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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智能化煤矿还需迈过几道坎建设智能化煤矿还需迈过几道坎
近年来，山西、陕西、内蒙古等主要煤炭产区，大力推进煤矿智能

化建设，煤炭开采方式迎来革命性变革。

500多米深的煤矿井下机电硐室里，小巧的机器人正代替矿工

巡检设备；在采煤工作面上，工人手持遥控器指挥采煤……这是发生

在潞安化工集团新元公司智能化煤矿的一幕。

“煤矿牵手高科技，颠覆了传统采煤方式。”新元公司5G+智能化

矿井建设办公室主任冀杰感慨，“现在煤矿越来越有‘科技范儿’。”

在大模型产业化落地的背景下，煤炭行业智能化被新工具、新技

术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24年开年，我国多地围绕煤炭行业

智能化建设，相继颁布了政策和预期目标。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建成的智能化煤矿，整体处于示范培育

阶段，甚至还是探索阶段，而且各煤矿系统智能化程度也参差不齐。

专家表示，煤矿智能化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杂课题，也是涉及

多系统、多层次、多专业、多领域、多工种相互匹配融合的复杂系统，

迫切需要统一的技术体系，实现深度互联互通。

《经济日报》2024.4.8
刘瑾 沈慧

机床换新更高端更智能机床换新更高端更智能
过去一年，机床行业受国际环境、地缘政治及下游装备投资乏力

等因素影响，全年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

国务院日前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行动方

案》，从政策层面对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化

升级的设备给予支持，此举无疑给机床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中泰证券分析称，国内上一轮机床消费高峰在2011-2015年，按

照 8-10 年的更新周期，2019-2025 年大批存量机床将进入更换周

期，判断本次中央政策未来将会陆续出台细则，有望鼓励国内制造业

采购国产机床。在更新周期叠加政策催化下，国产“工业母机”企业

有望充分受益。

专家表示，推动我国机床产业迭代升级，当务之急是要结合机床

产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加强机床行业基础研究，充分调动“政

产学研用金”各方要素，共同围绕机床精密性、智能化、低能耗等共性

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在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研发项目上加

大科研项目立项倾斜。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以

及复合型人才培养，为大规模设备更新提供坚实支撑。

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摘摘UU””后再陷亏损后再陷亏损
“摘U”无疑是未盈利上市公司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尚未盈

利的生物医药企业而言，盈利始终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对于已“摘U”的企业而言，能否持续盈利、拥有自我造血能力

依然面临考验。从二级市场看，在过去两年多创新药行业估值调整

的过程中，一些生物医药企业股价重挫。2023年年报和业绩快报显

示，截至发稿，按照第五套上市标准登陆科创板的 21家生物科技企

业中，18家2023年归母净利润为负。其中，康希诺、百奥泰作为率先

实现扭亏为盈的企业，在“摘U”后连续两年亏损。对于这些企业而

言，能否持续盈利、拥有自我造血能力，仍面临考验。

Wind数据显示，康希诺股价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跌幅超九成，

亚虹医药、君实生物、前沿生物等也跌去六成以上。平安证券表示，

创新药企已有产品商业化，建议关注药品纳入医保状态及放量情况；

尚未有产品实现商业化，持续跟踪公司已处于后期管线进展及海外

授权方项目计划安排等。

《经济参考报》2024.4.10
张小洁

马斯克说马斯克说AIAI很快就要比人更聪很快就要比人更聪明明

靠谱吗靠谱吗？？
马斯克 8日与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首席执行官尼古拉·坦根

的访谈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马斯克在访谈中说：“我猜

想，到明年年底，我们将拥有比任何一个人类都更聪明的人工智能。”

这一前景受到相关瓶颈的限制。英国《金融时报》介绍，人工智

能的发展速度因微芯片供应进入瓶颈期而受到影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朱荣生表示，人脑消耗

