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科普

3WWW.ZSPUTUO.COM

2024年10月1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盛 版式制作：缪喆 科技前沿

从万里之外的巡天“北斗”到
近在手边的地图导航，近年来，随
着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地理信
息产业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已经融入了电力、交通运输、自然
资源等基础设施，带动了商业航
天、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融合型
新业态发展。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
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
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地理信息产
业的时空数据服务潜力不断释放。

去年总产值达8111亿元

今年8月底，在云南省昆明市
举办的2024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
会上，一组数据引发业界关注——

2023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
产值达到 8111亿元，同比增长
4.2%，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地
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近5年复合增
长率为6.4%，近10年复合增长率
为12.1%，从业单位约22.3万家，
从业人员超过407.3万人。地理
信息数据采集、处理、应用、服务的
完整产业链初步形成。

将一个35平方千米的城市做
成城市模型数据需要多久？

以前，大约要做5000多个模
型，依靠手工建模耗时许久。今年
6月，超图软件发布最新产品Su-
perMapGIS2024，基于 SuperMap
AIF技术底座的人工智能自动化
构建三维模型能力，能够自动生成
三维城市场景，将整个过程用时缩
短至小时级。

这样的案例，是地理信息产业
立足时空数据服务稳步壮大的缩
影。随着应用领域不断拓宽拓深，
地信行业涌现出更多技术应用的

新赛道、新场景，蕴含巨大市场潜
力。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洪此
前表示，将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
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健全地理信息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安全监管
制度，支持地理信息与智能网联汽
车、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
强化地理信息新质生产力培育，释
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效能。

刘国洪说，将聚力实景三维中
国建设，推动地理信息数据资源从
陆地向海洋、从地面向水下地下、
从二维向三维、从分级分散向一体
化转变；强化公共数据资源供给，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健
全数据流通交易制度、公共数据有
偿使用和收益分配机制，鼓励社会
力量依法依规采集、处理、增值开
发利用地理信息数据资源。

融合应用催生新业态新产业

环顾四周，时空数据服务早已
深度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北斗
高精度定位早已成为车载导航、手
机、穿戴设备等一系列智能产品的
标配。

截至2023年底，中国在轨运
行的北斗导航卫星增至48颗，全
国建成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约
3.2万座。2023年，北斗系统正式
加入国际民航组织（ICAO）标准，成
为全球民航通用的卫星导航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申请入
网的300多款智能手机都支持北
斗定位。北斗在国内导航地图领
域已实现主用地位。

与此同时，以地理信息时空底
座为依托，通过数据融合、技术融
合、业务融合，能够有效促进数字

平台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突破行
业壁垒，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出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

——地理信息技术助力数字
营销新形式。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中国电商消费行为呈现出碎
片化、社交化、娱乐化的特征。直
播电商与短视频电商顺应内容营
销新趋向，提供即时互动的渠道，
通过“内容+电商”的模式引导消费
者完成购买。电商平台运用数字
孪生、增强现实（AR）、元宇宙等地
理信息技术为消费者打造“人货
场”新交互场景，提供沉浸式线上
购物体验，让消费者能够主动接收
信息，提高了消费者的决策效率。

——地理信息技术赋能数字
零售新业态。一方面，以实体商超
为代表的线下零售业态与数字平
台协同联动形成即时零售，依托地
理信息服务平台，就近为消费者实
现快速送达服务，使时效性和便利
化属性强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激
发本地零售消费活力。另一方面，
地理信息技术让自助式消费模式
得到普及，商家与消费者能够拥有
更多的互动模式。消费地点及位
置选择让消费者拥有更多自主权，
位置信息共享能够有效提升服务效
率，降低服务成本。“线上下单+门店
自提”“座位扫码下单+机器人送餐”
等逐渐成为常见的消费模式。

发明专利高速增长

根据《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报告（2024）》中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末，中国地理信息相关专
利授权数超过1.36万件，较2022
年同比增长22.8%。其中，授权专
利 中 企 业 占 比 最 高 ，占 比 达

68.5%，较2022年同比增长20.9%；
发明专利占比53.9%，较2022年同
比增长50.2%。

发明专利高速增长，高价值专
利企业主导，这为地理信息技术的
创新发展提供了较强的科技支持。

举例来看，当前国产GIS（地
理信息系统）与大数据、人工智能、
三维处理、虚拟现实、分布式跨平
台、遥感影像处理、全栈开发等技
术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云原生、大
数据治理、智能应用、全空间三维、
分布式协同、信创软硬件适配、遥
感GIS一体化服务能力，进一步推
进GIS技术赋能，提升自然资源跨
界融合应用服务能力。

