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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一个研究团队在新一期
国际学术期刊《冰冻圈》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借助人工智
能，科学家可更高效分析卫星图像、追踪观测冰山，效率
大幅超越传统人工处理方法。

传统上，科学家一般通过人工操作来分析卫星传回
图像中的冰山数据，以达到对大型冰山进行定位、监测其
规模并对冰山融水定期进行量化的目的。但由于卫星拍
摄的图像中，冰山、海冰和云层在颜色和轮廓上都不容易
清晰分辨，导致人工图像识别、数据处理费时费力。

来自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款基
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模型，可在0.01秒内准确地借助
海量卫星图像数据绘制出南极大型冰山分布图。

据论文介绍，开发过程中，研究人员首先利用欧洲“哨
兵1号”地球观测卫星拍摄的南极在不同环境下的大量图
像作为训练素材，同时与科学家手动导出的冰山轮廓图进
行对比，当模型达到最佳性能时，训练会自动停止。

随后研究人员将这一人工智能模型在7座冰山上进
行测试，这些冰山的面积从54平方公里到1052平方公
里不等，测试结果显示其准确率高达99%。研究团队还
编制了一个多样化的数据集，其中每座冰山会有15张到
46张图像，时间覆盖2014年至2020年的不同季节。

论文说，借助人工智能可更快速、更精确地自动监测冰山
规模，从而帮助研究人员便捷地观测大型冰山的变化情况。

人工智能可助力高效监测冰山

新华社合肥11月14日电（记者 徐海涛 周畅）到
火星上栖居是人类的梦想之一，但首先要解决缺氧问
题。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罗毅、江俊、尚伟伟教授团
队与深空探测实验室张哲研究员等合作，运用智能机器
人“机器化学家”，采用火星陨石成功研制出新型催化剂，
为利用火星上的水制备氧气提供了高效率、低能耗的解
决方案，探索出一条在地球外星系就地取材研制化学品
的新路。11月14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合成》发
表了这一研究成果。

火星大气中的含氧量极低，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如
何能在火星上制备出氧气？近年来，国际科学界发现火
星上存在大量的水，那么在火星上利用太阳能发电，再用
电从水中解析出氧气，成为可行的技术方案之一。

但是，“电解水”还需要使用催化剂，来解决制氧速度
慢、能耗高等问题，而从地球运送的成本非常高昂。因
此，能否在火星上就地取材研制催化剂，成为一个关键技
术问题。此外，低温、低气压、高辐射的火星环境，对人类
登陆后“就地研发”很不利。

针对这些问题，中科大和深空探测实验室科研人员
合作，利用自主研发的智能机器人“机器化学家”，从火星
陨石中分析并提取成分，研制出一种新型制氧催化剂。

中科大研制的“机器化学家”名叫“小来”，它不仅“会
学”还“会想”“会做”。这次研制催化剂，根据火星陨石的
多种化学成分，一共有376万多种可能的组合配方，如果
靠人类科研团队一一实验验证需要两千多年。

“‘小来’学习了5万多篇相关的化学论文，用‘智能
大脑’思考并设计出一个基础配方，然后做实验并根据结
果不断调整配比，用6周时间找到最佳配方。”中科大教
授江俊说，机器人自主发现并研制化学品，为人类探索星
空提供了一条新路。

中国“机器化学家”
成功研发火星制氧催化剂

新华社东京11月15日电（记者 钱铮）日本研究人
员通过对糖尿病模型实验鼠的胰岛进行单一细胞层面的
基因表达分析，发现了一种糖尿病发病初期的新的分子
机制——Anxa10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质水平上升。该
蛋白质有望成为糖尿病出现症状前的新生物标记物。

日本筑波大学等高校科研人员对2型糖尿病模型实
验鼠的胰岛进行了单细胞转录组测序，以探明在2型糖
尿病的发病进程中，从健康状态发展到出现症状前状态
以及糖尿病发病的过程中，胰岛的构成细胞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

研究团队发现，在糖尿病发病初期的模型实验鼠胰
腺贝塔细胞中，伴随着血糖值的上升，一种名为Anxa10
的基因表达水平上升，其编码的蛋白质增多导致细胞内
钙离子失衡，进而使胰岛素分泌能力下降。

研究团队表示，这个基因与胰腺贝塔细胞以及糖尿
病发病之间的关联此前没有报告过，该基因编码的蛋白
质可能成为糖尿病出现症状前的新的生物标记物。这一
新成果有望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探究2型糖尿病发病初
期的分子机制以及开发新的预防、诊断治疗方案。

