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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届数贸会中
重庆得到哪些启示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11月22日，2023年
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揭晓，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59人，
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74人。重庆大学刘汉龙、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吴玉章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汉龙，59岁，重庆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
《Biogeotechnics》和《土木与环境工程学报（中英文）》主
编。刘汉龙长期致力于软弱地基加固与桩基工程、环境岩
土力学与防灾减灾工程领域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发表
SCI等高水平论文326篇，2019年以来连续4年入选爱思
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2023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等荣誉。

吴玉章，60岁，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免疫学会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大免疫联
盟执委、国家杰青。吴玉章从事免疫学研究40年，发表
《Nature》等SCI论文30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国创
新争先奖等荣誉，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全球学者学术影响力排行榜。

重庆院士+2！

刘汉龙吴玉章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11月24日，四川宜宾，
长安汽车与宁德时代、深蓝汽车共同合资成立的时代长安
动力电池有限公司，迎来首款标准电芯产品下线。这是成
渝汽车产业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长安汽车全面
进军动力电池赛道。

时代长安宜宾工厂项目总投资高达60亿元，占地
1000余亩。该工厂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电芯生产工艺，自动
化率95%以上，可实现1秒产出一个电芯。值得一提的是，
该项目从筹备到建成，仅仅用了285天。

在产品层面，工厂使用了“快离子环石墨”“超高导电解
液”“多梯度分层极片”“电芯温控”等多个前沿技术，可确保
电池的超高可靠性和一致性，电芯单体失效率仅为DPPB
（十亿分之一）级别，在行业遥遥领先。

长安汽车相关人士透露，未来长安旗下新能源汽车将
实现最快7分钟充电，续航达400公里。预计到2030年，
长安汽车将推出液态、半固态、固态等8款电芯，形成不低
于150GWh的电池产能。

长安携手宁德时代
打造首款标准电芯产品下线
标志着长安汽车全面进军动力电池赛道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卜俊丹）11
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南大学资源昆虫高效养殖与利
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悉，该实验室代方银教授团队日前上
线了“数字家蚕”共享分析平台（SilkMeta），该平台整合了
家蚕泛基因组及多组学数据，将具有上千个种质资源的线
下实体基因资源库，转化为组学序列线上数据库。据悉，这
也是迄今为止涵盖数据类型最全、数据量最大的家蚕组学
数据库。

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生物学领域国际著名期刊《核
酸研究》上，题为《SilkMeta：一个家蚕泛基因组和多组学
数据共享分析平台》。

代方银介绍，在现代蚕学研究和育种实践中，家蚕泛基
因组及多组学数据是科学家手里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合
理使用可以大大缩短研究和育种的时间，显著提高工作效
率。但这些数据的分析利用，对一般用户来讲，具有较高的
技术壁垒，成本也很高。

“这个平台就像一部智能、高效的家蚕基因‘数字字典’
或‘超级图书馆’，研究人员能在这里快速获取家蚕基因组
相关信息。”西南大学资源昆虫高效养殖与利用全国重点实
验室博士后陆昆鹏表示，平台整合了家蚕基因组、转录组、
变异组、表型组等多组学数据和功能基因研究数据，并提供
开展比较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等方面研究的分析工具。

据了解，去年10月，代方银团队完成家蚕大规模种质
资源基因组解析，成功绘就世界上首张家蚕超级泛基因组
图谱，率先实现了家蚕基因库数字化，创建了“数字家蚕”。

此次平台的上线则代表着西南大学的家蚕基因研究已
从“技术领跑”到“数据共享”，全球科学家都能在该平台获
得基因数据，实现种质资源基因组、遗传变异及表型的开放
共享和可视化、便利化分析。

“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共享，进一步推动家蚕基因研究，
让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大学蚕学与
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向仲怀表示。

西南大学科研团队上线
“数字家蚕”共享分析平台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重庆“Q优12”优质稻
在四川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四川产鱼子酱让重庆人民大
饱口福……11月24日，在我市开州区举行的川渝农业科
技成果发布会上，现场发布了100项两地遴选出的有代表
性的科技成果。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川渝农业科技合
作项目已超过100项。

颗粒饱满的花生品种“蜀花9号”，不带“须”的“无须豆
尖2号”，只有松果大小、用于制作爆米花的红色“草莓玉
米”……发布会现场专设“川渝农业科技成果展”，展示了我
市与四川省近年来取得的农业科技成果。