“透明”地下空间构建技术就
是其中之一。通过高效高精度的
三维地质建模、地下构筑物缓存生
成、全空间数据多维动态可视等技
术应用，打造统一的地下城市数字
底座，城市地下空间得以更好开发
利用，实现“看得见的地下空间、守
得住的城市安全”。

该技术在广东省深圳市智慧
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上海市“地
下空间资源”信息化建设、四川省
成都市复杂地质条件下特大城市
地质调查技术体系构建中都得到
了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从自然资源一体化智能化服
务创新到生态环境监测，从美丽中
国数字化治理体系构建到数字孪
生水利建设，从赋能数字乡村发展
到统一时空框架参与城市全周期
管理，从文博场馆人文景观数字化
到全面融入智慧文旅产业……地
理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
和广度融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聚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地理信息完整产业链初步形成

“一种蓝色的小矿物，非常漂
亮……柔柔蓝蓝的感觉……”

最近两周，哀牢山“爆红”，而这
一切还得从视频账号名为“山取”的
博主说起。出镜博主自称颜料师，
要去哀牢山为客户寻找异极矿，山
中透露出一种神秘的气氛，视频结
尾处还展示了他找到的异极矿。

视频引发关注，后续哀牢山相
关话题也随之登上热搜。哀牢山
从人烟稀少的“禁区”，成为了备受
关注的“景区”，异极矿也从“无人
问津”的矿石，变成了“大名鼎鼎”
的宝石。

密林重重、信号空白、浓雾漫
山……当地百姓将哀牢山叫做“死
亡森林”，网友也称其为现实版的
“云南虫谷”。既然哀牢山危险重
重，为何颜料师非要闯入寻找异极
矿？异极矿做颜料又有何特别之
处？潮新闻记者采访到浙江省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浙江省地质博物
馆科教中心主任周宗尧。

宝石中的“中国蓝”，竟然
不适合做颜料？

“闻所未闻”的异极矿其实并
不陌生，它常与炉甘石（菱锌矿）共
生。周宗尧告诉记者，异极矿是一
种含水的硅酸盐矿物，通常在铅锌
矿地表氧化带。它常见于南方地
区，在被称为“有色金属之乡”的湖
南或江西、云南等地的铅锌矿区比
较常见。

颜色鲜亮，造型独特，异极矿
清丽且有质感，它自身的蓝被不
少业内人士称呼为“中国蓝”。
周宗尧说：“我们博物馆里就有展
示异极矿，颜色漂亮，十分吸引眼
球。”

异极矿多为淡蓝色，但也有其
他颜色，乳白色、灰色等等。但异
极矿本身并不是非常贵重的矿石，
不少人收藏它只是用来做观赏石。

除了作为艺术观赏用，异极矿
在工业上也有着重要用途。“它通
常与铅锌矿共生，并在地表发育。
这种矿石在颜色上较为绚丽，可作
为铅锌矿找矿的标志，指示地下可
能存在铅锌矿。”周宗尧说。除此
之外，异极矿由于含锌量高，也是
锌的重要来源之一。

周宗尧表示，异极矿虽然颜色
漂亮，但其本身不适合用来做颜
料。“异极矿很少作为颜料矿石，因
为它易受环境影响，温度较高时，
失去结晶水，颜色变成白色或者灰
色，就不好看了。”周宗尧解释道。

颜色丰富又持久，想做颜
料另有其“石”？

作为能流传千年的色彩，颜料
矿石做出来的颜料，色彩丰富且能
长久保持。

“做颜料一般都有专门的矿
石，人们常听的赭石、青金石、绿松
石等都是颜料矿石。”周宗尧进一
步解释道，“这些矿石的特点是比
较稳定、易于保存，即使经历日晒
雨淋也一般不会改变颜色。”

周宗尧以敦煌壁画举例，使用
矿物颜料绘画使得它在历经千百
年后，颜色依旧绚丽，直到现在，人
们也能体会到当时的艺术冲击与
震撼。

不过，现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少
见传统的矿物颜料，多使用工业颜
料，这与颜料的稳定性密切相关。

