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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英国《自然》杂志日前
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说，瑞士和美国研究人员首次使用
一种新技术，把3D打印与激光扫描和反馈机制相结合，
成功打印出具有骨骼、韧带和肌腱的机器人手。这一技
术为柔性机器人结构的生产开辟了全新可能性。

3D打印技术通过将数字模型直接转化为实体物
体，可实现从设计到生产的快速转变。与在3D打印
中常用的快速固化的塑料材料不同，在这项新研究
中，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美国一家初创企业
的研究人员使用了具有较好柔韧度的慢速固化的聚
合物材料。

通常来说，3D打印机逐层打印并在每个固化步骤
后刮去表面不规则的部分，但这种打印方式不适用于
慢速固化的聚合物材料。在该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3D打印与激光扫描和反馈机制相结合的新
技术，可以快速检查每个打印层的表面不规则情况，实
时、精确调整打印下一层时的材料量。利用这一技术，
研究人员成功地一次性打印出由不同弹性的聚合物制
成的有骨骼、韧带和肌腱的机器人手。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技术可以比较容易地将柔
软的、具有弹性和刚性的材料结合起来。接下来，他们
将利用这项技术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3D打印出
有骨骼、韧带和肌腱的机器人手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 张泉）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增强器17
日正式通过工艺验收。测试验收专家组认为，HEPS
增强器各项关键指标全部优于设计要求，总体性能达
到同类装置国际先进水平。

HEPS如同一个超大号的X光机。据介绍，HEPS
通过三级加速器（直线加速器、增强器和储存环）将电
子加速至接近光速，同时产生同步辐射光，利用同步辐
射光穿透性强、高亮度、高强度和宽能谱等特点，可以

“看清”微观世界，揭示物质微观结构生成及演化机制。
“增强器全环周长约454米，是HEPS的第二级加

速器，主要负责将电子束流从500MeV（兆电子伏）加
速到6GeV（千兆电子伏），为储存环提供高品质的电
子束。”HEPS调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焦毅介绍。

17日进行的现场工艺测试中，HEPS增强器成功
升能加速，束流能量达到6GeV，电荷量达到5纳库以
上。“这表明增强器已为开展多模式运行和提供高质量
电子束做好了准备。”HEPS工程总指挥、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潘卫民说。

作为北京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核
心设施，HEPS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立项，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担建设，建成后将是世界上亮度
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将面向先进材料、航
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用户开放。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增强器
通过工艺验收

新华社东京11月19日电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
道，该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量子传感器，可通过准确
测量电池电量，将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延长约10%。该
技术有望在2030年投入实际应用。

据介绍，由于难以准确测量电池电量，电动汽车电
池的设置容量通常比实际容量少10%左右，以免发生
过度充电，损坏电池。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和汽车零件生产商矢崎总业株
式会社合作开发出一种灵敏度较高的钻石量子传感
器。传统传感器通常以1安培为单位测量电流大小，
而新开发的传感器以10毫安为单位，精度提高至之前
的100倍。利用这种传感器，可精确测量电池电量，使
充电量接近电池实际容量，最大程度发挥电池性能，延
长续航里程。

研究人员介绍，制造这种量子传感器所用钻石是
人工合成的，有助于降低制造成本。他们将进一步缩
小这种传感器的体积并降低成本，目标是最早于2030
年投入实际应用。

日本研究人员利用
量子技术延长电动车续航里程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 张泉）17日，中
国科学院地球系统模式CAS-ESM2.0 在京发布。
CAS-ESM2.0可通过“数值模拟”，探索气候与环境演
变规律，预测地球系统未来变化，为防灾减灾及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提供决策依据和科技支撑。

“地球系统模式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综合性数值模
拟工具，是基于地球各圈层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
程，及各圈层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规律建立的数学模
型，被称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实验室’。”CAS-
ESM技术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正高级
工程师张贺说。

CAS-ESM2.0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牵
头研发，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地球系统数值模拟
装置”的核心软件组成部分，总计约270万行地球系统
模拟程序代码，包含完整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
分量，集成了大气环流、海洋环流、陆面过程、海冰、气
溶胶和大气化学、植被动力学、陆地生物地球化学、海
洋生物地球化学等8个分系统模式。

