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园地】

为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系

统指导各地方和各主体加快人工智能场景

应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部、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

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统筹推进人工

智能场景创新，着力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应用

和产业化问题，全面提升人工智能发展质量

和水平，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意见强调，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动场景资源开放、提

升场景创新能力为方向，强化主体培育、加

大应用示范、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场景生态，

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和产业培

育，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新模式新路径，以人

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意见提出“企业主导、创新引领、开放融

合、协同治理”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场景创

新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产业增长的新路

径，场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推动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上水平”的主要发展目标，将围

绕“高端高效智能经济培育、安全便捷智能

社会建设、高水平科研活动、国家重大活动

和重大工程”等打造重大场景。

意见提出提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能力

的主要路径，包括：“强化企业场景创新主体

作用、鼓励高校院所参与场景创新、培育壮

大场景创新专业机构、构筑人工智能场景创

新高地”等，将鼓励常态化发布人工智能场

景清单、支持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场景活

动、拓展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合作对接渠道，

推动场景算力设施开放、集聚人工智能场景

数据资源、多渠道开展场景创新人才培养、

加强场景创新市场资源供给。 （钟源）

六部门发文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场景创新

【科技微新闻】

●8月16日至17日，“2022年全国梨

种业科技创新暨梨产业科技防灾减灾研

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顺利召开。

●8 月 20 日，北京（怀柔）韧性城市

示范区暨应用场景技术迭代平台发布会

举办，发布该区韧性城市示范项目一期

建设内容，即：燃气安全、消防安全、综合

运行监测中心和技术迭代平台。北京

（怀柔）韧性城市应用场景示范基地也于

当日揭牌。

●8 月 20 日，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

开幕式在京举行。

●8月20日，2022年全国科技活动

周主场活动暨北京科技周在城市绿心公

园启动。

●8月24日-26日，由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十七届中

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安徽合肥召开。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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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纺织品高值化利用有了新方法

8月16日，2022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同时举行了

2022全国智能驾驶测试赛启动仪式。启动仪

式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

会会长周卫东介绍了大赛的整体情况及筹备

进展，并发布即将于8月26日~27日在四川

省南充市举行的2022全国智能驾驶测试赛四

川赛区的相关信息。

2022全国智能驾驶测试赛全面升级，专

家评审阵容进一步扩大；测试项目由去年的

三大类、八个组别，调整为四大类、十个组别；

比赛规则和评分标准进行了优化和升级，更

加科学规范、专业严谨，更突出智能网联汽车

前沿科技的演练和实操性。同时，围绕社会

和车主关注的热点，扩大了量产车辅助驾驶

技术的测评范围。

比赛项目共分为测试车辆、量产车型、

硬件测试、车联网信息安全四大类。其中，

测试车辆类分为三个组别：乘用车组、商用

车组、轮式无人车辆组；量产车型类分为三

个组别：乘用车组、商用车组、个人车主；硬

件测试类分为两个组别：路测设备组、车载

设备组；信息安全类分为两个组别：高校组、

企业组。

汽车赛事运动不仅促进了汽车品牌的

推广，更催动汽车技术的成熟，对汽车行业

发展意义非凡。作为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

会的特色配套活动，全国智能驾驶测试赛

是对我国智能驾驶技术和产品的一次综

合、全面的检验和成果展示，对我国智能驾

驶汽车的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

据了解，2022全国智能驾驶测试赛四川

赛区将于8月24日~27日在四川省南充市嘉

陵区举行，并同期举办“嘉陵汽车论坛——新

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大会”等

活动；北京赛区将于9月在顺义举行；9月16

日-19日在2022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期

间，将举办2022全国智能驾驶测试赛总决赛，

并发布测试和评价成果报告、向参赛优胜车

队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由北京市人民政

府、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全国智能驾驶测

试赛始于2018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的

“自动驾驶演示体验”活动，此后，该活动在

2018~2020年连续举办了三届，共计吸引40

多家企业，80余款车型和产品参与，受到广泛

关注。经过三年积淀，2021年，自动驾驶演示

体验活动升级为全国智能驾驶测试赛。

（赵广立）

2022全国智能驾驶测试赛启动

8月18日，在含山县马鞍山晶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赶制光伏组件订单。近年来，

含山县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助推绿色环保科技，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提供助力。 欧宗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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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

