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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两位数增长显示制造业“蓄能”

今年上半年， 上海制造业投资完
成 346.8 亿元，同比增长 22%，出现了
近年未有的两位数增长。

从产业分布来看， 主要投资集中
在先进制造。 上半年，上海电子信息、
成套设备、精品钢材、汽车、石化、生物
医药等制造业重点产业同比增长
21.3%，其中属于新兴行业的基因工程
药物和疫苗制造业、 工业机器人制造
业等细分行业投资形势显著优于很多
传统行业。

这得益于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发展
和创新政策的出台有效引导了新兴制
造业布局， 上海正在为未来产业前端
集聚竞争力。

另外两个值得注意的指标， 一个
是非国有经济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2.9%， 超过工业投资增幅 10 个百分
点， 主要项目分布于汽车零部件、服
装、机器人等多类行业；另一个是大项
目投资形势较好， 上半年全市总投资
超过亿元的在建工业项目同比增长
32%。

实体经济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定
海神针”。 上海提出，要像保护耕地一
样保护先进制造业用地， 像保护文物
一样保护老工业遗产。“讨论上海要不
要搞制造，就是一个伪命题。 ”上海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陈鸣波说，
这早已注入“城市基因”。 上海的产业

定位历来就是服务服从国家战略，“国
家缺啥，上海做啥”。

“开放 100 条”彰显全球化“魅力”

走进卡特彼勒再制造公司的上海
工厂， 工人正在熟练地对发动机气缸
盖进行拆分和清洗； 自动化喷漆车间
中，机器人喷出的四溅火花自带“科幻
感”。 作为第一家在中国获得再制造许
可的外国独资公司， 位于临港的卡特
彼勒再制造工业（上海）有限公司是高
端绿色制造的代表企业。

公司总经理宋峰说， 公司在中国
可以生产的再制造零部件品种已从最
初的几种扩展到现在的 100 多种，原
材料的通关时间也从过去的 3 个月到
半年左右， 缩短到现在平均 1 个月左
右。

刚刚发布的“上海扩大开放 100
条”中有关汽车、飞机、船舶产业以及
高端绿色进口再制造和全球维修业务
的对外开放等政策， 正在为上海在先
进制造业领域突破政策限制， 进一步
引进外资起到很好的推动和引导作
用。

约两周前，规划年产 50 万辆纯电
动整车的特斯拉首个海外超级工厂落
户上海临港地区， 成为上海有史以来
最大的外商独资制造业项目。

“特斯拉外商独资项目的顺利落
户为临港地区未来引进外资， 发展高
端制造业提供了案例支撑。 ”临港管委

会产业首席规划师顾长石表示， 与商
用飞机发动机制造、 船舶发动机制造
相关的外国高端企业技术科研机构、
相关配套企业等的合作，都在洽谈中。

工业互联网加持数字化“魔力”

推动“上海制造”向“质造”和“智
造”转型升级，让工业也拥有数字化的
魔力，一直是上海致力推动的方向，一
批工业互联网企业正在加速赋能传统
制造业。

在宝武钢铁集团， 大数据让工厂
可视化， 大幅度缩短生产周期； 在上
汽，“空中数字基地” 正在推动业务数
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实验室让供应链
中的“物”高效流动；在智能云科，平台
推出“登云入网”网络服务，正助推长
三角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一体化发
展。

据介绍，上海已经出台工业互联网
的推进方案，将重点打造网络、平台、安
全三大功能体系， 推动 5G、IPv6 等新
型网络技术在企业内部、产业园区及周
边区域部署；聚焦产业“横纵坐标”，培
育一批以工业数据为驱动的通用型、行
业级和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陈鸣波说，过去 20 年我们抓住了
消费级互联网发展机遇， 现在有必要
向产业级互联网升级。 比如，在工业领
域加大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推广， 依靠
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大幅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 /新华社

