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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赵

丽娜团队研制的“智慧光源大脑”2.0版正式

上线。“智慧光源大脑”是国内首个同步辐射

人工智能数据解析平台，能够更高效地处理

同步辐射实验产生的海量复杂数据。

“智慧光源大脑”是一个好用、高效的 AI

工具，能帮助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更快速、更

精准地处理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产生的实验

数据，其 1.0版于 2024年 8月发布。同年 9

月，该平台在法国召开的国际科学软件会议

上亮相，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好评，被认

为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并被推荐加入国

际科学装置 AI算法联盟。

为更好地服务即将全面投入使用的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高效解析

HEPS 产生的海量实验数据，研究团队历

时六个月对“智慧光源大脑”进行了重要

升级，推出了 2.0 版本。升级后，平台能支

持更复杂的 AI 算法分布式计算，并根据

用户需求自动调整计算资源；同时新增了

多种智能分析工具，用于图像测量、材料

结构分析等，满足未来 HEPS 海量数据的

快速处理和深度挖掘需求。

“升级后的‘智慧光源大脑’2.0版，将与

HEPS的计算、网络和数据采集系统对接，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科学发现的先

进工具平台，推动取得重大科学突破，更

好地发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作

用。”赵丽娜说。

来源：科技日报

国内首个同步辐射人工智能数据解析平台———

“智慧光源大脑”2.0版正式上线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

竞争力研究中心、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与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产业蓝皮书：

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24）———提升产业

链创新链国际竞争力》（以下简称“蓝皮

书”）。蓝皮书指出，应构建协同创新体制，汇

聚多元主体力量，提升我国工业软件产业竞

争力。

蓝皮书指出，我国要提升工业软件的自

主可控水平并强化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离不开稳扎稳打、精研深耕、循序渐进地填

补产业根基的薄弱环节，实现短板的全面补

齐。各部门应牵头建立工业软件技术攻关跨

部门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各方资源，解决技

术攻关过程中的跨部门问题，并建立信息共

享平台，确保各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工业软件

产业基础建设的进展情况、技术瓶颈和政策

需求，分享最新科研成果并及时反馈企业应

用中的实际问题。

企业作为经营主体，深知产业需求与应

用痛点，应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研发

中心、产业技术联盟等创新平台，聚焦工业

软件算法优化与系统集成研究，加速科研成

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科研机构和高校则

拥有深厚的学术积淀与前沿的科研能力，可

为工业软件领域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与

技术储备。完善产学研用联动机制，建立紧

密的利益纽带与高效的沟通桥梁是显著提

高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键。企业应更多参与

科研立项阶段，提出实际的创新诉求；科研

机构应更加关注产学研用信息交流平台，以

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明确创新方向。通过协同

创新体制，各方能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加速工业软件关键技

术突破与产业基础强化，为我国工业软件自

主可控和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无人机“厘米级”
观测南极着地冰崖崩解过程
中山大学联合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

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多时相无人机影

像协同配准与三维变化检测方法，实现了南

极“着地冰崖”崩解过程的厘米级三维精细

监测，并在地面雪坑观测的基础上定量评估

了“着地冰崖”的崩解量，为全球气候变化背

景下南极冰盖质量损失评估提供了新的观

测手段与数据支撑。该成果近日发表于地球

科学领域知名期刊《国际应用地球观测和地

理信息》。

南极冰体主要包括“浮”在海上的冰架

和“长”在石头上的“着地冰”等。不像冰架大

规模坍塌入海那样“轰轰烈烈”，“着地冰崖”

崩解往往悄然进行。文章第一作者、中山大

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张书航介绍

道，由于“着地冰崖”崩解尺度小、频率高、不

规则，受限于时空分辨率，传统的卫星遥感

手段难以监测其崩解过程。精细尺度冰崖崩

解过程的量化监测一直是国际极地冰川学

研究领域的技术难题。

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郑

雷在中国第 38次南极考察期间，于秦岭站

周边采集了大量宝贵数据———26天内共完

成了 10架次无人机重复摄影测量观测，空

间分辨率达到 2.1厘米；采集了 12个雪坑数

据，详细记录了冰崖附近粒雪层厚度和密度

等关键参数。研究团队通过相关算法，将不

同时间获取的无人机影像“配准”于统一参

考系，并结合实地雪坑测量数据，在有效去

除浮冰、积雪影响后，共识别出 44次“着地

冰崖”崩解事件，沿 0.89公里海岸线累计崩

解体积达 4506.69立方米，总崩解量达 3078.