微流星是航天器面临的主要

威胁之一，但太空的苛刻环境不是

只有微流星，除了大家熟悉的真空

环境外，高能辐射是其最主要的威

胁。在太空中，辐射的来源包括太

阳喷发的高能粒子，地球磁场捕获

形成的辐射带，以及来自银河系的

高能宇宙射线。

真空环境下，不少非金属材料

在较高的温度下会产生汽化或分

解，例如，大家常见的橡胶在190℃

下年分解率达到10%，尼龙和环氧

树脂年分解率达到10%时则需要

更低温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太阳光的照

射就能威胁到航天器上的部分材

料。对于长期运行在太空的航天

器而言，通过慎重选择外部材料，

虽然不用担心高温造成的汽化分

解，但太阳等天体发出的高能辐

射，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威胁。

航天员的健康是载人航天的

重中之重，而载人航天器特别“怕”

辐射危害。太阳耀斑会释放大量

的紫外线和X射线，以及大量的高

能质子，它的爆发既不规律也无法

预测，太阳大耀斑的辐射剂量很

强，如果保护不当，航天员可能出现辐射病甚

至死亡。

银河宇宙射线能量很高更难防护，但它

的年辐射剂量和一次太阳大耀斑相比少得

多。幸运的是地球磁场屏蔽了多数来自太空

的辐射，当位于地球的范艾伦辐射带之下时，

再考虑到航天器有金属外壳，可以屏蔽一部

分太空辐射，所以不需要采取特殊的防辐射

措施，但航天器深空飞行的辐射防护就很棘

手，这也是未来深空载人飞行的拦路虎之一。

太空辐射对无人航天器同样构成威胁，

太阳的强烈紫外线、X射线和高能带电粒子，

可能对航天器的部分载荷产生影响，尤其是

强烈紫外线会加快有机物的分解。对于一些

空间天文设施，还需要对特殊部位进行屏蔽。

同时，太阳耀斑和银河宇宙射线还可能对航

天器的电子设备产生冲击，甚至导致航天器的

电 子 设

备失效。

（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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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废旧棉/涤混纺织物的高值化利

用，急需建立绿色、高效的分离回收新方法。

新型绿色溶剂离子液体的出现及离子液体对

纤维素成分的高效溶解，为废旧棉/涤混纺织物

的回收利用提供了新的途径。日前，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废旧棉、

涤纺织品清洁再生与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和

工程示范”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张军研究员团队开发了一种低黏度离子

液体共溶剂体系用于废旧棉/涤混纺织物的高

效选择性分离。

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

国和消费国，每年纤维消费总量约 3000 万

吨。废旧纺织品的资源化利用是纺织行业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促进行业全面绿色

转型的大势所趋和重要之策，对于降低碳排

放、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与实用价

值。棉/涤混纺织物在废旧纺织品中占比很

大，同时也是废旧织物回收利用的难点，传

统的机械分拣无法实现棉/涤各组分的分离

与回收。

在温和条件下，该溶剂体系可快速溶解废

旧棉/涤混纺织物中的纤维素(棉)组分，所得

纤维素溶液黏度较低，纤维素组分几乎不降

解，可进一步加工成膜、纤维及凝胶微球等纤

维素材料；未经预粉碎的废旧织物分离后回

收的涤纶(PET) 纤维形态完整，纯度高，可进

一步应用于塑料加工或化学回收。这项工作

为废旧棉/涤混纺织物的快速分离回收提供了

新方法，也可用于废旧棉/涤混纺织物中主要

组分含量的准确测定。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