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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数字空间“断头路”

全国首个跨省域智慧大脑上线运行
■TMT快报

智能建造时代来临 建筑业升级迎机遇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德国科学
家已创造出迄今最短的电子短脉冲，其持续时
间仅为53阿秒，速度之快足以让显微镜捕捉到
电子在原子间跳跃的图像。研究团队表示，最
新突破有望催生更精确的电子显微镜，在原子
尺度上捕捉清晰的图像，还可加快计算机芯片
中数据的传输速度。

电子脉冲用于表示计算机内部的数据或被
电子显微镜用于捕捉图像，脉冲越短，信息被传
输的速度越快，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尽可能缩
短电子脉冲的持续时长。

普通电路内的电场产生的电子脉冲受限于
电子在物质内振荡的频率。一个电子脉冲至少
需要持续半个振荡周期，因为正是这种振荡周
期为电子产生了“推动力”。而光能以更高频率
振荡，因此研究人员一直尝试使用短脉冲光来
触发电子脉冲。

2016年，研究团队创造了持续时间仅为380
阿秒的可见光闪烁。借助同样的技术，该团队
聚焦激光，从钨针尖端剥落电子并将其打到真
空中，获得了持续时间仅53阿秒的电子脉冲。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探测到的53阿秒电子
脉冲甚至比引发它的光脉冲还要短。根据玻尔
的氢原子模型，这一持续时间仅为氢原子中电
子绕其原子核运行一周所需时间的1/5。

如此短的电子脉冲可使电子显微镜及时聚
焦于较短的切片上，类似于降低相机的快门速
度，从而更清晰地揭示粒子的运动。研究人员
称，如果利用此次获得的阿秒电子脉冲创建电
子显微镜，不仅有足够的分辨率来观察运动中
的原子，甚至可看到电子在这些原子之间是如
何跳跃的。 据《科技日报》

最短电子脉冲创建
持续时间仅53阿秒

据新华社哈尔滨1月29日电 记者29日
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了解到，该医
院整形外科主任肖志波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发
现，一项基于细胞外囊泡的“无细胞治疗”新方
法可以改善皮肤光老化，为紫外线损伤皮肤修
复、抵抗皮肤衰老提供治疗策略。

人的衰老最直观表现在于皮肤。与人体其
他器官不同，皮肤不仅受到内在老化过程的影
响，还受到各类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紫
外线辐射导致的皮肤光老化效应最为明显，占
面部皮肤老化因素的80%以上。

肖志波介绍，与皮肤内在老化不同，光老化
可导致皮肤角质细胞活性降低、更新减慢，表皮
层的屏障功能减弱，使皮肤变得粗糙、松弛、起
皱。人真皮成纤维细胞数量逐渐减少，胶原和
弹性蛋白合成减慢、分解加快，通常比内在衰老
更加严重。

近年来，科研人员发现干细胞及其衍生物，
如细胞外囊泡对很多细胞有重要靶向作用。肖
志波教授团队在紫外线照射的成纤维细胞的细
胞外囊泡中，检测到393个差异表达的微小核糖
核酸，并发现有的微小核糖核酸能够直接对生
长分化因子起到作用。这些结果为促进皮肤修
复和治疗皮肤光老化提供了一种“无细胞治疗”
方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
复外科主任医师刘莺认为，这种方法将细胞外
泌体移植体内，其功能近似于将外泌体来源的
母细胞移植体内所发挥的作用，却可以避免细
胞移植体内可能导致的生物安全问题和复杂的
调控问题，为逆转或延缓皮肤衰老提供了较好
的策略和方向。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这项研
究经转化后可改善面部皮肤质地、延缓皮肤衰
老，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无细胞治疗”新方法
可以改善皮肤衰老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智慧大脑（一期）
29日正式上线运行。作为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基建的
重点项目，智慧大脑致力于让
企业和市民办事更便捷、政府
跨域协同治理更有效，同时将
有力支撑示范区数字化转型
发展。

这意味着全国首个跨省
域智慧大脑初步建成，支撑示
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的数据
底座初步形成，跨省域公共数
据无差别共享机制构建形成。