与 2015 年正式发布的 CAS-ESM1.0 相比，
CAS-ESM2.0对当代气候具有更好的模拟能力，还可
追踪计算大气二氧化碳的时空变化，并准确再现大气
二氧化碳浓度的历史增加趋势和季节性变化。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还宣布开放CAS-
ESM2.0的源代码。“我们希望通过CAS-ESM2.0代
码开源，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协同开发的实
验平台，助力提升相关研究水平。同时，为国家或地区
的天气-气候-环境预测提供支撑，满足防灾减灾、生
态环境治理等需求。”张贺说。

中国科学院
地球系统模式最新版发布

□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本届住博会邀请了160余家龙头企业和
链上企业参展，5万平方米的展场设置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展区、韧性安全主题专区、建筑
工业化与数字住建展区、节能降碳与绿色建
筑展区、城乡美好生活展区五大展区，多维度
展示川渝两地城市有机更新、乡村宜居和美、
科技创新发展的独特风采。

记者打探住博会展馆发现，无论是展场
内的重庆元素，还是参展企业带来的“黑科
技”都魅力十足。

“轨道穿楼”最美桥都亮相展馆

走进川渝住博会展馆，最引人注目的是
超大“系列化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建设运营
场景沙盘”。这个沙盘长6米、宽4米，模拟
重庆渝中区及“两江四岸”场景，重庆地标来

福士广场，李子坝、化龙桥轨道列车穿楼等都
栩栩如生地呈现。沙盘还展示了多层次城市
轨道交通在城市的建设运营情况，吸引不少
观众拍照留念。

除了轨道沙盘外，以蓝白色为主色调的
重庆主题馆也让人眼前一亮。重庆主题馆以

“两江四岸”孕育山城佳景为灵感，突出激情
山城、动感两江、缤纷四岸的风格，全方位展
示了轨道交通、最美桥都、城市道路、山城步
道、老旧小区、两江四岸、城市更新、海绵城市
等多项成果。

“会发电的玻璃”寿命长达50年

川渝住博会不仅是展示两地城市建设成
果的窗口，也是引领建筑业发展的风向标。
为吸引观展人气和行业关注度，企业纷纷亮
出了“看家本领”。

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展示的碲

化镉发电玻璃让人啧啧称奇。发电玻璃是在
普通玻璃上沉积一组以碲化镉为主的光电功
能材料薄膜。当太阳光照射到这组薄膜层
后，会在这组光电材料薄膜层中产生电子运
动。测算显示，即便在室内弱光环境下，一块
1.92平方米的碲化镉发电玻璃也能年发电约
260度，可持续稳定发电50年。而碲化镉发
电玻璃每生产1度电，仅排放11克二氧化碳。

中建三局展示的“空中造楼机”最快4天
就能建造一层楼。这种造楼机采用了先进遥
控技术，通过预设的程序和指令，实现高精度
施工，在降低人为因素对施工影响的同时，也
提高了建筑的质量和稳定性。

此外，中冶建工的现浇砼空心楼盖技术，
既减轻了楼盖自重，又保持了楼盖的刚度与
强度，还摆脱了传统梁板结构施工的繁琐与
笨拙。与传统施工方式相比，空心楼盖减轻
自重约 15%至 25%，施工效率提高了约

50%。该技术已被运用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2022年重大项目创新工坊上。

“机电管家”“水厂管家”聪明又高效

不少参展商还展示了在数字化管理方面
的最新解决方案，为高质量建设智能工厂、智
慧楼宇等提供新思路。

重庆建工集团下属安装集团自主研发的
“机电e管家”，是设施设备全生命周期数字
化管理的综合智能化平台，可实现线下到线
上的设施设备维保数字化，空间环境及设施
设备3D数字集成可视化。目前这个平台已
应用于西南证券总部大楼项目、巴南地下综
合管廊项目、铜梁小北海水厂项目。采用“机
电管家”，项目运维管理效率可提升35%以
上，延长设备使用寿命20%以上，节能15%
以上。

