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张淼）海洋酸化对海藻
有何影响？目前，瑞典研究人员发表论
文指出，海洋酸化可能影响海藻的化学
平衡，使其结构和组织变脆弱，降低其
整体生存机会。

此前研究预测，到本世纪末，海洋
酸化程度可能达到目前的约3倍。瑞典
哥德堡大学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研
究人员通过在海水样本中溶解足够二
氧化碳，模拟到2100年可能出现的海
洋酸化环境，然后在这种酸化海水中用
90天培养一种常见的褐藻——墨角藻。

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测量了海藻
的生长速度以及结构的微小变化。他们
还计算海藻的光合作用效率，分析其化
学成分和菌体强度，并观察海藻在模拟
波浪机械应力下如何移动或断裂，以分
析它在海洋中是否面临更高受损风险。

与在未酸化海水中生长的海藻进行
比较后，研究人员发现，在酸化海水中，

海藻实际上更容易生长，光合作用更有
效，损伤也未显著增加。但研究人员同
时发现，酸化海水中海藻的菌体强度和
组织密度降低，整体结构更多孔，钙和镁
含量也更低。钙和镁是植物维持结构强
度和柔韧性的重要营养物质。总体上，
在酸化环境中，海藻更容易破裂、死亡。

研究人员表示，海洋酸化对海藻组
织结构和菌体强度的负面作用，可能对
沿海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变
化可能导致海藻覆盖范围整体缩小，进
而对依赖海藻获得食物和栖息地的生
物产生影响。研究人员表示，仍需要进
行更多研究，以了解海洋酸化是否对所
有褐藻都造成类似影响。

本报讯（记者 何远征）近日，沙坪
坝铁路综合枢纽地下停车场改造完工，
正式投用。“焕新”的停车环境，让市民
来三峡广场停车更加省心、方便了！

据了解，沙坪坝铁路综合枢纽地下
停车场是全国首例站城融合高铁上盖
TOD开发项目，也是沙坪坝铁路综合枢
纽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设计面积24.78
万平方米，共有车位2679个。今年7月，
该停车场启动改造升级和品质提升，目
前第一阶段改造完成同步开放使用。

究竟有哪些方面的提升？记者来
到现场看到，车辆出入口的墙面采用乳
白色真石漆进行了刷新，并搭配暖光灯

带及嵌入式LED条形灯带，在安全岛
新增智能感应摄像头提高识别率，提升
通行速度。此外，开辟了“TOD出行”
等候区，调整了车行动线，对标识标牌、
灯源等进行了改造升级。例如，将负四
层原出站大厅电梯旁的共享汽车停车
位改造为“TOD出行”等候区，按照城
市交通一体化航空级标准打造等候环
境，设置提醒灯柱，并配置座椅、地插、
绿植、新风系统等设施。对负四层车库
原有的标识标牌进行翻新改造，统一采
用墙面丝印喷涂人行指示、停车收费二
维码、寻车二维码等，并优化调整行车
路线，让市民能够快速找到停车位。

本报讯（记者 李诗韵）日前，位于
南岸区的重庆飞象工业互联网有限公
司（简称飞象工业互联网）在2023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上亮相，
吸引全球各地的工业龙头企业和专业
人士关注。

作为深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排
头兵”，飞象工业互联网以“工业智能
化 飞象云时代”为主题在工博会“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展”上亮相，呈现了
飞象工业互联网“1平台3大数字化服
务能力N个行业案例”的赋能成果和创
新能力，获得与会领导、企业代表的广
泛关注和认可。

顺应未来工业发展趋势，飞象工业
互联网聚焦工业领域，向全球工业同行
展示了在平台运营建设、智能制造、产
业升级等领域的深厚技术储备与丰富
实践成果。

在平台建设方面，截至目前，飞象工
业互联网平台累计接入企业超过26000
家，服务企业超过4800家，聚集生态伙
伴超过400家，与汽车、家电、食品等10

余个行业合作数字化项目超过100个，
打造“C2M产销协同和平台+龙头企业
的创新模式”，并被收录入重庆第一本数
字经济蓝皮书;在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整
体提升方面，为长安福特、新宝电器、重
庆农投集团等龙头企业建设垂直行业工
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歇马曲轴获评
2022IDC中国未来企业大奖。

