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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双塔一机”光热储能电站进入调试阶段
7月16日，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全球首

个“双塔一机”光热储能电站主体工程已进入

调试阶段，工程团队正在抢抓工期，力争在今

年底投产发电。

该光热储能电站共设置两个相邻吸热塔，

共用一台汽轮发电机，塔下安装近3万块定日

镜，采光面积达80万平方米。“电站利用跟踪太

阳转动的镜子，把太阳光聚集到吸热塔中加热

熔盐，从而带动汽轮机发电。”三峡集团瓜州光

热储能项目经理温江虹说。

据了解，光热储能电站采用双塔双镜场设

计，位于两个镜场中间区域的定日镜可以服务

于任何一个吸热塔，在同等边界条件下可提升

约24%的光学效率，并配备了6小时熔盐储热

系统，具有储热时间长、响应速度快、输出功率

稳定等特点，调峰性能更优。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高清的定日镜是用特

殊材料制成的超白玻璃，它的反射效率可以达

到94%，从而将更多的阳光反射到吸热塔上，

大幅提升发电效率。

此外，在高耸的吸热塔底下，有两个巨大

的储罐，里边装的是沸点为600℃的熔盐。白

天通过吸热塔收集的太阳能，以热能的形式储

存在液态的熔盐里，实现24小时稳定不间断电

力输出。

在项目效果图上，可以一窥光热储能电站

的全貌。两个巨大的圆形阵列各“统治”一方，

每个阵列中心，都会有一个高约200米的吸热

塔。这两个巨大的阵列就像两面凹面镜，把阳

光都反射到中心的吸热塔上。

两个圆形阵列重叠部分的镜面也别具特

色——可以自由转动。在上午东侧阵列阳光

充足时，镜面会扭转角度，将阳光更多地反射

到东塔上；等到下午西侧阵列阳光更好时，它

又会转回来把阳光反射到西塔上。

与传统的单塔光热电站相比，这种双塔甚

至是多塔设计，可以不受装机容量的限制，同

时发电效率、发电量以及储能量也会得到大幅

提升。

（科技日报记者 何亮）

日前，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遴选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围绕大

众消费、工业制造和融合创新三个领域，

结合当地北斗产业基础、城市发展特点

和建设情况，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加快提

升北斗渗透率，促进北斗设备和应用向

北斗三代有序升级换代。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运营的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具备定位、导航、授时全

球服务能力。当前，北斗规模应用已进入

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关键阶段。

“《通知》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快北斗产

业发展，提升其服务能力，促进北斗的规

模化应用，特别是在重点领域的应用模式

探索。”赛迪顾问智能装备产业研究中心

负责人杨岭表示，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

对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通知》明确围绕大众消费、工业制造

和融合创新三个领域开展试点工作。其

中，在大众消费领域，提升北斗应用感知

度和普及率。试点城市以智能手机、可穿

戴设备、平板电脑、共享出行、低空应用无

人机等领域为重点，积极引导企业研制和

生产北斗产品，持续提高产品供给能力。

在工业制造领域，加速北斗行业应

用赋能。试点城市应结合地区特点和建

设情况，加快在汽车、船舶、航空器、机器

人等重点领域推广北斗应用。鼓励依托

车联网、智能网联相关平台建设，全面扩

大重点营运车辆、公共领域车辆、商用车

和乘用车北斗搭载比例。鼓励引导内

河、沿海、远近洋等区域航行的船舶加速

装载北斗。鼓励加大对航空器领域相关

企业扶持，加快开展北斗导航、短报文等

适航设备研制攻关和应用等。

在融合创新领域，不断挖掘“北斗+”应

用新场景。试点城市引导企业开展北斗与

5G、高分遥感、惯性导航、高精度视觉、短距互联、超宽带

（UWB）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融合，推动北斗系统在

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创新

应用，促进北斗应用与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海

洋、精准农业等新场景深度融合。

在杨岭看来，《通知》明确了北斗应用的重点和亮点：一

是就应用领域而言，从消费端和工业端入手，以各类智能装

备为切入点探索北斗新模式、新业态，并强调引导各领域与

北斗的融合创新，挖掘新机遇，探索新场景；二是就应用主

体而言，以城市为主体组织北斗应用，这对提高重点城市的

北斗相关产品研制能力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更有助于引导

试点城市充分发挥区域应用场景优势，建立支撑体系，优化

政策保障，完善创新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试点城市遴选过程中，工业和信息

化部特别强调要聚焦大众消费领域，以促进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在日常消费中的广泛应用为核心，增强公众对北斗应

用的认知与使用，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影响力。

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23年我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536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09%。在大众应用方面，北斗已成为智能手机、可穿戴设