前不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北京、天津、
重庆、河北雄安新区等24个城市列为智能建
造试点城市，试点期3年。什么是智能建造？
智能建造对建筑业乃至未来智慧城市的发展
能起到哪些作用？发展智能建造还需要突破
哪些瓶颈？

智能建造给建筑业带来五大改变

对建筑业而言，智能建造是指在建造过程
中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和相关技术，通过应用智
能化系统，提高建造的智能化水平，减少建造过
程对人工的依赖，从而使建造的品质和效率更
高，同时，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内实现节材省
工、节能减碳的目标。不难看出，智能建造将推
动传统建筑行业转型升级。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丁
烈云详细阐述了智能建造给建筑业带来的五大
改变。

一是产品形态数字化。包括建筑设计数字
化、施工过程数字化和数字化交付，当前建筑数
字化的发展趋势是建筑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
二是经营理念服务化。在建筑建造过程中提供
设计服务平台、工程机械服务和智能工地等专
业化服务，在建筑使用过程中提供建筑能源网、
智慧养老物业、健康住宅等专业化服务。三是
商业模式平台化。到2025年，建成融合人、机、
物、财的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四是建造方式
工业化。从工厂制造到智能物流再到工地装
配，实现制造与建造一体化、自动化、智能化发
展。五是行业治理现代化。打造开放的建筑行
业大数据云平台，实现政府和公众共生治理的
现代化管理模式。

一个城市的智能建造体现在城市建设的全
生命周期中，包含智能规划与设计、智能装备与
施工、智能实施3个模块，涵盖调研、策划、生

产、安装、运维以及拆除在内的全过程。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产业化分院

副院长宋兵表示，智能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和
数字化的基础之上，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上，以数
字化为手段，以建筑物联网为平台，才能完成建
筑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会长秦占学表
示，智能建造是未来实现智慧城市的基础。
建筑、建材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这
个趋势也必将体现在建筑、家居的全产业链
环节。

发展智能建造首先要解决认知问题

在传统行业加速智能化转型的今天，过去
靠“搬砖头、扎钢筋、浇混凝土、装模板”的建筑

行业如何实现智能化？
发展智能建造首先要解决建筑行业的认知

问题。宋兵强调，行业内对数字化的认知存在
一定偏差，普遍将数字化等同于建模。

有专家表示，应推动建造方式从传统的
“试错法”向基于数字仿真的“模拟择优法”转
变，构建建筑工业化快速迭代、持续优化和数
据驱动的新生产方式。同时，借助建筑互联
网，用模块化的方法搭建建筑工业化产品族
库，使得建设项目从传统的图纸设计到现场
施工的串行模式，转变为标准化模块的选择
和组合的并行模式，才能实现建筑行业的智
能化转型。

根据企业调研实际情况，秦占学表示，智
能建造是建筑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但建筑机
器人等数字化设备的持久性和精准度还有待
加强，建筑机器人距离完全市场化还有一定
差距。

要真正实现智能建造，建筑行业仍然任
重道远，但相比之下，智能建造将引发的无
数新业态和无限的市场机遇更让行业充满
期待。

宋兵表示，建筑行业与国民经济的大部分
行业都有关联，智能建造将给建筑行业的组织
方式、管理架构、产品形态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之前的建筑工业化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
合，现在的智能化则是所有相关行业在建造领
域，以系统性、自动化的方式所进行的大融合。
“就像当初互联网的出现孕育了众多知名企业
一样，智能建造未来会创造很多‘不可能’。”宋
兵说。

拥有工业化和数字化基础的发达制造业
是智能建造试点城市的基础。此次公布的24
个试点城市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共同点。目前，
很多试点城市的示范工程项目都在全过程应
用了建筑信息模型（BIM）、物联网、人工智能、
云计算及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及造楼
机、施工机器人等智能建造设备，促进了先进
制造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与建筑业发展的深
度融合。

据《经济日报》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基建的重点项
目，示范区智慧大脑聚焦跨省域数字空间的互联
互通，打通了示范区数字空间“断头路”，将使企
业、市民百姓办事更便捷、政府跨域协同治理更
有效，也将有力支撑示范区数字化转型发展。