周宗尧表示，虽然矿物颜料颜色艳
丽且持久，但矿石中往往含有较多
杂质，手工加工可能导致色调不稳
定，而现代工业颜料通过添加有机
物和调色剂，提高了色彩的稳定
性，使用更加普遍。

除此之外，周宗尧还告诉记
者，不仅云南矿石引人关注，浙江
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尤其是萤
石。萤石是自然界中较常见的一
种矿物，有紫色、绿色、灰色、黑色
等多种变色，颜色漂亮，有的像玻
璃一样透明。“浙江是萤石大省，储
量排名全国第二，有不少来自北
京、上海、江苏等地的人专门来到
浙江采集萤石矿。”

周宗尧还提醒大家，视频中博
主独闯哀牢山寻找异极矿这个行
为不值得推崇，大家切勿模仿。
2021年就曾有专业的自然资源调
查人员因进入哀牢山腹地执行任
务而因公殉职。据了解，此次博主
进山采集矿石未经报备，哀牢山保
护局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
返还矿石。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什么“宝石”让颜料师独闯哀牢山？
专家科普：不适合做颜料

近日，2024全国交通能源融合
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全国交能融合产学研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揭牌成立。

据了解，联盟由长沙理工大学
发起设立并任联盟盟主单位，是交
通、能源、电力、经济等行业领域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组
成的非营利性创新合作组织。
联盟致力于服务我国交通强国
和能源安全国家战略，助力构建
安全、智慧、绿色、经济的新型交通
能源融合体系，加快形成交能融合
新质生产力。首届联盟成员包括

长沙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
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41家单
位。

联盟建成后，将启动六大机制
运行。在统筹协调上，建立长效机
制，激发联盟成员创新活力；在协
同创新上，针对生产一线存在的难
点、堵点、淤点问题，组织开展联合
技术攻关；在资源共享上，建设高
层次高水平研发机构或共性技术
研发平台，打造资源聚合共享生态
圈；在学术交流上，积极举办产学
研用技术研讨会、学术报告会、现
场观摩会和商务洽谈会等；在成果

转化上，探索打破联盟成员单位间
新技术转移壁垒，合作打造高新技
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在人才培养
上，共建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产
学研实习实践基地，加强联盟单位
间科研合作，打造人才交互式培养
新模式。

长沙理工大学校长曹一家介
绍，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交能融
合基础理论研究，成立了交能融合
发展研究院，充分发挥学科优势，
搭建多学科交叉和跨行业研究平
台，开展新型能源开发和储能技术
研发，探索新型能源在公路、水运

等综合交通中的运用。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学校发起成立联盟。

“我们力争将联盟打造成交能
融合原创技术策源地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赋能平台。”长沙理工大学
党委书记付宏渊表示，作为盟主单
位，学校将发挥纽带作用，聚焦交
通、能源、电气等行业重大需求，
聚合产业链上下游智力资源，推
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催化原创
技术和实用成果加速形成，促进
交通能源电气等行业新质生产力
加速发展。

（来源：《科技日报》）

全国交能融合产学研联盟成立

据最新一期《先进功能材
料》杂志报道，美国塔夫茨大
学团队受《蜘蛛侠》中手腕射
出蛛网的科幻场景启发，发明
了一种能够发射类似蛛丝的
技术。

这项技术利用了从蚕蛾茧
中提取的丝素蛋白，经过煮沸
处理后分解成基本蛋白质成
分。当这种丝素蛋白溶液通过
细孔针挤出，并与特定添加剂
混合时，会在接触空气后迅速
凝固，形成一种具有强大黏附
力和抗拉强度的纤维。

在稍早时间的一次实验
中，研究团队意外发现，当使用
丙酮清洁玻璃器皿时，底部出
现了网状物质。这一偶然现象
帮助解决了复制蜘蛛丝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工程挑战。丝素蛋
白溶液在接触到乙醇或丙酮等
有机溶剂时会缓慢固化成半固
体水凝胶，但加入多巴胺作为
黏合剂成分后，固化过程变得
非常快速。多巴胺的作用机制
类似于海洋生物藤壶所使用的
化学反应，能促进纤维牢固地

黏附于各种表面。
为了进一步优化纤维性

能，团队将多巴胺添加到丝素
蛋白溶液中，这有助于加速液
体向固体转变的过程。通过同
轴针头注射，细丝溶液被一层
丙酮包围，在空中即刻引发凝
固。随着丙酮蒸发，形成的纤
维便可立即附着于接触物体
上。此外，他们还引入了壳聚
糖（源自昆虫外骨骼）将纤维的
抗拉强度提高至原来的200倍，
用硼酸盐缓冲剂让黏附性增强
约18倍。

