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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

息 、定 位 导 航 服 务 成 为 重 要 的 新 型 基 础 设

施。交通关系国计民生，日益信息化、智能化

和融合化的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实

现人享其行、物享其流。为新型交通基础设

施提供时空位置服务的时空智能，包括定位、

导航和测时，能够精准、智能感知和理解时空

信息，更好满足人们生活和出行的多种时空

位置需求。

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时
空智能的交通服务能力

大雁南飞、幼鱼洄游，生命体为适应迁

徙、觅食和繁衍等需求，经亿万年进化，能够

感知并记忆自己及周围环境的位置、方向、速

度、时间和距离等信息，从而在广阔的空间中

找到食物、水源、同伴等生存资源。比如鸟类

能够感知地球磁场和太阳光偏振光，从而确

定自己的位置、方向和时间，以便在不同季节

迁徙到合适的地方。

在古代中国，人们通过观察太阳、月亮、

星星等天体的运行，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农

历等时间划分和度量方法，为农业生产、节

令变化、日常生活提供指导。人类还发明了

很多时空感知的工具和技术，如指南针、地

图、日晷天文测时仪、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等，

为 远 航 、探 险 、商 贸 等 活 动 确 定 方 向 和 位

置 。 20 世 纪 中 叶 以 来 ，随 着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无线电、光学乃至

量子测量等极大提高了人类的时空智能效

率和准确度。

现有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中，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系统）

是中国自主建设和运行的全球性时空信息重

要基础设施。它利用规律运行的导航卫星星

座，替代自然界的北斗星座，以卫星发射的无

线电信号替代星星发出的光信号，构建出精

准的空间和时间坐标基准。当地球的陆地、

海洋表面及近地空间的交通运行体，如各类

交通工具、基础设施等，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后，即可算出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时空基准

