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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永权）见面
共享定位，乘车自动驾驶，吃饭无人
机送餐……10 月 19 日的东湖论坛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说，时空智
能正在赋能万物互联，借力时空智
能，将可创造6到7个万亿级新质生
产力产业。

东湖论坛主旨演讲环节，李德仁
在《时空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从 PNT 到 PNTRC》报告里说，
PNT（导 航 、定 位 、授 时）体 系 到
PNTRC（通导遥一体化）的发展，使
得时空信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新技术之间的深度融合，正
逐步展现出其相互促进的强大潜
力。

李德仁说，中国的北斗经过 30
年发展，形成30颗卫星覆盖全球，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我
国卫星导航从0到1的跨越，时空智
能应用已取得积极进展。

“我们把北斗定位从室外走到室
内。”李德仁介绍，目前，他带领的武
汉大学团队用音频技术，将北斗系统
的应用从室外扩展至室内，实现了室
内外连续高精准定位，这一技术可应
用到火车站、飞机场、物流港口等，满
足了高精度定位的需求。这意味着，
未来乘客在地铁站里也能通过导航
软件找到路线，不再迷路。

目前，北斗应用已经走进千行
百业、千家万户，但还未形成规模化
产业。李德仁介绍，时空智能的影
响和应用正迅速变化，展现出其在
各领域的广泛前景，随着“北斗＋高
精度室内定位”“北斗＋5G”发展，未
来将在低空经济、公共安全、大健康
产业、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数字文
化等多个领域开辟广阔的应用场
景，可形成6到7个万亿级的产业。

比如，基于北斗的精准农业，支
持农田自动化、智能化的播种、灌溉、
病虫害监测、长势分析等，实现了农
业信息化和精准化。依托北斗技术
打造的道路交通智慧应急系统，可以
满足应急资源接入、视频核查、实时
调度导航、综合研判分析等多样化应
用需求。

他表示，要通过时空信息智能
去拥抱新质生产力，努力推进和实
现无所不在的时空智能服务，抓紧
推进人工智能引导下的通导遥一体
化的空天信息实时智能大众化服
务，创造空天信息多个万亿级产业。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智 通讯员胡安慰 王昕晔）“湖北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第七，这一成绩实属不易，
说明湖北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从去年发布时预期的未来可
期，转化为未来可现，或者说如期而至。”10 月 19 日上午，
2024东湖论坛现场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4》《中
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2024》《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4》等
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王卓昊这样概括
湖北科创的亮眼成绩单。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4》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和武汉大学共同编制。报告
显示，2023年，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的数字经济发
展活力表现突出。

王卓昊介绍，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中国、以色列位列
全球排行榜前三名，2023年中国超越韩国位居全球第二。
从典型城市来看，旧金山、北京、纽约位列世界前三名。

从中国31个省（区、市）来看，北京、广东、江苏、上海、
浙江、山东、湖北、四川、福建和天津位居前十。2023年，湖
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第七，较上年上升1位。

王卓昊介绍，我国协同发力推进数字经济已经取得长
足进步。“湖北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绩单，让我们进一步坚定
两件事——坚定湖北在国家中部崛起中的战略定位，坚定
武汉在国家科创中心建设中的战略定位，所以我们有理由
坚信湖北数字经济的未来更加光明。”

近年来，湖北数字经济规模稳步提升，数字经济已成为
湖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年为1.8万亿元，2023年
高达2.6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7%，占湖北GDP比重也
由40.3%增长到47.0%，高于全国42.8%的平均水平。

报告给出的“湖北画像”显示，湖北数字要素资源位居

全国前列，数据交易所/中心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名；湖北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领跑中部地区，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势迅猛，
营收规模位列全国第七名、中部地区第一名；湖北数字技术
与产业加速融合，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数量和百强互联网医
院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
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大会发布的《中国基
础研究竞争力指数2024》显示，湖北省基础研究竞争力连续
6年排名第六。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首席科学家
钟永恒直言：“十强省市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彼此竞争激
烈，不进则退。”

钟永恒介绍，2023 年，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经费为
397.84亿元，全国排名第八位。湖北省拥有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8个，全国排名第六；全国重点实验室18个，全国
排名第七。

《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4》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六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分别选取了全球前100家企业和中国前
50家企业作为评估对象。