据了解，2020年11月，我市农科院与四川省农科院联
合川渝两地100多家农业企业，发起成立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联盟成立以来，着眼两地农业
产业需求，聚焦粮食安全、种业自立自强等重点任务，在科
技攻关、成果转化、平台共建和人才培养上共同发力，为科
技助推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趟出了新路子。

近年来，围绕川渝两地主要粮经作物新品种选育、“四
新”重点科技攻关、“五良”融合示范基地建设、高素质农业
人才培养等方面，两地农科院及农业单位开展科技合作，合
作项目已超100项。

下一步，我市农科院将与四川省农科院继续在粮、油、
果、蔬、茶和农机、加工、工程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在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上精准出招，全力推进成
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让川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市民餐桌更丰盛。

“蜀花9号”“无须豆尖2号”“草莓玉米”

川渝农业科技
合作项目已超100项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11月
23日，首届川渝科普大会在四川绵阳开幕，
会上发布了一系列川渝科普榜单，包括具有
影响力的川渝科普场馆、川渝科普榜样等。

据介绍，此次发布川渝科普榜单，旨在
树立科普榜样、宣传科普典型。其中，重庆
有10家科普场馆入选具有影响力的川渝科
普场馆，分别是重庆科技馆、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重庆市规划展览馆、重庆自然博物
馆、重庆南山植物园展览温室、重庆绿色星
球科普乐园、重庆市江津区科技馆、重庆市
大足区科技馆、巫溪县科技馆、奉节县夔州
博物馆。

同时，10名科普人物入选具有影响力
的川渝科普榜样，分别是黔江区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农艺师王慧文、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

会常务理事吕长富、合川区畜牧站高级兽医
师李小姝、云阳县大果水晶梨种植协会副理
事长杨大可、重庆医科大学教授赵勇、重庆
大学医学院教授罗阳、璧山区大路小学校教
师秦建、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黄
桃翠、重庆大学副教授谢磊、重庆市肿瘤防
治科学传播专家团。

中国科学院院士蒙大桥主持了首场科普

大讲堂。绵阳市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范国滨以“激光技术——创新驱动发展·赋能
科技强国”为主题，作了精彩的科技前沿科普
报告。据悉，大会主办方还邀请了多位权威
专家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围绕

“人工智能与未来”“我们的细胞”等主题，举
办11场科普大讲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

首届川渝科普大会举行

具有影响力的川渝科普场馆、川渝科普榜样发布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11月23日，“中国建造·慧享未来——
首届建筑机器人大赛”在涪陵区开赛，
来自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北、甘
肃、四川等18个省市73家龙头企业
的86个项目参与角逐，展示中国“智
造”硬核实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条机械臂缓
缓前伸，用吸盘将玻璃吸起，施工人员
操作车辆将其安置在指定区域。短短
10分钟内，一块重达200公斤的玻璃
便安装完成。

“以前，安装这块玻璃至少需要4
个人才能完成，不仅耗时长，还有安全
风险。”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采用智能
幕墙安装机器人，可以解决各种幕墙
板材，特别是危险性较大的高空幕墙
板材安装难题，提升安装效率。

除了幕墙安装机器人外，针对工
程勘察设计、工程测量、内墙喷涂、检
测验收、建筑运维及拆除等场景研发
的建筑机器人也表现出色。

比如，地坪漆涂敷机器人具有激
光建图、自动规划路径、自动巡航作业
等功能，能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涂敷职
业病高发、效率低、质量不稳定等问
题，日均涂面积达1600平方米以上；
测量机器人可完成墙面平整度、垂直
度、天花板平度、地面平整度等实测实
量，两分钟内可完成单个房间实测作
业，测量效率较人工提升两至三倍。

幕墙安装 工程勘察 内墙喷涂

73家龙头企业建筑机器人拼实力

▶比赛现场，操作人员正在操控
机器人进行比赛。

重庆日报记者 尹诗语 摄

巴南区
主导产业
生物技术药、新型显示
特色产业
硅基光电子、智能网联新能
源乘用车、航空航天装备、个
护美妆产品

主导产业
传感器及仪器仪表、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车身、
底盘、汽车轻量化材料）
特色产业
高端摩托车、前沿新材料、通
机装备、休闲食品

北碚区

主导产业
智能网联新能源乘用车、智
能手机
特色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汽车软件
休闲食品、纤维及复合材料

