋转180度，实现文物外观数据的完整采集。

相比人工手持扫描，机器人采集方式避免了对
文物造成干扰甚至损伤。采集过程中，文物被放置
在旋转平台中央的非旋转区域，始终保持静止状
态。机械臂承载的采集模块隔空进行拍摄，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对文物的干扰、破坏。
这种数字化采集方式显著提升了采集效率。

以一尊兵马俑为例，如果用人工方式测量、拍照，可
能需要半天时间。用研发的文物外观快速采集建
模装置，按一个自动扫描键，耗时约5分钟就能自动
完成整个扫描步骤，再通过按一个自动处理按钮，计
算出文物表面的三维数据。全程10分钟不到，实现
了文物形状与纹理数据的自动采集与合成。

此外，测量精度的提高也是该项技术的显著优
势。采样密度非常高，点云的点距最小可达0.1毫
米，纹理信息的采集分辨率会更高一些，能做到
0.05毫米，最终生成一张带有纹理图像的文物三维
模型。在虚拟环境中，还可以对它开展虚拟修复。

目前，这种数字化采集方式将逐步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等机构投入使用。

我国科学家用机器人给兵马俑画像
■ 孙正好 蔡馨逸

我国建成
世界最大天气雷达监测网

■ 李红梅

本报讯（通讯员 陈星 记者 何军林）璧山区交通
局在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下，精准发力、多点聚焦、全方位为交通建设单位做好
协调服务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2022年，全区有在建、续建交通项目7个，其中市
级重点项目4个（合璧津高速公路、永璧高速公路、渝
遂复线高速公路、渝昆高铁）；区级建设重点项目1个
（双星大道西延线）；区级一般项目在建、续建项目2个；
“四好农村路”项目1个。全区交通建设计划投资22亿元
（其中区级交通建设项目计划投资9亿元，市级重大项目
投资13亿元）。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约8.87亿元。其中，

“四好农村路”和干线公路完成投资2.35亿元，高速公路
完成投资5.1亿元、高铁完成投资1.42亿元。

上半年交通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一是高速公路。合
璧津高速公路璧山段路基工程量已完成99.9％，计划于
2022年底起点至璧山大兴段建成通车。渝遂高速公路
复线节点工程缙云山隧道、云雾山隧道分别完成56%、
36%。永璧高速公路节点工程金龙隧道已完成24%。二
是干线公路。双星大道西延线节点工程茅莱山隧道实现
双向双洞通行。黛山大道北延线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预
计11月节点工程开工。三是高速铁路。渝昆高铁征地拆
迁已完成，节点工程大山隧道、缙云隧道已完成50%。

璧山：交通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