城市交通“堵堵堵”，我们应如何
让城市交通变得智慧而畅通？ 高德地
图表示，要为城市装上“大脑”，让城市
交通“活”起来。

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高德地图、新浪微博主办，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支持的“互联网＋城市交通管
理创新”论坛 25 日在北京举行。 高德
地图与阿里云针对城市道路拥堵问
题，提出了“城市大脑·智慧交通”这一
创新型解决方案。 利用新一代交通感
知系统和 AI 技术，通过大数据底盘和
云计算应用， 制定出不同情况下缓解
交通问题的最优策略。

高德集团总裁刘振飞介绍 ，基
于“城市大脑·智慧交通”的技术和
应用能力，高德正在为中型城市、大
型城市、 超大型城市的交通治理量
身定制“高德方案”。 如对于中型城
市中山来说， 最大的交通问题是路
口容易拥堵，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高
德对中山市区全部 143 个路口的红
绿灯进行了智慧化管理： 当路口某
个方向车流量变大时， 大脑在全局
视角下经过计算， 将这个方向的绿
灯通过时间延长， 同时缩短其他几
个方向的绿灯时间。

他说， 造成城市拥堵的主要原因

是资源供需不匹配、路网利用不均衡、
公共交通分担率低。 其中，车多路少的
供需矛盾短时间内难以调和， 而提高
现有交通资源的利用率和提高公共交
通调度的合理性， 都是能有效解决现
有交通问题的方式。

“城市大脑·智慧交通” 的核心架
构包括两方面： 由数据存储平台和数
据计算平台构成的数据底盘是技术基
础， 建立新一代交通感知系统； 由 AI
开放平台和应用服务平台构成的应用
组件， 并以不同的方式拼接形成不同
的方案，解决不同城市的交通问题。

/新华社

记者 25 日从中国科学院获悉，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搭载的世界首台太空运
行的冷原子钟， 在轨近两年时间里完成
了全部既定测试任务，实现 3000 万年误
差小于 1 秒的预定目标， 将目前人类在
太空的时间计量精度提高 1 至 2 个数量
级。这一成果 24 日发表于英国《自然·通
讯》。

在微重力环境下运行高精度原子钟
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可以对基本物理原
理开展验证实验， 也可发展更高精度的
导航定位系统。

据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专家介绍， 该冷原子钟实现了天稳 7.2
乘以 10 的负 16 次方的超高精度。 这是
空间冷原子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 为空间超高精度时间频率基准的重
大需求以及未来空间基础物理前沿研究
奠定了基础。

冷原子钟是把原子某两个能级之间
的跃迁信号作为参考频率输出信号的高
精度时钟， 同时利用激光使原子温度降
至绝对零度附近， 使原子能级跃迁频率
受到更小的外界干扰， 从而实现更高精
度。

2016 年 9 月，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成功发射并顺利进入运行轨道。 由中科
院牵头负责的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
统在天宫二号上开展了 14 项体现国际
科学前沿和高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
与应用任务， 其中包括世界首台太空运
行的冷原子钟。 / 新华社

美媒称，据发表在英国《自然·天文
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说，如果木
星的卫星木卫二上存在生命的痕迹，
那么有可能在其冰冻表面下不到一英
寸(约合 2.54厘米)的位置上发现它们。

这一新发现可能有助于确定未来
飞往木卫二任务的着陆点。 据美国《新
闻周刊》网站 7 月 23 日报道，被认为
在表面下拥有巨大液态水海洋的木卫
二是寻找地外生命的主要目标。 然而，
木卫二的表面不断遭到木星强烈辐射
的轰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很可能导
致在那里生存的任何生物或古老生命
的生物痕迹遭到毁灭。 报道称，正因为
如此，迄今人们认为，任何着陆探测器
都必须从坚硬的外壳向下钻几英尺才
能获得任何有用的有机样本———这是
现有技术达不到的事情。

但这项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或
许根本不需要挖这么深。 在这项研究

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喷气
推进实验室的行星化学家和天体生物
学家汤姆·诺德海姆及其同事模拟了
放射性粒子撞击木卫二表面的影响。随
后他们将这些结果与显示这些放射性
粒子分解氨基酸的速度数据加以比较。
由于氨基酸是生命的基本构件，研究人
员将其用作一个生物特征的代表。研究
小组发现，撞击木卫二表面的辐射强度
随位置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因而这导致他们得出结论，即在中
高纬度，在木卫二表面以下仅 1至 3厘
米的位置上可能存在可测浓度的氨基
酸。 但在赤道区，这个深度增加到几十
厘米。 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这些结
果表明， 未来到木卫二表面的探测任
务不需要挖得很深来研究内成 (地表
下) 物质的构成和寻找潜在的生物特
征。 ”研究结果还显示，最有希望的位
置是木卫二的中高纬度区。 NASA 戈