功率远低于人工智能运行时所损耗功率，人工智能要达到人类智能

水平尚存差距。但从长远看，与人脑相比存在诸多欠缺的人工智能

在算法、数据不断“加持”下或最终超越人类智能，而达到这一目标所

需的硬件和软件分别为芯片和算法。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这一技

术给人类社会和命运带来的不确定性或许远

大于确定性，面对这一不可阻挡的浪潮，我们

需要在人工智能热潮中保持冷静和审慎的心

态与思考。

新华社 2024.4.10
葛晨 王逸君 殷晓圣

火箭送快递火箭送快递““小时达小时达””风口来了风口来了？？
▶ 本报记者 李洋

《科技日报》2024.4.11
赵向南 韩荣 赵英淑 滕继濮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4月 11日，年度网

络安全盛会——CSOP 2024网络安全运营实战

大会在北京拉开序幕。大会以“智见·破境”为

主题，聚焦新型网络威胁，围绕AI安全、办公网

安全、终端安全、移动应用安全等不同场景，探

讨如何实现政企单位的高效安全运营。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作了题为《用主动

免疫可信计算筑牢人工智能安全防线》的主旨

演讲。针对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他提出要构

筑安全可信人工智能新生态体系、构建主动免

疫人工智能安全产业空间。他指出，主动免疫

可信计算是一种运算同时进行安全防护的新计

算模式，以密码为基因抗体实施身份识别、状态

度量、保密存储等功能，及时识别“自己”和“非

己”成分，相当于为网络信息系统培育了免疫能

力。

中关村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云晓春表示，当

前APT（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呈现出数量多、

技术能力强、高对抗、高隐蔽的特点，亟需打通

数据壁垒，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构建国家级的

APT威胁情报库和防御平台。针对已知攻击检

测难，未知攻击发现难、防范难的挑战，他提出

了一种“APT 冰山防御技术架构”，结合样本养

殖、多步攻击检测、“数字替身”等关键技术，可

实现快速检测并防御已知攻击和未知攻击。

“以防火墙、IDS和杀毒软件为代表的安全

防护‘老三样’已难以有效应对新的安全威

胁，基础安全需要被重新定义。”作为大会发

起方之一，微步在线创始人兼 CEO 薛锋在会

上表示，在网络空间里，“发现”是安全的核心

能力，而非一味防护。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

础，威胁情报和安全大模型构成了网络安全新

的生产力，传统“老三样”正逐步向NDR、下一

代网关和EDR演进，构成新基础安全。

据悉，CSOP大会已成功举办五届，本次大

会是 2024CSOP大会的首站，由中国计算机学

会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中关村网络安全

与信息化产业联盟、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

盟、北京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创新产业联盟主办，

微步在线承办。本届网络安全运营实战大会在

北京举办之后，将继续在上海、深圳、香港三地

举办。

本报讯 （记者 李洋） 4月9日下午，北京友谊医院西城

院区消化内镜中心检查室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消化中心主任医师孙秀静佩戴特制的 3D眼镜，仅用十几分钟

便为一名患者完成了肠镜手术。这得益于一套由消化健康全

国重点实验室与新光维医疗合作的全球首创可用于消化内镜

的单目3D成像系统。该系统可以帮助医生发现扁平状的微小

病变，更准确地判断病变的状况，提高早癌检出率。

“与普通 2D肠镜相比，使用 3D肠镜能够将息肉检出率提

高1.54倍，腺瘤检出率提高1.45倍。”孙秀静表示。

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实验室副主任朱圣韬介绍说，以往

要形成立体结构，需要在内镜上放两套光路，相当于人的两个

眼睛。但两套光路无疑会增加内镜管腔的直径，内镜管腔增粗

会增加患者的不适感，所以研发人员的目标是用一个光路形成

立体结构。单目 3D成像系统基于单眼立体成像原理，运用自

主研发的“双网络超分辨成像算法”，通过高速处理器对内镜的

每一帧图像信号进行甄别处理，形成真实左右眼图像，从而使

普通内镜图像转化为 3D图像，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消化道内

部的立体观察。

记者从“2024中关村论坛——聚焦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主题采访活动上了解到，2021年科技部采用试点先行、分