构建形成了一体化数据中枢。依托长三
角区域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智慧大脑已打通苏
浙沪两省一市18条数据链路，汇聚了242项数
据资源，有力支撑社保、医保、公积金异地使用
等区域一体化应用场景，智慧大脑还围绕规划
管理、项目管理、生态环境、一网通办、公共信

用、产业经济等六大重点领域，搭建了一体化
应用场景。

实现了示范区制度创新跨域一体化业务应
用。按照一体化制度创新数字底座的总体定位，
围绕规划管理、项目管理、生态环境、一网通办、
公共信用、产业经济等六大重点领域，搭建了一
体化应用场景，依托业务应用可以对示范区情况
做到眼明心亮、跨域协同治理得心应手。

构建形成了一体化云网基础设施。以一体
化应用场景为牵引，执委会、三级八方大数据管
理机构及51家业务部门通力协作，结合两省一市

实际，构建差异化的跨域网络策略，打通了跨域
网络断头路，实现沪苏浙三地政务网的联通、以
及政务网与互联网的联通。同时，综合运用安全
技术服务和密码应用支撑服务等技术，有效保障
跨域云网基础设施安全。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在智慧大脑的产业
经济平台类目上，我们可以轻松看到各个区域重
点企业分布情况，包括企业类型、所处细分行业
和产业链位置等。”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
营商和产业发展部部长朱正伟介绍，智慧大脑为
区域治理提供了一张“产业地图”。

记者了解到，示范区智慧大脑（一期）正式上
线运行前，已进行了半年多的试运行，六大跨域
一体化应用场景已有力支撑了示范区业务工作
开展。其中，在产业经济领域，汇聚呈现示范区
各类企业、创新资源、重点行业及重点园区，实现
产业经济动态监测，优化空间布局，为重点行业
强链补链提供决策参考。

示范区智慧大脑这一新基建项目的开发建
设，也同步催生了一批制度创新成果，这是示范
区“制度+项目”双轮驱动的又一典型案例，也将
为长三角更大范围乃至全国其它重点区域提供
经验借鉴。

此外，示范区建立健全了跨省域数据标准体

系。结合示范区智慧大脑建设，执委会会同两省
一市相关部门按照“应用牵引、急用先行”的原
则，先后出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标准规范》《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标准（试
行）》，编制《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水乡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标准》，率先试点
应用《长三角地区法人数据共享规范》，推动“普
通话”和“方言”的无损转换，为公共数据要素的
跨域流动提供标准支撑。

下一步，长三角示范区执委会将会同两省
一市三级八方，积极谋划推进智慧大脑2.0建
设。一是共建新场景，拓展利企为民服务类应

用场景，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深化现有应用场
景，突出跨域监测，突出趋势预测，突出制度评
估，以底层数据碰撞，推动各应用场景间的协
同，助力业务创新。二是共推新制度，围绕跨域
数据共享效率提升、质量提高、范围拓展等目
标，发挥示范区制度创新试验田的作用，进一步
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支撑公共数据跨省安全高
效流动。三是共聚新生态，谋划智慧大脑创新
生态联盟，集思广益，丰富应用场景，促进智慧
大脑不断迭代，谋划数据开放实验室，有序推进
数据开放，培植数字经济繁育土壤，赋能示范区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合新华社电

打通18条数据链路

催生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到2025
年，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
度显著提升，机器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明显增强。

浙商证券最新研报表示，2022年全球服务机
器人销售额预计达到217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
过去四年的增长峰值。其中，中国市场规模为65
亿美元，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在过去一年，中国
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数量增长至10.5万家，七年间
增长超15倍，融资金额总计超过440亿元。

长期来看，亿欧咨询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
商用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可达1159.5亿元。同
时，根据《“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的
发展目标，到2025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
增速超过20%。 综合

中国服务机器人企业
七年间增长超15倍

依托长三角区域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智慧大脑已打通
18条数据链路

汇聚242项数据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