达德航天中心的约翰·库珀在为《自然·
天文学》杂志撰写的一篇“新闻评论”配
发文章中说：“正是在这些受辐射较少
的区域， 我们可以期待找到可识别的
生命生物特征的最佳机会。 ”库珀没有
参与此项研究。

NASA 即将实施的“欧罗巴快帆”
任务(定于本世纪 20 年代初发射)将对
木卫二表面进行详细观测。 这些新知
识将有助于确定未来探测器的可能着
陆点。 报道称，“快帆”还将被用来证实
最近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的另
一项研究结果报告的证据。 该研究结
果显示， 源自木卫二地表以下的大量
液体柱喷射到太空中。 科学家认为，如
果液体柱被证实存在， 可能有希望用
“快帆”寻找生命的地点。 这枚探测器
可以穿越液体柱， 并利用专门搭载的
仪器尝试发现其中的任何生物特征。

/新华社

英媒称， 科学家发现一个神秘的星
系，与我们的银河系是姊妹星系，但被认
为已经被撕碎。

据英国《独立报》 网站 7 月 23 日报
道，尽管这个星系基本上被摧毁了，但它
留下一个有趣的证据线索。 研究人员在论
文中写道，宇宙被该星系生前留下的碎片
所困扰， 比如一个比仙女座星系本身大、
而且几乎看不见的恒星晕和一个神出鬼
没的恒星流。 这篇新论文称，这个星系被
离我们最近的银河系邻居仙女座撕成碎
片。 但它曾经是我们局部区域的第三大星
系。

科学家早就知道，恒星晕包含被吞噬
星系的残骸。 但他们担心恒星晕中有太多
小星系，因此不可能了解任何一个特定的
星系。 新的计算机模拟结果使他们得以发
现， 虽然仙女座已经吞噬了许多星系，但
在恒星晕中发现的许多恒星实际上来自
一个更大的被撕碎的星系。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
博士后研究员理查德·德苏扎说：“这是一
个‘灵光乍现’的时刻。 我们意识到可以利
用仙女座外恒星晕这一信息来推断这些
被撕碎星系中那个最大星系的特性。 ”报
道称，那个星系是我们银河系失踪很久的
兄弟姊妹。 研究论文的合著者、密歇根大
学天文学教授贝尔说：“天文学家研究本
星系群———银河系、 仙女座和它们的伴
星———很久了。

他们很震惊地意识到，银河系有一个
巨大的姊妹星系， 而我们从来就不知道
它。 ”研究人员希望这一发现能在了解星
系如何形成和演化方面带来新突破。 报道
称，它也将对我们宇宙中的一些奇怪行为
做出解释。 它可以解答一个谜题，即仙女
座附近的 M32 伴星系来自哪里———它可
能是这个失踪很久的兄弟姊妹的残留核
心， 就像李子核那样留在那里。 贝尔说：
“M32 是个怪物。 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古老的椭圆形星系的紧凑例子，但它实际
上含有很多年轻的恒星。 它是宇宙中最紧
凑的星系之一。 没有一个星系像它这样紧
凑。 ” / 新华社

上海工业投资创十年新高

高端制造为未来“蓄能”

高德：用智慧交通缓解城市拥堵

美媒研究称

木卫二冰面下一英寸处或存生命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工业投资完成 465.8 亿元，同比增长 22.9%，创近 10 年新高。 不仅是规模，在瞄准“无中生有，有中生优”
的高端制造行业，“上海制造”的质量正逐渐提升能级。

科学家找到银河系
“失散姊妹”
但基本已被撕碎

3000万年误差小于1秒
天宫二号空间冷原子钟
实现预定科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