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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名家笔谈科技名家笔谈

本版携手科学出版社推出

中国是南极考察的后来者。从 1882 年
至 1883 年第一次国际极地年算起，至今，
国外开展极地考察已近140年的历史。由于
历史原因，中国与两次国际极地年 （1882
年至1883年、1932年至1933年） 和国际地
球物理年 （1957 年至 1958 年） 都失之交
臂，被排除在国际极地科学考察活动之
外。1980年1月至3月，我和国家海洋局的
董兆乾同志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第
一次登上南极大陆。此后至 1989 年间，我
又获得了3次赴南极考察的宝贵机会。

第一次是仓促上阵，我和董兆乾同志
一起，访问澳大利亚凯西站，随澳大利亚
南 极 局 局 长 麦 科 先 生 访 问 了 麦 克 默 多

（美）、斯科特 （新） 和迪蒙·迪尔维尔
（法） 3 个南极考察站。1980 年 1 月 6 日离
京，3 月 21 日返回，共计 75 天。因为毫无
准备，又是第一次出国，出发前对南极洲
的了解甚少，但我们登上南极大陆的社会
影响很大，其意义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实现了我国几代科学家
的夙愿，开启了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新篇章。

第二次前往南极考察是我主动要求的，在澳大利亚南极戴维
斯站参与越冬考察，一方面做我的专业——地貌与第四纪环境变
化研究，另一方面学习澳大利亚建设和管理南极考察站的经验。
此行收获多多：采集各类标本样品8箱，运回北京后同我所在单位
的谢又予、李元芳、金力等及外单位专家李家英、蓝琇、勾韵
娴、朱之文、刘燕君等同志合作研究，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南
极研究论文集——《南极维斯福尔德丘陵区晚第四纪地质与地貌
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我给南极办公室的越冬考
察报告汇集了戴维斯站的建设和管理经验，提出在南极半岛、拉
斯曼丘陵和阿德雷德角可作为中国建站的3个优选地点。这对日后
我国南极科考站的建设和管理都有帮助。令我欣慰的是，我国于
1985年和1989年在乔治王岛和拉斯曼丘陵分别建成长城站和中山
站，而第五个南极科考站也将于2022年在罗斯海西北角恩克斯堡
岛建成。

第三次是去乔治王岛，是为参加兴建我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
长城站。作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的副队长，我尽心尽力，为选
站址、协助指挥建站和科学考察作出了应有贡献，还在构筑码头
抢险中折断了两根肋骨。

第四次前往南极是进行冰缘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1988 年，
我如愿再次来到南极冰雪世界，在咱们自己的长城站上开展科考
工作，在李果队长和第5次南极考察队同志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全
年测量数据，之后据此撰写出有意义的论文——《东南极大陆维
斯福尔德丘陵与西南极乔治王岛冰缘地貌的比较研究》。1992年，
该论文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 6 次南极地学讨论会上宣读，获得好
评，文中给出的石环发育过程和扩张数据是对定量研究极地冰缘
地貌的一项贡献。

离开南极考察第一线将近30年了，但我一直关注南极科学研
究工作，感慨于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南极考察取得的
巨大进步。我为一代又一代参与南极考察的青年才俊所获得的成
长而高兴，也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关注和热爱南极考察事业而
振奋。非常期待，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南极考察事业有更大发
展，对和平利用南极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最早登上南极大陆考察的两位中国科学家之一、首位
在南极大陆越冬的中国科学家、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副队长、南
极长城站副站长，曾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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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盛会 聚焦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地理信息技术与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
合，不断催生出新服务、新产品、新
业态，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们日常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 中国
地理信息产业大会显得格外引人关
注。在这场地理信息技术的产业盛会
中，7 场高端论坛、十余场主题分论
坛，每一场都围绕着地理信息当下最
热门的技术与产业焦点展开，主题涵
盖“新基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
一代地理信息 （GIS） 技术创新、数字
经济、甚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等。从应
用于传统物理空间到如今的数字空
间，数字孪生世界正在形成，而在

“新基建”背景下，地理信息产业的应
用与发展前景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在本届大会备受关注的高端论坛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德仁从 5个方面阐述了“新基建”
时代地信产业将迎来的市场机遇。一
是面向政府，基于多时相三维实景影
像的自然资源调查、生态环境监测与
应用；二是聚焦重大产业，高精度时
空大数据的公共安全与大健康产业；

三是建设智慧城市；四是基于5G和人
工智能的智能驾驶与机器人产业；五
是通导遥一体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工程副总设计师吴海涛立足于融合应
用的角度，介绍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建
设与发展。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胥燕婴发布了 《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发展报告 （2020）》，总结了地
信行业最新发展情况与趋势。而基于
GIS技术的创新与转化，中国科学院院
士周成虎分析了当前 GIS 技术所面对
的全球机遇与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军从时空信息助力自然资源“两统
一”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利用地理基
础信息构建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库的一
系列做法，在这个基础上摸清家底，
认识规律，科学管控。自然资源部国
土测绘司司长武文忠向与会者介绍了
自然资源部持续推进的两项重大测绘
任务——新型基础测绘建设和实景三
维中国的构建。在高端论坛的最后，
几个月前刚刚结束珠峰测量任务的自
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长李国
鹏，详细介绍了此次登峰测极中队员
们实现的技术创新与突破，这份不畏
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勇气与坚定，
深深震撼了所有与会嘉宾。