飞象工业互联网结合自身在云计
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能力，
整合阿里巴巴生态资源，聚焦地方政府
特色消费品产业，建设以地方品牌为核
心的产业大脑数字经济服务平台运营
模式(1平台4中心)。该服务以工业互
联网为支撑，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
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综合集成产业
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企业
侧和政府侧，贯通生产端与消费端，为
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数字化赋能，为地方
产业生态建设提供数字化服务，为经济
治理提供数字化手段，着力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构筑现代产业
体系。

□记者 杨青

当前，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
和网联化转型发展，带动零部件产业
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渝北区
不断加速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创新资
源集聚，推动汽车零配件企业升级业
态、转变赛道，逐步发展起一批补链强
链、成长性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相关配套企业。

目前，渝北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关联企业数量达62家，今年上半年
规上产值81.7亿元，主要涉及复杂环
境感知系统、热管理系统、智能座舱、
汽车软件、传统汽车电子等领域。

最近，仙桃数据谷一小型露天停
车场里数台贴着“北斗”“渝XXXXX
测”字样的车辆发出轰鸣声。这是北
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在为
其自研的高精度产品进行测试。这款
拥有厘米级定位精度、车道级导航功
能的产品，已在长安新款智能网联汽
车上实现量产。

类似的创新研发，已是这家企业
的常态。在北斗智能网联（汽车）展示
中心内，一面“专利墙”格外抢人眼球，
上面有北斗星通智联科技近年来获得
的600余项知识产权。其中，80%的
技术都与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网联汽车
这一朝阳产业有关。

北斗星通智联科技主营智能座舱
及交互产品、智能驾驶及网联产品与
软件工程服务三大业务，代表着智能
网联汽车这一万亿级市场的发展方
向，目前，已成为国内自主品牌装车量
No.1的智能网联汽车一级零部件供
应商，其合作伙伴从长安、吉利等几家
企业扩大到国内外数十家主流车企。
公司自主研发的汽车智能座舱年出货
量达到180万台/套，2022年销售收
入达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30%。

类似于北斗星通这样的智能网联
汽车零部件商，渝北也在加速聚集。
今年6月，新能源汽车电驱动行业领
先企业——大洋电机的“新能源汽车
动力总成项目”正式签约落户位于重
庆渝北的前沿科技城，将在渝北打造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及零部件生
产基地和研究院，主要从事新能源汽
车动力总成系统及零部件的研发和生
产。该项目的签约落户，将推动渝北
汽车产业补链强链，为加快建设世界
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注入
新的强大动力。

这是渝北区加快补链强链延链，

完善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的真实写
照。汽车产业是渝北“家底”中的“重
中之重”，是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当前，渝北区加快构建“2335”现代
制造业体系，全力推进汽车和电子两
大千亿级“头部产业”迭代升级。作
为重庆市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汽车
制造业基地，渝北形成了从上游原材
料供应商、Tier1级（整车厂一级）零
部件供应商到整车制造商的较为完
善的本地化汽车产业链，尤其在传统
汽车零部件领域基础较好，配套企业
185家。

良好的生态家底，让渝北在智能
网新能源领域发展雄心勃勃。今年3
月，渝北区印发《渝北区推进世界级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实施
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区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年产值将达2000亿元，初
步建成西部新能源“智车生态城”。其
中，在产业配套焕新方面，将加快引进
电机、电控企业，大力发展高效、高密
度、高集成驱动电机和电控功率器件
等高端产品；加快传统汽车电子向智
能化、网联化转型升级；贯彻落实“满

天星”行动计划，以重点软件楼宇为载
体，吸引一批汽车软件的初创企业；加
强对传统企业转型发展的政策支持，
指导有条件的传统汽车零部件企业开
发适用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产品。