一致的时间和位置，实现自我定位、导航、测

时，以帮助人们精准进行不同场景的探索。

北斗系统提供的这种时空位置服务能力

是全球性、全天候、全天时的。目前来看，只

有北斗系统具有全球任意两地 40 个汉字双

向短报文通信功能；在中国及其周边，具有一

帧 1000 个汉字，一小时 1000 万同时在线用户

的双向通信能力。这种通信服务，也可传送

图像和音视频，不仅能满足用户群体间的信

息互联，还可实现时空位置互联，使信息交流

更便捷精准。

此外，北斗系统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

太空近地轨道中，布有较为均匀的百余颗卫

星，发射几种不同导航频率的电磁波。这些

密集的导航类电磁波可作为对地遥感信号

源，对大气的电离层电子密度、对流层的可降

水汽含量，海 洋 波 浪 、风 场 、陆 地 的 土 壤 湿

度、冰雪厚度等开展定位、定时、定量的环境

遥感甚至目标遥感。其获得的遥感数据又

可以为交通管理者提供重要的目标识别、跟

踪、预警等信息，以进行有效的环境监测、分

析和目标管理、控制，进而提升交通运行效

率和交通安全、应急水平。

时空智能赋能交通出
行的特色和优势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

展智慧交通。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

度融合。”时空信息技术与传统交通基础设施

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智慧交通发展的新趋势。

我们以北斗系统的实际应用为例，能看到时

空智能赋能交通出行有如下特色和优势：

首先是时空一体化。时空智能技术能够

利用卫星导航系统提供全球高精度一体化时

空基准，为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提供厘米至

毫米级的精准空间位置，微秒至纳秒级的网

络时间同步服务，为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亚

米、分米、厘米级空间位置，毫秒、微秒级时

间同步服务。通过时空智能技术，全球用户

可以根据场景变化自主或智能选择，实现全

球范围内空间位置的精准定位、导航与时间

同步。

其次为通导遥融合。利用北斗系统的全

球定位导航、双向通信和搜救功能，加上交通

沿线“北斗+5G”地基增强的高精度时空位置

服务，兼有暴风、雨、雪及雷电等气象环境遥

感功能，再与 AI 和大算力网络连成一体，就

构成了交通通导遥融合实时服务设施体系。

这一体系可以为陆路、水路和空中各类交通

工具提供实时智能数据采集、风险分析和场

景识别等服务，同时与交通运控中心协同，报

送交通工具的时空位置数据与事件状况信

息 ，辅 助 决 策 相 应 事 件 管

控处置，确保交通服务质量

和安全需求。

第三是智能化服务。当前，我

国 各 大 交 通 行 业 多 在 规 划“ 北 斗 +
5G”+“AI+大算力（云中心）”。含北斗地基

增强和 AI 云服务的网络系统，已在铁路线路

侧及相应大型枢纽、民航枢纽机场、高速公路

和通航河道两侧、大型海港海运枢纽、电力输

送网、油气能源网、城乡上下水道的综合管廊

等沿途布设。“北斗+5G”将北斗系统的时空

基准延伸到隧道、管廊等各类地下空间，可为

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提供地上、地下与北斗系

统一致的时空基准服务。这样，交通及能源

设施产生的各类流式数据，如物流、人流、车

流、船舶流、航飞流等，以及基础设施中桥梁、

隧道、大型空间构形构件的时空位置形变监

测数据等，均可被赋予精确的时空流量、流转

及变化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智能分析、

关联和挖掘，我们不仅可以对交通基础设施

的运行维护进行模型优化和流程再造，还可

以了解其中包含的各类交通、能源等经济和

社会信息的时空规律，提升经济运控及社会

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

时空智能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加速

融合，还将使各类交通基础设施成为从勘测、

设计、施工、建造到运维管控，全生命周期的

融合创新交通基础设施。

时空智能开拓交通发
展新领域，创新出行服务
新模式

时空智能将不断开拓交通发展新领域，

创新出行服务新模式。如为未来高速磁悬浮

列车路网的设计、建造及运维提供精准、实

时、可靠的定位、导航、时统和通信服务，实现

全线路智能驾驶、智慧调度和安全监控。再

如探索通用航空新领域，为低空空域提供精

准管理服务，对空域内的无人机、通航飞机甚

至未来空水地三栖飞行汽车等各类飞行器进

行实时监测、识别、跟踪，以提高低空空域的

容量和安全性等。

无人驾驶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不

同的解决方案中，中国率先提出“智能网联

车+车联网+高精地图”三大关键技术协同的

思 路 。 这 三 大

技 术 分 别 包 括 ：集 成

北斗系统时空定位、场景感知和认知技术的

时空智能；“北斗+5G”构成车联网提供云、

边、端协同，形成人、车、路、环境联动的交流

智能；AI 和大算力（云中心）生成实时动态

高精地图的交通环境认知智能。这种“聪明

的车+智慧的路+随动的图”智能驾驶模式，

用户分担成本最低、科技进步效果最好、总

体经济效益最高，该技术方案正在成为国际

共识。

时空智能技术要引领新型交通基础设施

发展，还需要不断创新，包括继续提升场景快

速变化时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以满足交通新

基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继续拓展应用领域

和模式，如探索时空智能在太空交通、地下交

通、水下交通等新领域，以及在共享交通、绿

色交通等新模式的应用；加强时空智能的安

全和规范研究，如加强数据和隐私保护、网络

安全等，以保障交通新基建的安全运行和效

益发挥。

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构建

全天候、全天时、全国性“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一张网”，实现智慧交通与智慧城市的“双智”

协同发展，打造和谐普惠、畅通互融、环保可

持续的大交通生态，提升人民群众在交通领

域的获得感，从而达到区域、广域乃至全球出

行的智能规划、决策、协同控制，形成交通治

理新格局。

（作者分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制图：张芳曼

题图为高柯夫供图

时空智能助力智慧交通

刘经南 高柯夫

基因技术日新月异，为现代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科技变革。随

着 科 学 家 对 基 因 持 续 深 入 地 研

究，新的理论机制不断明晰、新的

成果产品不断涌现，人类对生命

奥秘的认知已抵达基因层面，更

多样、更深入。有关基因的话题

总会成为热点，如基因工程、基因

芯片、基因治疗等。随着基因科

技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等领

域的融合，基因相关的知识、技术

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在农业领域，科学家利用基

因和基因编辑等技术，提高农作

物的抗性、产量、品质等，基因科

技在减少农药施用、节省人力成

本、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在医学领域，胰岛

素、生长激素、促红细胞生成素等

基因工程制药，以及通过基因编

辑 技 术 修 复 基 因 缺 陷 的 基 因 治

疗 ，为 疾 病 治 疗 带 来 革 命 性 变

化。在环保领域，科学家巧妙利

用 基 因 寻 找 解 决 长 期 困 扰 人 类

的农药化肥、工业“三废”、废旧

塑 料 等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的 答 案 。

在工业领域，基因工程在乙醇生

产、纤维素利用、食品生产、生物

新 材 料 开 发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越 来

越重要的作用。

正确理性地传播基因科学、

帮助公众获得科学认知、让公众

理性认识基因工程新产品，是当

前科学家、新闻媒体和科普工作

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也是我们

编写和出版“科普中国书系·解锁

基因智库”系列丛书的目的——

为人们带来科学严谨又通俗易懂

的基因科普作品，让公众走进基

因的神秘世界，最终，让公众走近

科学，也让科学为公众服务。

一本好的科普书，要同时兼

顾科学性、通俗性以及趣味性。

基于此，我领衔创作了《基因智

慧》，钱前院士领衔创作了《基因

智种》，邓子新院士领衔创作了

《基因智造》，刘德培院士领衔创

作了《基因智疗》，以期“明其因、

辩其理、正其名”。四位院士作为“科普中国书系·解锁基因

智库”科学顾问，对丛书的整体架构与设计进行了把关，确

保了丛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组织编写过程中，一批耕

耘科研一线的青年科学家、心系公益科普的生物学博士以

诚挚的热情、严谨的态度，不畏困难、积极协作，历时两年创

作完成了这套丛书。

《基因智慧》作为丛书的开篇，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

故事讲述了基因在动物、植物及人类生存发展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简述人类如何借鉴“基因智慧”改变和服务现代生