45吨。研究估算该区域“着地冰崖”日均崩

解速率为 262.93吨 /公里。

来源：科技日报

构 建 协 同 创 新 体 制
提升工业软件产业竞争力

今天，一件快递往往是这样送到您手上

的———

一键下单后，快递公司与电商平台共享

运力数据，就近分配快递小哥，第一时间上

门揽收；当包裹进入分拣环节，视觉识别联

手自动分拣，不仅大幅提升分拣效率，还能

及时预警安全隐患；运输途中，智慧调度算

法上场，实时给出司机最优运输路线；上门

签收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广泛应用，订单查

询、服务申诉都能线上完成。

“在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下，企业能更好

优化资源分配、动态调整线路，不仅能从容

应对业务量持续增长，还能实现物流降本增

效。”中通快递首席技术官杨文告诉记者，今

年一季度，中通快递的单票运输及分拣成本

分别下降 12.8%和 10%。

前不久，国家邮政局公布的快递服务质

效情况显示：今年一季度，快递服务全程时

限为 54.34 小时，同比缩短 4.35 小时；用

户快递服务满意度得分为 84.8 分，同比上

升 1.2分。“中国快递又快又好的背后，离不

开全行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特别是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快推广应用。”国家邮政

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华荣表示。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

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

得到了普遍应用，对生产与服务、管理与决

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运用科技创新手

段，大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技术设

备应用，也让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的运转

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智能装备加快投入。通过引入智能分

拣、智能安检、智能仓储等技术，县级分拨或

处理中心的处理效能得到提升。在湖北天门

市韵达分拨中心，新投入的自动化集包仓上

线后，每小时快件处理能力达到 3.5万件，10

万票快件 3小时便能分拣完。目前，全国半

数以上的韵达县级分拨中心已完成智能化

改造。

冷链寄递更加成熟。通过数字化手段实

施全流程温度可视可控，快递企业发力冷链

运输，更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眼下，正值荔

枝、枇杷等时令鲜果上市，借助智能温控平

台，顺丰冷运实现了对生鲜商品包装内温度

的实时监控，确保生鲜品的全程温控，在降

低运输过程损耗的同时，让鲜味速达餐桌。

智能技术持续落地。无人车、无人机等

技术既可全天候运转又经济环保，正在末端

配送环节实现规模化应用。在浙江桐庐县，

圆通速递开启浙江省首个山区无人机助老

送餐项目，为 168名山区老人提供餐食配送

服务。截至 5月底，中通快递已投用上千辆

无人车，覆盖 180多个城市，累计行驶里程

超 1000万公里。

“邮政快递业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海

量的数据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是人工智

能应用的重要阵地。”徐华荣介绍，近年来，

结合行业发展需求，国家邮政局在绿色、安

全、产业协同、智能等方面发布多项国家及

行业标准，以标准提升不断引领产业优化升

级，“下一步，我们将印发‘人工智能 + 邮政

快递’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深化人工智能技

术和产品在行业的推广应用，加快推动无人

机、无人车、智能云仓在行业规模化应用。”

来源：人民日报

6月 20日，全国首个国家级产业数字

化数据资产登记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在

无锡高新区发布。该平台基于创新的实体事

件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由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中心、国家传

感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共建，旨在对产

业数据资产进行统一登记管理和高效查询

检索。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副主任刘钢介

绍，平台启用后，将依托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的公信力和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

区的产业集聚优势，构建以产业数字化

数据资产确权、流通、应用为核心的生态

体系，深度服务供应链产业链，助力培育

数字经济新业态。这标志着无锡高新区

在推动产业数字化和认证科技融合方面

迈出关键一步。

据介绍，此次落地无锡高新区的核心项

目———中认感知技术（无锡）有限公司，是由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旗下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与感知数链（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成立的三级央企。该项目将重点推动动态检

验检测认证业务的规模化应用，引领行业从

静态检验认证向动态检验认证转型升级，开

辟市场新空间。

“无锡高新区将以平台发布以及合作签

约为契机，深化各方合作，充分发挥平台的

枢纽作用，驱动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建设

全国产业数据中心，并在认证科技与数字经

济领域形成独特优势。”无锡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区委书记崔荣国表示。

来源：科技日报

国内首个产业数字化
数据资产登记平台发布

人工智能 + “加”出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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