具体来看，渝北区以仙桃数据谷、
创新经济走廊、空港工业园区为核心
承载区域，狠抓补链成群、转型升级，
着力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软硬件”双核驱动，在空港工业园区
主要发展传统零部件转型、热管理系
统，在创新经济走廊布局复杂环境感
知系统、智能座舱、大小三电等零配
件，在仙桃数据谷主要发展汽车软
件。目前，渝北已成功申报市级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业集
群、北斗应用产业集群，切实提升产业
细分领域的专业化、特色化、集群化发
展水平。

同时，渝北正与两江新区、江北
区、川渝高竹新区及长安汽车、赛力
斯、上汽红岩、上通五等整车企业共建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联盟
（“四区六企”汽车产业联盟），牵头加

强与零配件企业的合作，形成产业链
发展合力。加快长安新能源等整车项
目建设，扩大零部件市场，培育和扶持
本地零部件企业，打造西部新能源“智
车生态城”。

长安、金康赛力斯等龙头企业的
带动，也让渝北在产业链上的优势愈
发凸显。今年来，渝北围绕整车企业
产业链做“招商文章”，实施补链强链
精准招商，着力引进车规级芯片、高性
能传感器、连接器等汽车电子核心元
器件企业，成功签约大洋电机、聚赛龙
高分子等7个汽车电子重点项目，稳
步推进相关汽车配件、智能座舱生产
基地等项目对接谈判。

对于下一步如何提质竞速，渝北
也提前规划产业未来。接下来，渝北
将从软硬件设施提升、协同发展、链条
招商等多个方面发力，推动现有软件
企业进一步开拓前装市场，加快推动
政企共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合
作联盟，积极推动传统燃油车零配件
汽车转型升级、提质扩能，不断壮大本
土汽车零配件汽车产业规模，持续提
高本地配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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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荣伟

今年以来，山东济宁与重庆万州
两地认真贯彻山东·重庆东西部协作
第十九次联席会议精神，真抓实干、
真情互动，携手打造强县富民标志性
成果，奋力谱写东西部协作全新篇
章。

接下来，济万两地将围绕万州谋
定的构建“7+5”现代化农业体系，融
入“5+10+X”现代化工业体系和“4+
4+2”现代化服务业体系，以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为主线，以做大做强三大协
作产业链、推动“东产西移”为关键，以
拓宽行业协作、社会协作等协作领域
为抓手，推动济宁万州实现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协作，全力打造济
万协作“升级版”。

拓宽全域协作、全面协作、双向协
作“三个协作”。在拓宽全域协作上，
引导济宁14个县（市区）、5个乡镇在
结对万州19个乡镇的基础上，将协作
范围拓展至更多镇乡、村居、企业，扩
大协作面、增加协作点。在拓宽全面
协作上，拓展支部联建，推动组织共

建、产业共兴、人才共育、乡村共治；巩
固提升25个重点部门对口协作成效，
发展政法、金融、供销、大数据、港航等
新的协作领域。在拓宽双向协作上，
举办“济宁协作万州活动周”，组织“万
州农特产品走进山东”“三峡旅游线路
推介”“山东名企万州行、万州名企山
东行”，引导东部企业来万州投资。

强化人才帮扶、消费帮扶、就业帮
扶“三个帮扶”。人才帮扶方面，优化
教育、医疗、农技人才选派机制，举办
东西部协作人才培训班、乡村振兴培
训班、政德教育培训班等，加强万州区
党政干部、专技人才培训。消费帮扶
方面，实施“万吨渝货进山东”项目，推
动万州农特产品在山东“进机关、进社
区、进商场”。就业帮扶方面，转移农
村劳动力到山东就业，帮扶农村劳动
力就近就业，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技

能培训，持续创建就业帮扶基地。
做强芦花鸡、生态鱼、中药材“三

大产业链”。芦花鸡产业链方面，健全
芦花鸡利益联结模式，实施芦花鸡数
字化赋能工程，开展芦花鸡仓储物流
建设，加强“龙驹山地芦花鸡”品牌推
广，接续打造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山地芦花鸡全产业链条。生
态渔产业链方面，续建龙泉渔乡鲁渝
协作示范村，在济宁建立万州烤鱼飞
地园区，新建微山湖四鼻鲤鱼冷链加
工生产线和初加工生产线，举办“万州
烤鱼师傅”人才培训，加强微山湖四鼻
鲤鱼人工选育及推广，建设鲁渝协作
稻渔综合种养示范村，继续打造全产
业链。中药材产业链方面，加强中药
材示范基地及种植基地建设，合理配
置初加工厂房，建设中药材深加工生
产线和中药饮片生产车间，建立完善

