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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大数据共建共享需突破哪些瓶颈汽车大数据共建共享需突破哪些瓶颈

在近日举行的 2025 汽车大

数据应用产业大会暨中国汽车

工程学会汽车大数据应用分会

成立大会上，汽车行业多位专

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围绕汽车大

数据技术开发及应用展开交流

研讨，推动汽车大数据应用生

态共建，助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

数据赋能产业升级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

京理工大学教授孙逢春表示，大

数据在智能交通管理、能源系统

优化、后市场服务、“双碳”目标

实现等方面都可发挥重要作用。

孙逢春举例说，通过数据增

强的电动数字模型，实现真实运

行数据与仿真模型数据结合，可

持续优化整车能量管理系统。

此外，基于大数据挖掘的新能源

汽车应用时空分布新特征、新规

律，可以实现用户行为与车辆状

态融合的车辆保费、电池梯次利

用价值、二手车等个性化、差异

化评估。

比亚迪集团首席科学家、汽

车工程研究院院长廉玉波表示，

在云平台和人工智能协同创新

下，大数据已深度融入汽车产业

全链条，数据通过模型和算力的

加持，正在深刻改变传统造车方

式，赋能车企造车全流程。

在汽车研发阶段，车企通过

运用大数据实现代码的自动编

写与检测，从而大幅度提升研发

效率；在生产制造阶段，以数据

为核心驱动力打造数字化生产

体系实现生产自动化，从而提升

生产效率；在运维服务阶段，运

用大数据深度分析用户的出行

习惯提升响应速度，为用户提供

个性化的用车体验。

亟待打破数据“孤岛”