日研究揭示糖尿病
发病初期的新分子机制

1个“大脑”

●渝建智住建大脑

7大应用板块

●渝建房（住房板块）工程

●渝建管（建设管理）工程

●渝建通（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渝建新（城市更新提升）工程

●渝建乡（村镇建设）工程

●渝建业（行业发展）工程

●渝建科（绿色转型与创新发展）工程

1个“底座”

●数字住建数字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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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信息模型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CIM）

城市信息模型是以城市信息数
据为基础，建立起三维城市空间模
型和城市信息的有机综合体。从范
围上讲是大场景的地理信息系统数
据+小场景的建筑信息模型数据+
物联网的有机结合。

小贴士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11月
14日，2023川渝住房城乡建设博览会在重庆
举办的专项论坛——“数字住建与新型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论坛”在重庆渝州宾馆开
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数字住建和新型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新挑战、新机遇、新实
践等展开热烈探讨，为川渝住建领域“数智”
发展建言献策。

“智慧城市建设是往三维方向发展的，现
在的数字孪生技术就是打造双胞胎。”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
统研究所教授邬伦在主题演讲中表示，数字
孪生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发展模式。
发展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城市规划建设运行
管理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的虚实映射、孪生

交融以及城市全要素的智能化提升，可进一
步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以及高质量发展。

“建设数字住建，一定不要只是为了管理
者方便，而是要让老百姓能够从数字化治
理中获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副院长熊易寒认为，应在以人民为中
心的数字化治理、基于韧性城市的数字化
治理、法治导向的数字化治理方面展开探
索，以数字技术与组织变革驱动城市治理
现代化。

论坛上，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冶赛
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通信产业
服务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获“重庆市住房城
乡建设领域数字化企业”授牌。

论坛还发布了《数字赋能现代化新重庆

城市建设白皮书》（简称《白皮书》）。《白皮书》
的内容包括数字住建“171”（即 1 个住建大
脑、7大应用板块、1个数字底座）框架，以及
在数字住建建设、新城建建设、数字化支撑方
面取得的成果，数字化赋能现代城市建设的
关键技术、优秀案例等。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重庆市住房城乡
建委在全国率先启动数字化企业试点工作以
来，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展工程项目数字化试
点140余个，培育数字化企业近30家。

本次论坛由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和四川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重庆市建设信息
中心、四川省建设科技发展与信息中心、重庆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承办。

“建设数字住建，要让老百姓从中获益”
数字住建与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论坛在渝举行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11月
14日，记者从数字住建与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论坛上了解到，我市已建成城市级
CIM（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数字底座，覆
盖包含中心城区建成区在内的约5400平方
公里范围，支撑打造了智慧东站、保交楼、智
慧管网等多个“CIM+”应用场景。

在市住房城乡建委办公大楼数字住建
指挥大厅，随着鼠标轻轻一点，一幅巨大的
重庆建筑地图便呈现在眼前，不仅可以随意
缩放，还可以查看所有已建和在建项目。

在建的重庆东站是我市重点建设项目，随
着工作人员的操作，整个车站的平面图、各部
分的剖面图、各类管线的分布图不到5秒钟就
能全部查询。“这些信息和图纸，对于车站的
日常维护、管理运维、抢险应急等工作来说意

义重大。”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重庆加快建设数字住建的缩影。”

该负责人介绍，市住房城乡建委加快打造贯
通市区的住房城乡建设“一网智治”平台，努
力形成全市住建业务“一张网服务、一张图
治理、一平台调度”的整体智治体系；积极开
展云、网、数据、应用、能力组件等数字资源
的梳理编目，推动住建领域CIM平台的开放
共享，为全市一体化平台的打造部署、城市
运行和治理中心的三级贯通提供支撑。

截至目前，我市初步建成了住建领域
CIM基础平台，实现数据汇聚、数据管理、数
据查询、数据展示、开发接口共5大类、40余

项平台核心功能建设，初步形成协同共享的
住建行业空间数字底座。比如，地理信息系
统（GIS）数据汇聚了全市809万栋房屋普
查、60万个地质钻孔等12大类81小类数据；
模型数据汇聚了两江四岸70平方公里倾斜
摄影、中心城区528个三维模型等数据；物联
监测数据汇聚了房屋安全、建筑能耗、智慧
工地等24类物联网数据。

同时，重庆还推动基于数字底座的“住
建一张图”建设和统一项目库打造，“CIM+”
智慧东站、保交楼、智慧管网、智慧工地、数
字化建造等多个应用场景创新落地，构建数
字孪生城市，实现“让城市自己管理自己”。