渝北区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夏元）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重庆先进制
造业将如何布局？我市日前发布《重庆市先
进制造业发展产业地图（2023年）》（以下简
称《产业地图》），从区域、产业两个方面，清
晰呈现出全市各区县制造业布局的重点方
向。

“产业分工协作是优化生产力布局，促
进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途径，这是编制
《产业地图》的初衷。”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
今年6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各区县要建立“名
品+名企+名产业+名产地”产业集群提升
机制，建设各具特色、互补促进的产业集聚
区；7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深入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7年）》，提出
全市各区县要确立不超过2个主导产业，并

发展若干特色产业的要求，《产业地图》由此
应运而生。

据介绍，《产业地图》是以各区县（自治
县）和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
盛经开区为基本单元，围绕“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由各区县结合本地产业基
础、资源禀赋、物流条件等综合因素，从先进
制造业细分产业选项中选择不超过2个优
先发展的主导产业（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
重庆高新区不超过3个）和不超过4个重点
发展的特色产业，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各区县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重点，形成区域布局。在
此基础上，我市将先进制造业细分产业选项
标注在对应区县地图上，从而形成“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分区县的产业布局，为
企业投资选址提供参考。

以我市聚力打造的3大万亿级主导产
业集群为例，从《产业地图》看，在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领域，“整车-乘用车”产业主
要集中在两江新区、江北区、沙坪坝区、渝
北区、巴南区、江津区、永川区等；“整车-
商用车”产业主要集中在西部科学城重庆
高新区、九龙坡区、万州区、武隆区等；“零
部件-智能驾驶”产业主要集中在永川区、
大足区等。

在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领域，智能手
机产业主要集中在南岸区、渝北区等；AI及
服务机器人产业主要集中在九龙坡区等；电
子零部件产业主要集中在璧山区、潼南区、
万盛经开区、巫山县等。

在先进材料领域，前沿新材料产业主要
集中在江北区、北碚区等；先进钢铁材料产
业主要集中在万州区、涪陵区、长寿区等；再
生资源产业主要集中在大足区等。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产业地图》作为
引导性文件，将引导各区县找准细分赛道，促

进各区县分工协作、特色发展，以区县专业细
分集群建设支撑市域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建设。同时引导市外招引项目和市内转移项
目，按照“对口”“首谈”原则进行布局，同时市
级相关资源在向区县配置时，原则上亦将聚
焦各区县主导产业及特色产业方向。

比如，近日在我市举行的2023中国产
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庆）期间，为确保产
业转移项目“接得稳、留得住、长得好”，我市
依托《产业地图》统筹分配客商资源，组织产
业对口区县（园区）与客商建立“一对一”联
系，组团开展实地考察，确保区县与企业精
准对接、转移项目有效落地。

主导产业
工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
特色产业
数字内容、工业设计、区块
链、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主导产业
轻合金材料、智能网联新能
源商用车
特色产业
AI及服务机器人、行业应用
软件、智能制造装备、高端
摩托车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主导产业
电子专用设备、体外诊断产品
特色产业
智能家居、新能源摩托车、纤
维及复合材料、预制菜

主导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汽车电子
特色产业
智能家居、智能手机、汽车软
件、现代中药及中成药

南岸区

主导产业
智能网联新能源乘用车、智
能家居
特色产业
功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前
沿新材料、轨道交通装备、体
外诊断产品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主导产业
智能网联新能源乘用车、生
物技术药及化学制剂
特色产业
集成电路设计、智能制造装
备、基础软件及行业应用软
件、数字医疗器械

两江新区

主导产业
智能网联新能源乘用车、新
一代互联网与软件信息、新
型显示
特色产业
功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智能装
备及智能制造、新能源及新
型储能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主导产业
功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软
件信息、新型智能终端
特色产业
智能网联新能源商用车、生
物医药

两江新区两江新区

西
部
科
学
城

西
部
科
学
城

重
庆
高
新
区

重
庆
高
新
区 渝北区渝北区

渝中区渝中区

大渡口区大渡口区

江北区江北区
沙坪坝区沙坪坝区

北碚区北碚区

巴南区巴南区

南岸区南岸区

九龙坡区九龙坡区

资料来源：《重庆市先进制造业
发展产业地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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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绘制先进制造业发展产业地图
各区县建立“名品+名企+名产业+名产地”产业集群提升机制

重庆市先进制造业
发展产业地图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