批推进的方式启动全国重点实验室组建工作。在北京市大力

支持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物研究所、中科院苏州国科医工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2年9月申报“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并于2023年3月

获批。

上述3家单位在消化健康领域各有优势，形成了紧密合作

的产学研医协同创新体系。“医院和科研机构、企业形成合力

后，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医疗企业不再是闷着头搞研

发，而是根据医生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实际需求进行医疗器械

的研发、改进，而医生也能够将临床需要及时反馈给研发企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全重实验室

主任、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澍田说。

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北京市属机构唯一的医药健

康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也是市属医院及首医系统唯一的全国

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获批以来，立足消化系统重大疾病前

沿应用基础研究，将实验室的多学科特色与医学研究前沿相

结合，发挥“医疗机构+研究院所+企业”联合的优势，不断提高

研究水平，围绕消化系统重大疾病、难治性消化系统疾病、常见消

化系统慢性病发掘了多种消化道早癌标志物和潜在靶点，揭

示了肝纤维化等疾病关键机制，开展系列难治性消化系统癌

前疾病新药临床试验，推进创新药物研发与临床转化，开发了

内镜下消化道疾病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等。

“内卷”的快递行业从地面延伸到了天

空。近日，北京箭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计

划联合电商平台淘宝探索试验利用可重复

使用火箭技术运送快递包裹新模式。如果

该项目进展顺利，未来在淘宝下单后，有望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淘宝快递“小时达”。

据悉，此次火箭快递的探索，基于箭元

科技自主研发的“元行者一号”中大型不锈

钢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箭体为不锈

钢材质，采用工业化制造技术和创新的海

上回收技术，有效降低研制风险、缩短研发

周期，以满足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对大型运

力火箭日益增长的需求。

已投产的“元行者一号”验证型火箭，

头段部设置了火箭快递货运舱，其体积达

120立方米，运载能力可达10吨。箭体直径

4.2米，不仅能运送大量的“中小件”快递，还

可运送普通轿车及小型货车等大件货物。

有潜力的商业应用方向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有潜力的商业

应用方向，但需要更多的技术研发和市场

验证。如果成功实现火箭重复使用和物流

运输，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风口。”国内咨询

机构科方得（Co-Found）智库研究负责人

张新原说。

张新原分析表示，火箭重复使用技术

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新兴技术，要实现火

箭的重复使用需要克服许多技术难题，包

括火箭发动机的性能、火箭的制造成本、火

箭的发射和回收过程的安全性等。

公开资料显示，箭元科技是国内首个

采用“不锈钢箭体+液氧甲烷”方案，利用

工业化制造和创新回收技术，实现可回收

全复用中大型运载火箭的民营企业。该企

业已于 2023 年完成“元行者一号”全尺寸

验证型火箭的静态点火试验与海上落水回

收试验，实现了国内中大型不锈钢液体火

箭海上回收技术的重大突破。该企业计划

于近期开展首次海上溅落回收飞行试验，

同时进行首次火箭送快递测试，如果试验

成功则标志着中国火箭“陆地快递”运输的

实现已具备技术可行性。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随着

快速、高效的国际物流需求日益增长，一旦

火箭物流展示出可行性和经济效益，很可

能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市场关注。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军豪

表示，“火箭+物流”商业应用，并非单纯的

噱头，而是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创新思路。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