孙逢春表示，现阶段，大数

据产业存在数据交互方式难统

一、多维数据质量难把控、跨领

域协同适配性差、数据安全隐患

多等问题，亟须行业联合共同突

破技术难点。例如，交通与能源

各系统海量多元异构大数据的

存取交互成本高，存在信息交互

技术、数据管理等多方面壁垒，

无法高效实现交通能源融合大

数据价值链条的真正贯通。

此外，孙逢春还表示，真实、

完整、及时的高质量数据是发挥

海量多维数据优势的必要前提，

然而数据质量通常受采集、传

输、存储以及交互过程中的环

境干扰、设备故障等多因素影

响，导致多源数据质量差异大，

数据融合挖掘应用难。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

张进华认为，现在汽车行业数据

标准不统一，相互割裂，企业内

部的数据“孤岛”现象非常严重，

很难实现汽车大数据的应用。

在廉玉波看来，当前汽车行

业数据管理技术普遍存在数据

“孤岛”、数据标准不统一问题，

需要打破数据壁垒，研究制定数

据标准，以加强数据共享，确保

数据的公开透明。

对此，廉玉波呼吁推动跨行业

合作，解决数据“孤岛”与数据安全

难题，加速构建“收集-分析-应用-
反馈”的数据闭环，为用户提供更

便捷、更优质的出行体验。

“在智能网联汽车时代，车

内的摄像头、麦克风以及定位

系统等被广泛使用，给驾驶者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但数

据 安 全 方 面 的 问 题 也 十 分 凸

显。”廉玉波建议筑牢汽车数据

安全防线，采用先进的加密技

术，例如数据的脱敏技术等，确

保数据收集、存储、传输和使用

各环节安全。

共建大数据应用生态

如何让汽车大数据更好地

服务相关部门，并推动汽车产业

发展？张进华认为，当数据成为

汽车产业核心要素、核心资源

后，数据的标准化及建立数据共

建共享机制便至关重要。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

院院长席军强表示，汽车大数据的

应用场景不应仅局限于汽车行业

内部，而应与信息技术、通信、金融

等多个行业跨界合作，构建一个开

放共享、合作的大数据生态圈，通

过生态聚合实现数据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动汽车行

业创新发展。

席军强认为，产学研合作是

推动汽车大数据发展的重要途

径，他建议汽车行业要加强与高

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同

开展汽车大数据的研究

开发，推动技术共享共

建，以产学研合作将理

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

合，加快汽车大数据的

技术创新和应用。

中国经济信息社新

华信用事业部总经理李

伟表示，中国汽车产业

正在从规模领先向技术

引领和标准制定转型，

而汽车大数据的开发与

应用将成为提升中国汽

车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

的关键抓手。通过数据驱动创

新、标准引领和生态构建，中国

汽车产业将在智能化、网联化、

电 动 化 等 领 域 占 据 全 球 制 高

点。他建议构建汽车大数据多

层次开发机制，更好地让数据产

生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汽车大数据应用分会举

行揭牌仪式之后，张进华对新成

立的分会进行了介绍。他说，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大数据应

用分会的成立，旨在将汽车行业

能够共享的数据进行分类、分

级，从而使数据标准化，并在数

据轻量化方面下功夫；此外，还

要推动汽车行业数据的公益化，

将数据脱敏后尽可能地让数据

能够开放，成为公共数据、公益

数据。

本报讯（记者 李洋） 近日从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

获悉，本源科仪（成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源科仪”）完全

自主研发的国产量子芯片设计工

业软件Q-EDA“本源坤元”完成第

五次技术迭代。此次迭代成功突

破大规模量子芯片设计的技术瓶

颈，为我国量子芯片自主研发及

产业化进程注入新动能。

芯片设计高度依赖电子设计

自动化（EDA）软件。在量子计算

时代，Q-EDA 作为量子芯片设计

的核心工具，其自主化研发已成

为突破技术封锁、抢占产业先机

的关键。

自 2022 年首次发布并填补国

内空白以来，国产量子芯片设计

工业软件“本源坤元”围绕“大规

模、高精度、自动化”目标，已稳步

完成五次迭代升级。以 72比特量

子芯片设计为例，第五次迭代后

的“本源坤元”在工艺设计套件

（PDK）支持下，已实现自动化一

站式快速版图生成——仅需 6 分

50秒钟即可完成 72比特芯片的完

整版图绘制。

“设计量子芯片就像建造房

屋，既要精心规划空间布局（量子

芯片结构设计），又要优化关键的

‘水电布线’（量子比特连接）。”本源

科仪总经理李舒啸介绍说，“本源坤

元”第五版核心突破在于布线灵活

性的全面升级——创新实现了空间

极限场景下的全自动布线功能，并

灵活提供多种半自动修线工具，兼

顾了设计效率与操作自由度。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

验室主任郭国平教授表示，经过 4
年时间的布局，本源科仪在量子芯

片领域已具备深厚积累。此次软件

升级进一步突破了大规模量子芯片

设计的技术瓶颈，成功地实现千万

级网格量的建模和量子芯片参数数

值计算，有力增强了我国在量子计

算核心环节的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张伟）上海

交通大学陈险峰教授团队联

合上海电力大学李渊华教授

团队，在量子直接通信领域取

得新突破——创新提出长距

离大规模可扩展全连接量子

直接通信理论架构，并成功实

现四节点间300公里级量子直

接通信网络。近日，相关研究

成 果 发 表 于《科 学 通 报》

（Science Bulletin）。

量子直接通信理论体系

由清华大学和北京量子信息

科学研究院龙桂鲁教授团队

于2000年首创。山西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广西大学等科

研机构相继完成实验验证。

2020年，国际首台量子直接通

信样机在我国诞生。2025年2
月，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

联合清华大学、北方工业大学

团队，基于单向量子直接通信

理论研制出实用化系统，创造

了 104.8公里距离下 2.38千比

特每秒（kbit/s）的传输距离，并

且实现了168小时连续稳定传

输世界纪录。

上海交通大学团队在该

领域有坚实基础。2021年，陈

险峰团队率先实现 15节点参

与的 40公里量子直接通信网

络。本次研究中，李渊华、陈

险峰等创新性采用双泵浦光

参量下转换技术，构建起具有

高抗干扰能力的量子纠缠分

发系统。实验结果显示，通信

后各节点间共享量子态保真

度仍保持在 85%以上，验证了

该方案在长距离通信中的可

靠性。经300公里传输后到达

接 受 节 点 的 光 子 对 数 仍 达

300-400 Hz，这意味着经过编

码后理论通信速率可达每秒

数比特的量级。

该成果的技术突破主要

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突破传

统星型网络架构限制，实现全

连接网络的可扩展性；二是通

过优化纠缠光源制备技术，将

传输距离提升至 300 公里量

级；三是建立基于量子态重构

的误差修正机制，保障多节点

通信的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连续变量

量子直接通信领域近年也取

得快速发展。2023年，西北大

学曹正文教授团队演示了连

续变量量子直接通信，达到 5
公里光纤的实用化传输距离；

同年，法国巴黎萨克雷高等师

范学院与意大利里雅斯特大

学联合团队也完成了原理性

验证。

该网络系统的成功构建

为量子通信网络实用化奠定

了重要基础。未来，相关技术

可应用于军事指挥、政务通

信、金融交易等对信息安全要

求极高的领域。

Q-EDAQ-EDA““本源坤元本源坤元””完成完成
第五次技术迭代第五次技术迭代我国成功构建我国成功构建300300公里公里

全连接量子直接通信网络全连接量子直接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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