备等大众消费产品的“标配”。2023年，国内支持北斗定位

功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约98%，北斗高精度车道级导

航功能已覆盖超100座城市的普通道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此次试点工

作形成一批北斗技术创新引领、北斗产业发展迅速、北斗应

用规模可观的试点城市，树立一批可复制推广、可规模应用

的发展标杆。 （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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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 7月 16 日从空军军医大学获

悉，该校病理学科研团队联合清华大学

和商汤医疗共同发布了国内首个病理

大模型——PathOrchestra。该模型基

于国内规模最大的数字病理图像数据

集训练，实现了全球最广泛的临床任务

赋能，完成了人工智能病理研究领域从

“单模专病”到“一模多病”的跨越式突

破。相关专家表示，PathOrchestra 的

发布意味着病理诊断或将迎来“大模型

时代”。

病理诊断被誉为疾病诊断的“金标

准”，但该领域长期以来面临病理人才培

养周期长、优质病理诊断资源分布不均匀

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国内外

病理科迎来数智化转型。不过由于数字

病理切片分辨率高、涉及病种多，在“大数

据+精标注”的传统AI模型训练范式下，

想要对每一种疾病进行精标注训练几乎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该模型主要研发人、空军军医大学

基础医学院教授王哲表示：“病理图像具

有非常大的多样性，要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开展诊断难度极大，因此病理图像处

理也被称为图像处理中的‘皇冠上的明

珠’。病理大模型正是突破数字病理瓶

颈的关键。”

据了解，PathOrchestra将视觉模型

和大语言模型结合，利用国内规模最大

的近30万张、近300TB数据量的全切片

数字病理图像数据集训练，并融合了文

本、视频等多模态训练数据。通过对海

量数据的自监督学习，研究人员无需大

量精标注数据，即可让模型“触类旁通”

学会分析各类器官病理图像。目前，Pa-

thOrchestra已覆盖肺、乳腺、肝脏、食管

等20余种器官，可以应用于包括泛癌分

类、病灶识别和检测、多癌种亚型分类、

生物标志物评估等在内的百余项临床任

务，在多器官泛癌分类、淋巴瘤亚型诊

断、膀胱癌筛查等近50项任务中准确率

超过95%。

据介绍，PathOrchestra的发布为数

智化病理学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底层技

术支撑，将人工智能的能力半径拓展至百

余种病理临床任务，为患者提供水平更

高、效率更高的医疗服务。

（张强 张语桐 张静）

7月 16日，国内首个覆盖智能网联

汽车及自动驾驶能力测试全部场景要求

的大型综合封闭式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

——长三角（盐城）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

开始运行。

该试验场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控股的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

有限公司建设，专门用于智能网联汽车

和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

长三角（盐城）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

共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约4000亩，建

设了8条专用于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道

路、3.2万平方米的试验室，以及配套的

油、电、氢、醇四合一综合能源中心。该

试验场致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汽车研发测

试集聚区，能够涵盖智能网联汽车及自

动驾驶能力测试的全部场景要求，同时

满足重型商用车全项测试能力。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在经历

深度的调整和重构，新能源汽车、智能网

联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和方

向。”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安铁成表示，长三角（盐

城）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将有效推动我

国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发展。

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欧阳涛介绍，长三

角（盐城）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自开工

建设以来，克服了国内外无可参照范

例、施工工艺复杂、精度要求高、交叉作

业多、施工周期长等难题。试验场历时

3年高质量建成并投入运营，拥有多个

业界首创。

例如，该试验场拥有全球首个、也是

唯一一个在封闭汽车试验场内建设的真

实隧道场景，可实现在没有GPS定位信号

且网络信号受到屏蔽时，测试智能网联汽

车的感知、计算、决策、执行等功能。

此外，该试验场智能网联多车道性

能路直线段长度达2100米，宽度24米，

与智能网联高速环道组合后能够达到

10个车道。该测试道路在设计时还考

虑了未来飞行汽车的测试要求，除了能

够满足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需求，还可服

务于通用航空飞行器测试，助力低空经

济发展。

（刘园园）

人工智能病理大模型PathOrchestra发布

国内首个大型综合封闭式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运行

展劳模风采展劳模风采 传工匠技艺传工匠技艺
7 月 15 日，在

合肥庐阳经济开

发区海峰分析测

试科技有限公司

劳模创新工作室，

安徽工匠、合肥市

劳动模范张勇正

在指导青年技术

职工对水环境样

本进行检测。今

年以来，合肥庐阳

经济开发区总工

会充分发挥劳模、

工匠团队引领作

用 ，在 企 业 实 施

“师徒传帮带”培

训，提升青年技术

职工队伍整体技

能水平，服务辖区

经济发展。

赵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