活，展望“基因智慧”在未来如何造福人类。《基因智种》以一

粒种子作为起点，讲述科学家利用基因创造优良的动植物

种质资源，满足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需求，一个个与生活息

息相关的“基因智种”故事，带领读者一起领略科学创造的

魅力。《基因智造》放眼智造食品、智造材料、智造电子数据、

智造能源、智造健康、智造生命这 6 个领域，讲述基因智造

的“神奇之手”在新生命、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发展历程中，以

及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里书写的美好故事。《基因智疗》则

从基因疫苗、基因检测、疾病动物模型、基因工程药物、基因

治疗角度，呈现基因科学在疾病治疗中的点睛作用。

科学的蓬勃发展如同基因的空间结构，呈螺旋式上

升。科学知识也总是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推动科技进步、

引领人类社会进步。丛书中一些基因科学也许仍然需要在

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更新，但我们希望现有的探索和努力能

让大家获得启发和成长，共同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这不

仅仅是一套科普基因科学的图书，更是一把打开基因世界

大门的钥匙。翻开一本书，打开一扇门，拥抱科技之光，希

望我们一起走得更远。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文为“科普中国书系·解

锁基因智库”丛书序言，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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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访 谈 集《倾 谈 录 ：深 度 对 话 鲁 奖 作

家》近期出版。这次，作者舒晋瑜将目光对准

鲁迅文学奖，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杂

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分类与获奖作家对话，从

新闻记者的角度设立话题、挖掘信息，力图展

开有现场感的文学评论。

访谈是新闻报道常见的一种文体，能够

将新闻向深度挖掘，与文学创作需要深度思

考的特点不谋而合。新闻的热度和评论的深

度，蕴藏在 35 篇访谈的字里行间。访谈作家

徐坤时，作者不仅探讨其新作，还概括其几十

年的创作轨迹，较为准确地抓住了作家创作

的思想内核，得到受访对象的认同，也将访谈

自然引向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探讨。

作品努力在访谈这一文体上有所创新。

作者早期的访谈文集，基本采取一问一答式，

前面加上“采访手记”，一些见解也通过“采访

手记”表达出来。这样的行文格式，或许难以

充分展开受访对象的思考，于是新作采用了

一种综述性写法，把访谈实录、背景资料和作

者对受访作家文学实践的思考融为一体，形

成一种访谈式的文学评论。这种写法让叙述

变得更为生动，同时因为有评论视角的支撑，

访谈内容得到较为全面的呈现。

与新闻写作的现场感不同，文学的现场

感强调对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握。

鲁迅文学奖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文

学奖项，作者结合自己的思考，围绕鲁迅文学

奖宗旨和作家文学追求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设

置话题。对话鲁迅文学奖获奖者、报告文学

作家黄传会时，作者从一名老兵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切入，用“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如何运

用文学手法”“真实和想象的关系”等理论性较

强的话题，把个性化的文学写作与时代主题联

系起来，论述获奖作品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样的访谈，不仅展现了获奖作家的风采，还

解析了鲁迅文学奖在引导创作、鼓励创新上发

挥的作用。

当然，文学的现场感同样离不开生动的

故事，如此才能形成有温度、有意思的对话。

这些访谈往往从作家人生轨迹和创作轨迹中

捕捉文学话题，设置一个个有趣的文学场域，

进而形成有价值的文学评论。作家叶广芩访

谈记中，作者把重点落在文学理想上，但行文

却从叶广芩可爱的网名谈起，让叙述一下子

有了日常生活趣味。这种趣味不是可有可无

的闲笔，从这里映射出作家自由率真的天性，

也彰显叶广芩率性自然的文学理念。由此，

访谈中的作家、作品融入了当代文学发展脉

络，由浅入深，给读者带来有意思也有信息量

的阅读体验。

可以说，没有评论家的视角，很难做好文

学访谈。综观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访谈，

访谈者们无一不是扎进文学现场，躬耕多年，

思考凝练，才最终形成有见地的对话内容。

在这方面，本书还有提升和深化的空间。希

望作者在深度访谈这条路上坚持下去，也希

望有更多写作者投身其中，带着文学评论的

眼光与作家对话，展现有活力的文学现场，助

力文学取得新的发展。

写出文学访谈的现场感

贺绍俊

推荐读物

《北斗导航》：中国编辑学会组编；国

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千脑智能》：杰夫·霍金斯著，廖璐、

熊宇轩、马雷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基建：未来布局与行动路

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未

来产业研究组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村 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

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姚瑶

著；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本书讲述了贵州台盘村“村 BA”赛

事持续走红的故事，描绘出一幅新时代

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画卷。

《大鸟》：彭学军著；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出版。

小说讲述了家住鄱阳湖岸边的男孩

与动物保护志愿者一起保护白鹤、收获

成长的故事。

“科普中国书系·解锁基因智库”丛书：范

云六等著；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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