此外，国内首个“数字孪生+混合现实”
的“重庆大九污水处理厂数字孪生平台”也亮
相展场。该平台通过对大九污水处理厂的构
筑物、生产设备、管路系统进行超精细三维数
字化建模，使数字污水处理厂里的设备情况、
生产情况、水质情况与现实同步。

会发电的玻璃 空中造楼机 机电好管家

一大波“黑科技”来袭

■“会发电的玻璃”、“全
屋智能家居系统”、近零碳社
区……今年川渝住博会的绿
色范、智能范，广受关注

■住博会上，大咖云集、
智慧激荡的观点交锋，为展会
增添了思想深度和民生温度

■今年住博会发布的“机
会清单”，投资总规模约3754
亿元。其中，仅城市更新提升
领域投资就达292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11月18日，为期三天的第三届川渝住
房城乡建设博览会（简称川渝住博会）在成
都落幕。

川渝住博会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启动以来，川渝行业主管部门共同举办的
大型展会，从2021年起在两地轮流举办。

如今，“住博之约”进入第三年，展会
“看”“听”“谈”特色越发彰显。这个被业界
称为“西部住建领域第一风向标”的盛会，不
仅深刻影响着川渝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也
为两地建筑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

作为展示住建领域建设成果和前沿技
术的行业盛会，川渝住博会是地区、企业竞
相角逐的舞台。为提升关注度，参展商们纷
纷使出“十八般武艺”，彰显“硬核实力”。

首届川渝住博会上，40个川渝市（州）、
区（县），近300家企业“盛装亮相”。几天就
能完成的装配式装修；充电两小时，能满足
装饰工程单机施工一天用电量的“电小黑”；
能测血压、测肤龄，还能提供无人零售服务
的“暖心”厕所……诸多“黑科技”让人眼前
一亮。

第二届川渝住博会，展示了跺跺脚就能
“云”游城市的跳舞毯、多功能管道巡检机器
人，站在地面就能操纵高空施工的塔吊控制
站等多项新技术，重庆城市更新实践馆、成
都公园城市、遂宁海绵城市展区同样精彩纷
呈。

今年川渝住博会则突出体现了绿色范、
智能范。“会发电的玻璃”即使在室内弱光环
境下也能发电，寿命长达50年；“全屋智能家
居系统”拥有“照明”“遮阳”“安防”等十个独
立子系统，各种功能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
整；叠加外墙保温一体化维护结构、钢木结
构、光储直柔等技术的近零碳社区，能让项

目减碳40%以上，相当于25万棵成年树木的
减碳量……

对此，观众李先生感叹：川渝住博会已
不是简单汇聚产品的展会，而是各方感受高
科技的平台，它让人们看到“未来之家”的美
好模样。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川渝住博会打造了成渝地区高品质宜居生
活的窗口，对提高两地住宅建设质量和居民
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川渝住博会的“高大上”不仅体现在“黑
科技”上，大咖云集、智慧激荡的观点交锋，
也为展会增添了思想深度和民生温度。

据介绍，前两届川渝住博会共有来自8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家单位及行业领军企
业参展，展览总面积达9.3万平方米；同期举
办20余场论坛活动，数十名两院院士、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激情“论道”，在川渝两地
掀起“住博旋风”。

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表示，成都和重庆
都是山水城市、公园城市，气候、地形地貌、
自然山水、历史文脉等很有特点，发展以本
土化、开放化、轻量化、长寿化、再生化和产
能化为特征的绿色建筑，将为川渝两地建筑
创新带来新的美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军提醒，川渝两地可
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相关规划，有效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把监测系统和管理经验结
合起来，强化极端水旱灾害的预警和应对，
助力高质量发展。

今年的川渝住博会在延续前两年韧性
城市和城市更新话题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民
众生活品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
业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陈伟呼吁，努力创造高
品质生活空间，必须推动好房子、好小区、好
社区、好城区建设，群众喜欢又住得起的智
能、低碳、高品质房子就是好房子。

业内人士认为，川渝住博会的影响力已
突破川渝两地，成为引领西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平台。

记者了解到，川渝住博会全力推动两地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加速跑”，住建领域
出现众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连续发布
的川渝住建领域机会清单就是有力见证。