打造住建数字底座 重庆“让城市自己管理自己”

相关新闻>>>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手机从数米高的空中重重跌落，会是什
么后果？

最新发布的华为Mate60pro给出的答
案是：手机屏幕摔不烂。

“这款手机使用了抗摔能力极高的第二
代昆仑玻璃，耐摔力又提升1倍。”今年9月，
在华为Mate60pro的宣传视频中，华为向
外界揭示了手机屏幕“摔不烂”的秘密。

而重庆鑫景特种玻璃公司（以下简称鑫
景特玻）作为昆仑玻璃背后的研发和制造
商，再一次被推到了台前。这家在华为官宣
视频中火出圈的企业，也是一位实力不俗的

“亩均英雄”。

在高技术产业开辟新赛道

“今年上半年，公司营收4.5亿元，同比
增长240%。”鑫景特玻创始人、董事长白一
波告诉记者，目前公司不到500名员工，预
计今年将实现12亿元产值，人均产值将达
到240万元。

这是个什么水平？按照不久前重庆推
出的《关于推进制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的指
导意见》，到2027年我市全员劳动生产率提
高至50万元/人以上的目标来看，鑫景特玻
人均产值已超过目标值3倍多。

鑫景特玻为何能创造如此高的“亩均效
益”？答案只有两个字：创新。

为了量产这款玻璃，鑫景特玻足足用了
6年时间。

时间回溯到2014年，彼时中国实体经
济快速崛起，以国产大飞机C919为代表的

高端智能制造业蓄势待发。在房地产行业、
商务酒店领域打拼多年的白一波，正伺机寻
找高科技产业机遇。

机缘巧合之下，白一波得知中国航空玻
璃长期依赖西方企业，国内市场几乎处于空
白状态。

“那时候，国内几乎没有航空玻璃的商
业应用，大多还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如果
能抢先实现航空玻璃进口替代，这个市场不
可限量。”作为民营企业家，白一波敏锐锁定

“航空玻璃”这个新赛道。
说干就干。他立即联系到国内特种玻

璃行业的领军科学家姜宏。当时，姜宏牵头
的航空玻璃、手机触摸屏两个特种玻璃国家
级科研项目刚刚完成，相关成果正亟待走出
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两人一拍即合。当年7月，鑫景特玻完
成注册，正式开工。公司一边建厂房、安装
设备，一边加大科技研发，推动科研成果落
地。

在至暗时刻实现新突围

鑫景特玻研发生产的特种玻璃，技术属
国内首创，因为研发费用高、试产难度大、产
品认证周期长等客观因素，公司量产计划从
最初预计6个月左右延迟到近3年。

很快，公司就迎来生死攸关的艰难抉
择。当时，国外掌握着铝硅玻璃制造的溢流
法工艺专利，鑫景特玻只能采用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超薄浮法成型工艺，生产第一款高
铝硅玻璃。

“超薄浮法成型工艺，熔炼温度需要提
高到1650℃以上，但一般的熔炉最高只能
实现1600℃。”姜宏介绍，50℃的提升，在实
验室可以轻松实现，但要实现量产却必须进
行耐火材料和燃烧系统的改造，以及成型工
艺的优化。

“这就要对整个生产线进行改造，需要

投入大量资金，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白一波坦言。

“我们不走这条路，总会有其他人走这
条路；如果我们失败了，就算给大家开了个
头。”白一波说。鑫景特玻赌上了自己的前
途，斥资几个亿开始大刀阔斧的产线革新。

经过反复改造和优化，直到2019年，当
鑫景特玻的高铝硅玻璃成功量产进入市场
时，却因产品迭代升级而成为“古董”，面临
无人问津的窘境。

好在2019年，国内以华为、OPPO、小米
等为代表的高端手机渐入佳境，市场对高端
智能设备盖板玻璃的需求量呈现井喷之
势。市场急缺抗摔性能好的国产盖板玻
璃。当时，虽90%的盖板电子玻璃在中国进
行深加工，但欧美发达国家掌握着盖板电子
玻璃的核心技术，占据着全球绝大部分市场
份额。而鑫景的特种玻璃刚好具有抗冲击
性强、强度高、防爆性能好的优势。

2019年，鑫景特玻正式进军纳米微晶
玻璃，决心填补国内高端电子盖板玻璃的技
术空白。

鑫景特玻的这个选择，也获得从国家基
金到社会资本的大力支持。公司先后获得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庆市经济信息委、
重庆市科技局、两江新区、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峡担保集团等单位的
补助资金或低息贷款，合计高达7.38亿元。
同年，急需重组供应链的华为，也决定投资
入股鑫景特玻。