“万州产、济宁销”模式，继续打造集育
苗、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三峡道
地中药材全产业链。

此外，济万两地还着力培育新的
增长点。开展新一轮鲁渝协作示范，
在龙驹镇梧桐村以推进芦花鸡产业强
链补链为重点，加快打造“强村富民”
鲁渝产业协作示范村；在甘宁镇永胜
村围绕融入儒家文化，加快打造“儒风
甘宁”鲁渝文化协作示范村。试点特
色畜牧协作项目，支持国家地理标志
品种“嘉祥济宁青山羊”“金乡百子鹅”
等山东名特优产品引进试点和实用技
术引进。推进济宁万州“江河联运”合
作，以将万州打造为山东—重庆及川
东地区往来货物的集散中心为目标，
依托济宁临河、万州滨江优势，构建长
江—京杭大运河“江河联运”物流体
系。

本报讯（记者 冉富月 汪媛颖）日
前，在位于涪陵高新区的重庆智能建造
研究院科创中心（以下简称智造科创中
心）建设施工现场，随着基础施工的完
成，智造科创中心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智造科创中心作为重庆智能建造
研究院的驻地，位于涪陵聚贤大道与滴
水路交叉口东南侧、华通电脑（重庆）有
限公司以北。项目占地面积约17亩，
总建筑面积约12330平方米，总投资约
500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研发办公、智
能建造测试场、室外工程等。项目于今
年8月14日开工建设，按照工期计划
于2024年4月中旬完工并交付使用。

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成立于2022
年，由重庆市政府和涪陵区政府重点支
持成立。作为渝港合作重点项目，研究
院集成李泽湘教授20余年科研孵化经
验，结合涪陵区产业基础和优势，以科
技创新助推建筑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当前智能建造迎来产业大变革，用
科技创新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是
未来发展趋势。基于智能建造产业的
快速发展，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将逐步
整合供应链、布局生产制造、培育产业
链，进而引入人才体系、落地研发团队，
推动重庆智能建造全产业链发展。

据了解，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现已
从香港引入内墙装修机器人团队，并开
始着手孵化培育多个创业团队。智造
科创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涪陵区重要的
产业发展空间，将持续吸纳优秀创业团
队，积极探索智能建造在装配式建筑、
建筑机器人、智能施工技术与装备等创
新型技术领域的应用。通过“孵化培
育、天使投资、系统集成”等多举措，将
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等智能科技赋
能传统建造行业，致力于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集科研、孵化、产业化于一体
的智能建造产业科创基地。

科考队员用雷达测厚仪，在海拔
8201 米的卓奥友峰峰顶测量冰雪厚
度。

10月1日上午9时15分，我国18
名科考队员成功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

奥友峰，开展极高海拔自动气象站架
设、峰顶冰雪测厚、冰芯钻取及雪冰样
品采集等多项科考任务。这是我国科
考队首次登顶珠峰以外的海拔 8000
米以上高峰。 新华社发

我国科考队首次登顶世界第六高峰
开展综合科学考察

位于渝北区的重庆市大明汽车电器有限公司，质检工作人员在车间调试检测设备。 新华社记者 储加音 摄

渝北加速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

重庆市万州区加强与山东省济宁市合作

做强“三大链条”推动“东产西移”

飞象工业互联网以数字技术助力“智造”加速跑

沙坪坝火车站地下停车场改造“焕新”

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科创中心进入主体施工

海洋酸化可能使海藻物种变脆弱

前沿

“双节”期间，中铁建工工人在重
庆东站站房及配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二标段项目作业。

目前，由中铁建工承建的重庆东

站站房及配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二标
段项目正加紧建设，进展顺利。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东站站房及配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进展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