报告显示，作为全球产业链中的关键角色，中国企业不
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榜企
业总频次位居全球第三。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介绍：“在中国企
业创新表现方面，对比 2022 年的排名情况，大部分企业
的排名较为稳定，少数企业在技术创新维度上的表现变
化导致排名出现波动。例如，三峡集团凭借着 2023 年在
技术创新质量和技术创新影响的突出表现，在新能源领
域从2022年的第39名上升到2023年的第20名。”

■长江日报记者陈永权 陈智 冯雪

10月19日，世界的目光聚焦武汉，聚焦东湖。
2024东湖论坛在武汉举行，一场为全景式、立体化、多角

度展示前沿科技成果的盛宴徐徐展开，一场场科普的论道激
发了创新热情。

开幕式上，发布了《武汉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024》等
四份重磅报告，举行2024年度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总
决赛颁奖仪式，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科普感悟
和最新科研成果，共同探讨如何更好进行科学普及。除开幕
式暨主论坛外，还陆续举办22场平行论坛以及科创对接、公
众科普等其他配套活动。

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
6位院士为中小学生送上手写寄语

“我们将利用尖端的光子技术进行医疗应用，推动武汉医
疗健康发展。”在东湖论坛上，202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所长费伦茨·克劳斯
说，东湖论坛是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融合的重要平台，必将吸
引世界上许多创新人才来武汉创新创业。

“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勇于创新，敢于实践；胸怀祖
国，志存高远；走难走的路，看不一样的风景……”开幕式上，
李德仁、尤政、房建成、陈孝平、杨春和、刘胜6位院士依次登
台，为12名2024年度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总决赛优秀
获奖代表赠送寄语，用实际行动响应“东湖倡议”，传承科学精
神。长江日报记者注意到，李德仁院士在寄语中写道：从小立
大志，长大做栋梁。

在主旨演讲环节，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飞行指令长、“八
一勋章”获得者、首位进驻天宫空间站的英雄航天员聂海胜以
天宫空间站为例，分享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伟大历程，诠释
了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

“全球60%以上的动力电池企业、80%以上的供应链都在
中国。”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造官、上海
交通大学溥渊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倪军说，宁德时代目前已采
用全流程AI技术覆盖，近7000个控制点进行智能化调配，确
保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实现了电池的高效回收和再利用。

合作成焦点
武汉医工企业与德国专家一拍即合

论坛上，古巴科学院及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中国—古巴
神经科技转化前沿研究联合实验室主任、全球脑研究联盟主席
裴德乐说，武汉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完

善的产业体系链条，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围绕生物医药领域
开展合作。

“开辟极弱磁测量技术医学应用新赛道。”中国科学院院
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房建成介绍，在超强磁场、极弱磁
场等极端条件下，大量科学现象与规律得以揭示，“零磁医疗”
或将带来大健康产业的新赛道。

他说，零磁医疗是基于超高灵敏极弱磁场测量技术，在接
近零磁场的特殊环境中，通过“心磁图”精准检测和成像，检测
出人体器官的极弱磁场，帮助诊断心脏、脑部、神经等疾病，希
望和同济医院进一步展开合作。

在医工结合与创新医药国际合作论坛上，吸引了来自德国、
日本、塞尔维亚、南非、古巴等多个国家的院士与国际顶尖专家
参加。德国莱比锡大学安德亚斯·梅尔泽教授，展示了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技术及微创医疗技术领域的广泛应用。

“明天，我们就邀请梅尔泽教授到唯柯医疗公司洽谈。”唯
柯医疗创始人、董事长尚小珂表示，“创新医疗设备与医疗器
械是前沿科技发展与人类健康事业的交叉点，希望向德国和
全世界的专家学习并开展研发合作，将更多更好的医疗产品
推向临床，造福广大患者。”

22场平行论坛
吸引超过8000人共同参与

2024东湖论坛为期3天，除开幕式暨主论坛外，还筹备了
22场平行论坛以及科创对接、公众科普等其他配套活动，预
计将吸引超过8000人共同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多场平行论坛突破传统“坐而论道”形式，
配套举办展览展示、科普表演、考察交流等活动。其中，“一带
一路”国际科普交流会配套举办国际科普表演秀，邀请来自阿
联酋、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等国的科普专家进行现场科普
表演；科普图书创作与传播论坛配套举办科普作家进校园活
动，组织科普作家到武汉市内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赠送科普
书籍。