认为，要实现火箭运输快递在全球范围内

的“小时达”，除需要攻克火箭回收和再利

用技术难题、建立物流网络，还需制定相关

政策法规。

“新的运输方式需要制定的诸多政策

法规，需要监管部门与相关机构合作制

定。比如，如何确保火箭的精确着陆、货物

的无损装载与卸载，以及如何在极端条件

下保护货物等。”王鹏谈到。

民营火箭企业捷报频传

“商业航天”首次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

实际上，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

指导意见》，就已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商业航

天研发。2015年 10月，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国防科工局联合印发的《国家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年—2025
年）》，进一步明确提出探索国家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新机制，支持

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建设和应用开发。

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

积极引导，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商业运载火

箭的发射次数和成功率显著提升。民营火

箭企业共发射 13次，与 2022年发射 5次相

比，增长 160%。在发射成功率方面，民营

企业成功入轨12次，占我国总发射任务的

18%左右，而在2022年，这一占比仅为7.46%
左右。

今年以来，有关民营火箭企业的捷报

不断：2024年 1月，东方空间凭借 1月份成

功发射的引力一号火箭，创造了全球起飞

推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世界首型全固体

捆绑运载火箭等纪录。目前该企业已经开

始进行可回收液氧煤油火箭的方案设计，

预计在2025年首飞。

同月，蓝箭航天“朱雀三号VTVL-1”
可重复使用垂直起降回收验证火箭完成首

次大型垂直起降飞行试验任务。据介绍，

这款火箭一子级可复用20次，有望在2025
年具备首飞能力。未来这型可重复使用火

箭的发射成本仅每公斤 2万元左右，相比

目前国内民营火箭每公斤约 8 万至 11 万

元，发射价格将大幅降低。

业界专家表示，目前，商业航天已经成

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领域，随着相关技术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未来市场规模有望不

断扩大。

有望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不少业界人士认为，商业航天对于推

动国家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未来，民营火箭的发射和应用市

场有望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商业航天的主要意义在于提高空间

探索和利用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同时推动

相关技术的发展。”张新原说。

他进一步表示，未来民营火箭还可以应

用于卫星网络、深空探测等领域，但这些领

域的应用需要更高的技术和安全性要求。

“主要市场将集中于卫星发射与星座

运营、太空旅游与亚轨道飞行、深空探测任

务支持、特殊应急物资运输以及潜在的实

验性快递服务等方面。这些领域的发展将

依托民营火箭技术的持续突破和市场需求

的增长。”中国数实融合 50人论坛智库专

家洪勇说。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

认为，商业航天的发展，无疑为人类探索宇

宙打开了新的可能。它不仅可以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还有可能为人类提供新的生活

环境和资源。

“然而，要实现这些潜在市场的开拓，

前提是在技术、成本、安全、法规等多个方

面取得突破和进展。同时，这些企业还需

要与政府、科研机构和其他企业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商业航天的发展。”王鹏表示。

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下，大批

初创企业涌入商业航天领域。“预计未来几

年中国商业航天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王鹏说。

4月10日，渤海亿吨级

油田垦利 10-2 油田Ⅰ期

海上作业平台开工建造。

垦利 10-2 油田位于渤海

南部海域，距离天津市约

245公里，平均水深约 15.7
米，是 2021 年在莱州湾凹

陷浅层发现的大型岩性油

气藏，原油探明地质储量

超过 1亿吨。项目计划在

天津、青岛两地三处场地

新建 1座中心平台、2座无

人井口平台，铺设7条海底

管道和4条海底电缆等。

图为当日在海油工程

青岛建造场地，工人在建造

现场进行钢材打磨作业。

新华社发（杜鹏辉/摄）

单目单目33DD内镜自主研发全球首创内镜自主研发全球首创

近日，位于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文昌国际航天城的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正加紧建

设，确保如期具备发射能力。目前，发射区主干道已落成；一号发射工位已竣工，正在进行设

备调试；二号发射工位导流槽已封顶，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这是3月6日在海南国际商业航天

发射中心拍摄的建设中的二号发射工位。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20242024网络安网络安全运营全运营
实战大会在实战大会在京开幕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