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天边”到“身边”、从“星辰”到“指
尖”……10月24日至25日，第三届北斗规
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省株洲市举行，此次
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为主题，充分展示
了北斗新技术、新应用、新产业。

今年正值北斗系统工程立项30年，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两颗卫星
也于日前送入太空。记者在峰会现场了解
到，当前，北斗规模应用已进入市场化、产业
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参北斗”正在
千行百业不断催生新动能。

特色功能加快落地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
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密密麻麻的配电线路和
自动化终端。其中，90多个终端设备地处
偏远山区，过去存在网络信号不稳定和数据
传输质量不佳等问题，“掉线”时一旦出现故
障，就需要工人前往现场排查。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一级高级专家陈成
功说，为此，公司研发了“4G＋北斗短报文”
双模通信模块，利用短报文不受地理位置限

制、露天情况下通信无盲区的优势，实现自
动化终端“全天候”在线，30秒就能完成故
障排查、处理。

短报文服务，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独门
绝技”。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珏说，近期，北斗三号短报文公众应用
商用试验即将正式启动，未来的目标是将北
斗短报文公众服务发展成为消费类电子产
品的“标配”。

高精度定位是北斗的另一大特色。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主任于静说，北斗
精准时空数据已在工程建设、燃气安全管
理、大型桥梁安全监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未来前景巨大。

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还加快在海
外落地。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二级巡
视员吴国纲说，具有北斗功能的移动终端在
全球移动终端的覆盖率超过50％，进入了民
航、海事等10多个国际组织的相关标准。

多种技术加快融合

在株洲职教城，不设固定线路、站点的
“云尚巴士”于近日试运行。乘客使用小程序
即可查看巴士位置，并“网约”个性化出行服
务，选择区域内近100个“虚拟站点”上下车。

中车电动基础技术与试验研究院网联
技术主管熊刚说，“云尚巴士”最核心的技术
支撑是北斗系统，同时结合惯性导航、车联
网、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实现对巴士实时位置
跟踪和精准调度，打造新型公交运营模式。

在此次峰会上，融合创新成为一个关键
词。记者感受到，北斗系统与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
有机融合，带动多传感器融合、多系统融合、
天地基融合、室内外融合，一批跨界融合的
创新联合体加速壮大。

记者在场景示范区看到，从智慧农机到
共享单车，从测绘装备到手持通信终端，“北
斗＋”成为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显著标签，低
轨卫星、惯性导航、视觉识别等技术推动“通
（信）导（航）遥（感）”一体化发展。

长沙金维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彦说，随着“智能时代”来临，“通导遥”与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紧密结合，作为时空信
息基础设施的北斗系统将体现更大价值。

新兴业态加快拓展

随着工作人员下达运行指令，方舟40
无人机载着快递包裹腾空而起，飞往物流集
散中心。这款无人机应用机载视觉模块、毫

米波雷达模块，配合北斗高精度定位，降落
精度可达到厘米级，让高效便捷的“空中快
递”成为现实。

这是株洲“无人机＋北斗”低空综合服务
中心打造的低空航线。目前，该中心已启用
21条低空航线，覆盖医疗运输、快递配送、农
特产品运输、巡检及应急物资运输等场景。

近年来，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风口产
业”不断获得北斗加持。记者了解到，峰会
上公布的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斗
应用专业赛获奖名单和十大北斗应用场景
典型案例中，均包含了大量新兴业态。

“北斗技术在低空经济领域应用前景广
阔，在提高低空空域协同运行效率、提高通
航服务保障水平等方面大有可为，也将推动
低空空域改革进程，释放产业链发展新活
力。”湖南中电星河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贺智轶说。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黄磊认为，卫星导航正在从以测
量测绘为代表的传统应用，向无人机、智
能驾驶、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

“智改数转”两个方向拓展，从而加速形成
新质生产力。

新华社记者白田田刘芳洲谢奔

A8 2024年10月29日 星期二 科技 编辑：和风 美编：沈长余 责校：李传富

新华社南京 10 月 28 日电（记者 王珏
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获悉，通过对中生代古蝉的形态特征
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约 1.5 亿年
前古蝉通过新老类群的演替，实现了飞行
能力的显著提升。

这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南古所学者领
衔的国际古生物团队完成，向公众生动展
示出一场在远古天空悄然开展的“飞行竞
赛”。

蝉俗称知了。在距今约2.6亿至 1亿年
前，古蝉总科是具有代表性的树栖昆虫。它
们在这一时期非常繁盛，保存了大量的化石，
并且与现代蝉类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是研
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对象。

此次，研究团队建立了古蝉的综合形
态特征数据库，系统重建了古蝉的宏演化
历史。研究团队发现，在约1.5亿年前的侏
罗纪晚期，古蝉类群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演
替事件。早期古蝉具有近似椭圆形的前
翅、较大的后翅和较小的中胸，而晚期古蝉
则演化出近似三角形的前翅、较小的后翅
和较大的中胸。这种形态变化使晚期古蝉
的飞行能力显著提升。

“我们发现，晚期古蝉的翅载荷提高了

92％，飞行速度提升了39％，飞行肌肉占比
提高了 19％，显示出飞行灵活度和效率均
有显著提高。”研究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
学院南古所博士许春鹏说。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古所研
究员王博介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飞行竞
赛”，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空中出现了新的捕
食者。在约 1.55 亿年前到约 1.35 亿年前，
早期鸟类迅速繁盛起来，并成为森林中强
有力的“捕食家”。早期鸟类多以昆虫为
食，体形硕大的古蝉正是理想的食物来
源。这一压力促进了古蝉类群的演替。

“这一研究为定量计算远古昆虫的飞
行能力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也为理解飞
行生物的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王博
说。

相关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刊
物《科学进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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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约四成！

科学家探秘远古昆虫的“飞行竞赛”

这是10月24日拍摄的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室外展示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程济安 摄

10月24日，参观者在第三届北斗规模
应用国际峰会场景示范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戴斌 摄

10月24日，参观者在第三届北斗规模
应用国际峰会场景示范区体验一款农机驾
驶设备。 新华社记者 戴斌 摄

早期古蝉（上）与晚期古蝉（下）翅膀形态对比。 中国科学院南古所供图

中生代“飞行竞赛”生态复原图。
中国科学院南古所 杨定华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