开幕当日，东湖论坛首次举办企业科普东湖行活动，中国生
物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分别就生物技术、核能、航天等内容进行科普
交流。

相关机构负责人在2024科技金融平行论坛上透露，我省
通过设立总规模500亿元技术创新专项贷款，对省内天使类
投资给予最高100%收益让渡等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金融支
持科技创新体系，引导撬动资金、资源向科创领域聚集。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东湖论坛将是一次高规
格、高层次、高水平的创新发展展示，一场学习科学、体验科
学、感受科学的科普盛宴。著名科研机构、科普作家和院士专
家还将进校园、进社区，让更多公众参与科普体验。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智 通讯员周佳澜）观众戴上数据手
套、拿起瓶子、做出倒水的动作，一旁的机械臂同步完美复刻，
将瓶子里的水成功倒进杯中……在2024东湖论坛前沿交叉
科技体验活动现场，这样的“神奇一幕”，发生在武汉灏存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灏存科技）的展台前，身着肢体动作识别
设备的体验者，正在“教”机械手臂倒水。这一技术，未来将应
用到人形机器人身上。

在论坛主会场的体验展示区，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智
能脑机接口、智能驾驶等各类交互式体验设备让人目不暇
接。长江日报记者注意到，灏存科技、武汉华威科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威科）等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展台成为

“热门”体验区，参观者络绎不绝。
“通过肢体动作识别设备上的8个传感器采集数据，结合

算法，我们能实时监测佩戴人的活动情况。任何关节活动
超过 0.001 度，都能在 3 毫秒内接收到。”灏存科技市场运营
负责人刘鹏兴奋地向记者介绍了公司的最新研究成果——
基于肢体动作识别的机械臂遥操作技术。

这一技术将应用于机械臂和人形机器人领域，不仅能精准
识别人体动作的细微变化，让机器人动作高度还原，还能将录入
的数据变为人形机器人的“记忆”，“学以致用”。刘鹏解释说，通
过肢体动作识别操作机械臂，能显著缩短动作编程及调试时间，
不仅能加速人形机器人训练进程，还能让动作更自然流畅。

目前，灏存科技已经与国内多家顶级研究所、高校以及部
分头部人形机器人公司进行深入合作，让机器人的全身都和
人一样自然地“动起来”。灏存科技研发总监付龙介绍，目前，

企业已经打通了机械臂、人形机器人与肢体动作识别设备的
通路，实现了对接，并通过场景收集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下
一步，将结合人形机器人感知系统进行深度训练，从而形成运
动神经中枢。

现场，另一家武汉企业华威科则给人形机器人装上了敏
感的电子皮肤和更灵巧的双手。

“感知到‘触觉’，人形机器人将拥有更自主、更丰富的交
互能力。”华威科柔性感知事业部总监王浩介绍，目前华威科
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系统”与多家人形机器人行
业龙头企业合作，实现小批量出货，已经成功运用在超过100
台人形机器人身上。

在华威科的展台上，灵巧手触觉感知系统、上肢大面积电
子皮肤都运用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系统”。无论是轻触，
还是推拉、轻抚等更复杂的交互，都能被电子皮肤上的柔性传
感器敏锐识别，体验者在电脑上能实时看到精准的压力值反
馈。

王浩介绍，企业还将继续提高柔性传感器的精度，并集成
滑移、温度等多种指标。同时与国内头部机器人企业一道，展
开基于触觉感知系统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的合作，让人形机
器人能够真正依靠“触觉”实现高度交互。

人形机器人是武汉正在打造千亿级未来产业的13个细
分赛道之一。以光谷为例，提出将以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
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小规模量产，支持整机企业牵头建立创
新联合体，引导“大脑、小脑、感知、躯干、四肢”等零部件企
业融入整机制造产业链，实现整机与零部件协同发展。

创新成果在湖北武汉加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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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14.7% 占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湖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全国第七

装上电子皮肤和灵巧手

人形机器人拥有“触觉”

10月19日，2024东湖论坛在武汉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开幕。 本版摄影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现场探访

6位院士分别向12名中小学生赠送寄语。

灏存科技工作人员在展示实时惯性动作捕捉数字人。

华威科工作人员在展示电子皮肤压力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