最终制得的纤维直径范围
广泛，从比人类头发丝还细到
接近半毫米不等，取决于所用
针头的尺寸。该装置产生的纤
维展现出惊人的承重能力，甚
至能够提起超过自重80倍的物
体。为验证这一点，团队成功
展示了从大约12厘米远的距
离，使用这种纤维提起蚕茧、钢
螺栓、漂浮于水面的实验室试
管、部分埋藏于沙中的手术刀
及木块等多种物品。

（来源：《科技日报》）

新型纤维能提起超自重八十倍物体

近日，2024世界农业科技
创新大会在北京市平谷区开
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800位嘉宾，聚焦气候变化与农
食系统转型主题，共享农业科
技创新最新成果，共论农业科
技领域前沿挑战，共商应对气
候变化的举措和未来农业食物
系统转型的方向。

开幕式上，《农业创新报
告》《农业未来重大研究与创新
领域热点展望》《非洲绿色革命
联盟报告》等一系列重大成果
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介绍，在
北京平谷打造的国家农业科技
创新港即将开工，到2028年将
全面运行，其将集聚国内外顶
级科研创新力量，为全球农食
系统转型和未来农业科教产融
合发展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
农业科技创新工作，持续推动
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并取得阶段性成效。我
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迈进世界
第一方阵，有力支撑国家粮食
安全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当前，全球食物供给正面临气
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农业科技
创新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探索食物供给转型升级路
径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与会代
表能够联合攻关农业前沿科技
难题，携手提高农业适应气候
变化能力。

此次大会由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政府、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
院共同主办。

（来源：《科技日报》）

2024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开幕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近日，我国在东风着陆场成功
回收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
术试验卫星——实践十九号卫
星，搭载的植物及微生物育种
载荷、自主可控和新技术验证
试验载荷、空间科学实验载荷、
社会公益和文化创意载荷等回
收类载荷已全部顺利回收。

实践十九号卫星是我国
“十四五”期间的重要新技术试
验卫星，于9月27日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发射，通过飞行试
验突破了可重复使用、无损回
收、高微重力保障等关键技术，验
证了新一代高性能可重复使用返

回式空间试验平台各项技术指
标，达到了各项预期试验效果。

实践十九号卫星具有微重
力水平高、时效性好、下行能力
强等特点，是高效的高微重力
水平空间试验平台，可支持微
重力科学、空间生命科学等方
面研究。此次飞行任务，开展
了航天育种、新技术验证与空
间科学实验，着力推动空间新
技术发展和应用，同时，搭载多
个国际合作载荷，成为促进航
天国际合作的良好平台，对推
动探索太空、利用太空有着重
要意义。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回收

在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
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揭
牌两年后，页岩油产量迎来新
突破。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中国
石化高质量成果发布会上获
悉，示范区共投产94口页岩油
水平井，其中36口页岩油井峰
值日产油超百吨，单井峰值日
产油262.8吨，刷新了国内页岩
油单井日产最高纪录。

示范区是继新疆吉木萨尔、
大庆古龙后第三个页岩油国家
级示范区，是我国首个陆相断陷
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
利油田分公司总经理杨勇介绍，
济阳坳陷陆相页岩油与北美页
岩油相比，埋藏深、成熟度低，勘
探开发面临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页岩油属于非常规油气，主
要指赋存在富有机质页岩和碳酸
盐岩、砂岩、粉砂岩薄夹层中的液
态烃。我国拥有丰富的页岩油资

源，但主要为陆相页岩油，储层非
均质性强，勘采难度大。

以科技创新啃下“硬骨
头”，胜利油田先后攻克了页岩
油高温、高压、涌漏并存的世界
级难题，形成以合成基钻井液体
系为核心的优快钻井技术，使地
下3300米以深、水平段大于2000
米的水平井得以高效钻进，钻井
周期从133天缩短到29.5天。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
助理兼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孙永壮
表示，示范区三年取得重大成
果，得益于胜利油田科技工作
者敢于突破传统，打破了成熟
度小于0.9的页岩油勘探开发
禁区；敢于自主创新，提出三元
储渗理论认识，找到页岩油开
发的根髓；敢于超越自我，突破
关键技术“空白区”。

（来源：《科技日报》）

国内页岩油单井日产刷新最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