重获新生的鑫景特玻，持续引进大批科
研人员，陆续获得250多项专利，其中80%
是发明专利，进一步增强科技核心竞争力。

2020年，昆仑玻璃实现量产，鑫景特玻
迈出具有标志性的一步。

高位求进持续引领性创新

昆仑玻璃究竟有多厉害？

“你面前的这块昆仑玻璃不足7英寸、
厚度仅约半毫米，我们会用重64克的铁球
从0.4米到2.5米的不同高度做落球实验。”
姜宏告诉记者，每批玻璃出厂前，都要经历
数十次这样的检验，确保“砸不烂”。

“砸不烂，是因为玻璃内部布满了上亿
颗纳米级晶体。”姜宏说，纳米晶体可以阻断
裂纹的扩散，当一块玻璃绝大部分都是纳米
级晶体时，裂纹就“无路可走”了，这也是盖
板玻璃最为关键的核心技术所在。

凭借“硬核”实力，昆仑玻璃成为业界首
个通过瑞士SGS五星抗跌耐摔认证、被誉为
全球最耐摔“电子玻璃”，这也代表着中国高
性能电子玻璃运用取得重大突破，意味着鑫
景特玻能在纳米微晶玻璃领域与国外巨头
分庭抗礼。

2022年，华为Mate50首次运用昆仑玻
璃，整机耐摔抗跌落能力相比普通玻璃提升
10倍；2023年，华为Mate60pro首发第二
代昆仑玻璃，耐摔能力又提升1倍。

截至今年7月，鑫景玻璃申请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商标权等知识产权300
多项，并参与了《触摸屏盖板用高铝硅玻璃》
国家标准的制定。除了在国产高端旗舰手
机成功应用，鑫景特玻生产的高铝硅特种玻
璃、锂铝硅特种玻璃还广泛应用于航空、高
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白一波表示，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汇
聚力量进行原始性、引领性创新，开拓更广
阔的市场。

目前，鑫景特玻已研发出多种高端特种
玻璃配方，掌握了超薄浮法成型、全氧燃烧、
电助熔等关键制造工艺技术，可以自信地与
国际上的玻璃巨头企业展开全面竞争。

“特种玻璃虽然只是现代制造业中的一
个小领域，但我们有信心‘靠创新、靠技术、
靠服务’，在这‘有限空间’里走出无限发展
的道路。”白一波说。

鑫景特玻 瞄准“玻璃”赛道闯出广阔市场
产品广泛用于高端手机、航空、高铁等，今年产值将达十二亿元

11月3日，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重庆永
信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与机器人
协同工作，加工液晶面板光电玻璃。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
年来，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产
品，推出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巩固核心竞争
力和行业地位。目前，该公司已先后获得各
类专利67项，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实际应
用于G5大尺寸基板订单薄化生产的业务量
增长迅速，今年1-10月公司整体营收同比上
升120%，销售额突破3.5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工人与机器人
协同工作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新研究称，鲨鱼等软骨鱼类拥有与
人类一样感知苦味的基因。

许多动植物会分泌有毒的化合物来进行防御，一种
使人类能够将其味道感知为苦味的味觉受体2型（T2R）
基因可以帮助人类识别这些化合物，从而避免中毒。许
多硬骨脊椎动物也拥有这种苦味受体基因，但研究人员
此前从未在软骨脊椎动物身上发现过这一基因。

在这项研究中，德国科隆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
用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对17种软骨鱼（包括鲨鱼和鳐
鱼）进行基因测序后发现，其中12种软骨鱼都携带了一
种类似于 T2R 的味觉受体基因，他们将其命名为
T2R1。随后，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将其中两种鲨鱼的
T2R1基因植入人类肾脏细胞，然后将它们暴露在94种
人类能感知的苦味物质中。

结果表明，有7种苦味物质激活了两种鲨鱼的苦味
受体，另外4种物质只激活了一种鲨鱼的苦味受体，这意
味着这些鲨鱼也能品尝出人类感知到的苦味物质，比如
秋水仙碱或胆汁酸等。

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表明，感知苦味的能力可能比
人们想象的还要古老，可能是在近5亿年前软骨鱼与硬
骨脊椎动物从共同祖先分化出来之前就已经进化出来
了。硬骨脊椎动物继续进化出多种苦味受体基因。尽管
研究人员在这些软骨鱼基因组中只检测到了一种T2R1
基因，但这意味着它可能是苦味受体基因的原始形式。

鲨鱼可以跟人类一样品尝出苦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