首届川渝住博会上，两地住建部门联合
发布川渝住建领域机会清单，包含2185条需
求信息，基础投资总额达5300亿元。

2022年，两地住建部门携手发布第二批
机会清单，项目523个、投资总规模6290亿
元。

今年川渝住博会发布的住建领域机会
清单更加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共发布项目
571个，投资总规模约3754亿元。其中仅城
市更新提升领域，就涵盖项目280个、总投资
292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住博会还创新企业
“唱戏”方式，邀请160余家龙头企业和链上
企业参展，推动“链主”企业向上下游强链、
补链、延链，谋求多方共赢。

“参加住博会让我们尝到了甜头，也更
有奔头。”重庆建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住博会上公司新谈了两家材料供应商入
库。目前，重庆建工产品不仅卖到眉山、绵
阳、宜宾等四川25个州、市、县，在内江、攀枝
花等地项目建设也稳步推进。

四川巴山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渝建
集团发展装配式建筑的配套企业，今年参
加川渝住博会，达成有合作意向的订单突
破1亿元。未来，巴山虎将与渝建集团加
快共建重庆软瓷（即柔性建筑饰面材料）制
造基地。

从无到有、从新到优，短短三年时间，川
渝住博会成为我国建筑业的一张靓丽名
片。在川渝住博会的带动下，两地建筑业融
合发展稳步加快。

截至目前，重庆入川建筑企业达2500家
左右，四川入渝建筑企业近3000家。近三年
来，重庆建筑企业在四川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127亿元，四川建筑企业在重庆完成建筑业
总产值1355.7亿元。

推动川渝共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三年住博会为两地城市更新提升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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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审批
速度太快了，刚点击了提交按钮，几秒钟后手
机就收到申办成功的提示。”11月17日，云
阳县一名个体工商户在县政务服务大厅帮办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渝快办”提交了“个
体工商户设立登记”业务，经过手机自主申
请、后台自动审批等环节，5分钟就办好了证
照。

机器人“智能秒办”、343项业务“一窗
办”、30个事项“扫码办”……记者了解到，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云阳县在服务企业、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上聚力发力，不断畅通便民便企
服务通道，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实现主题
教育与政务服务双融合、互促进、共提升。

“以前，我们要随时刷新审批页面，逐项
核对提交材料，担心信息出错导致审批有误，
耽误了群众和企业办事。”云阳县行政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金萍告诉记者，现在，群众和企业
可以直接在网上提交办事申请，RPA政务数
字机器人可以自动进行业务审批，申办主体
不用提交纸质材料，只要有网络，随时都可以
办理，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

据了解，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云阳县对市
场监管类20余个事项进行调研梳理，开发了
RPA政务数字机器人，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利
用、表单智能填报、数据跨网录入等功能，实
现高频事项“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自动审批

试点应用，让该事项由原来的1个工作日审
批完成到全程自动审批、“智能秒办”。

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孟平介
绍，RPA智能审批系统通过将AI智能模型
嵌入到系统中，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采取
模拟办件和实际办件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7×24小时AI智能在线审核材料，既节省了
群众和企业办事时间，也减轻了工作人员审
批压力。

“以前办理证照，须携带各种材料不说，
还要跑了东家跑西家，来来回回很是麻烦。”
前不久，在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无差别综合
窗口，市民李玲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完了诊所
备案凭证业务，并当场领证。

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只取一次号，
办事群众就能在综合窗口办理诸多政务服

务事项，这样的变化得益于该县深入推进
“一窗办”改革，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统一出件”运行模式，形成“一号申请，一网
办理，线上线下，同步办结”的一体化政务服
务架构。

目前，该县共设置了 8个无差别综合
窗口，涉及卫生健康、文化旅游委等14个
部门的343项业务，群众办事等待时间缩
减50%。今年以来，无差别综合窗口共受
理办件7500余件，获得群众好评。与此同
时，云阳县还改造升级一窗受理业务系统，
推出扫码窗口15个，推行“扫码办事”试点
事项30个，打造“扫码办事”应用场景143
个，实现证照材料零提交，全县“渝快码”注
册人数达14.7万人，扫码59万次，亮码133
万次。

云阳开发政务数字机器人实现“智能秒办”
343项业务“一窗办”30个事项“扫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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