智慧城市 数字孪生新高地

“新基建”背景下，地理信息技术
如何深度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也是此
次大会不少论坛主讲嘉宾和参会企业
的讨论热点。

借助地理信息技术，可以构建一
个城市的物理世界与网络虚拟空间相
互印证的计算机系统，在网络空间再
造一个与现实城市配备对应的孪生世
界。将世界数字化，从而实现世界全
动态的信息化、可视化，城市管理的
系统化和智能化，实现实体城市与虚
拟世界同生共存，虚实交融的城市发
展格局。

除了对城市环境、建筑数字建
模，还可以对包括水电气、交通、医
疗、消防、人流、车流、物流等在内
的要素全部进行实时数据采集，通过
传感器、摄像头、数字化子系统将这
些数据合入网络空间，在数字空间里
管理现实空间。

“GIS、物联网等一系列技术构成
城市的虚拟模型，再通过控制、反
馈、模型、推演，实现认知、分析与
决策。这是我们智慧城市的新标准。”
李德仁说。这个与钢筋水泥城市相对
应的数字孪生城市，还具有深度学习
能力，可以虚实融合、迭代进化。

基 于 三 维 动 态 智 能 化 的 GIS 系
统，接收多个数据源，做到时时数据
的集约、动态管理，实时分析推理，
从而提高城市精准管理和社会治理水
平。过去可以追溯，未来可以预测。

“网上电网”就是其中非常成功的
融合案例。国网信通产业集团自主研
发的“电网 GIS平台”以“一图三态”的
形式，实现了图上规划电网、建设电网、
运营电网，有力促进电网发展业务“数
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的转型升
级。作为现实电网的数字孪生，“网上
电网”贯通了调度、营销、设备、基
建、物资、财务等 22 套系统，接入

334 类、560 亿条数据，构建了以不同
颜色区分不同层级的网架结构。

本报记者了解到，“网上电网”在
火神山医院投建中大显身手。战疫一
线，时间就是生命，在火神山医院供
电接入环节，为寻求最佳方案，国网
湖北电力应用“网上电网”地理图，
直观查看了火神山医院周边电力设施
情况，在线对比线路负载，最终选择
疫情前三个月负载率一直处于较低水
平的两条线路。同时，借助“图上作
业”功能，工作人员对比了两组不同
的供电方案，发现其中一条线路施工
长度将少 6公里，能够显著缩短工期，
从而为战疫赢得了宝贵时间。

创新秀场 大展科技硬实力

为了让更多企业的新技术、新产
品、新应用、新模式得以展示，促进
业界产学研用的有效对接，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已成功举办四届的“创新秀”
已经成为地理信息产业大会的一道靓
丽风景线，也是大会的品牌环节。

看！无人化自主定位导航及环境
测绘机器人正瞪着大眼睛环顾四周，
这是立得空间研发的测量机器人，不
仅识路记路，还能自主感知测绘，机
器人系统采用3D-SLAM、多线激光雷
达、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 等近
年来市场上涌现的新技术，对标日、
德、法等国研发的测量机器人，技术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利用机器人定位
导航精度高的优势，可以在安防巡
检、无人化运输、无人机防疫消毒等
领域拓展应用。

再看！漫画主人公 NI博士“开讲
啦”，这种漫画形式的科普，是智能出
行科技公司四维图新专为本次大会上
的技术演示想的“奇招”，从而让现场
观众进一步了解自动驾驶的 5个等级，
并展示出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360公司跨界来展示“面向新零售
行业的商业地理大数据平台”、贝壳找
房的“楼盘字典”为打造城市智慧房
产提供了可能，广州都市圈网络科技
正在通过“自然资源与空间规划百科
全书”来设计地理信息应用的新形态
产品……这场“创新秀”真不愧是为
企业量身打造的创新秀场。

今年，逾百家企业报名参加“创
新秀”，但由于时间所限，真正登台介
绍的企业只占到 10%。从选拔条件来
看，关键之处就在于两个字——创
新。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只要具备包
括商业模式与经营、企业管理与文
化、技术与产品、应用与服务在内的4
个方向的创新特点，并取得创新成
果、产生明显成效，都可以报名。协
会组织了专家团队根据演讲视频进行
评审，最终评选出能够到“创新秀”
舞台上进行展示的企业。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王
增宁表示，“创新秀”不仅是一个展示
入选企业创新成果应用的平台，也为
其他地信单位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
例，在交流中启发创新思维，助力转
型升级，为地理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新理念、新形式、新应用之间的
碰撞，也必将为产业原创性的科技创
新带来更多机遇，碰撞出更多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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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北方深秋的萧瑟，10月下旬的广西仍是
20多摄氏度，和煦而温暖。

青秀山脚下，在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
会址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以南宁市花朱槿花为设
计灵感的多功能大厅，是许多与会者行至此处定会
拿出手机合影留念的“网红打卡”点。在夜幕降临
时，花瓣状穹顶的灯光与身后翼型建筑遥相辉映，
共同浸入远处天际线的晚霞之中。这种独特的空间
气氛，时空交错，像是天、地、人之间另一种独具
匠心的阐释，也给正在这里举行的这场科技盛会增
添了些许感性意味。

这里是2020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现场，会场

内座无虚席，一派热烈景象。作为中国数字化转型
发展的重要动力，地理信息技术在与其他领域和技
术的融合方面拥有巨大潜力与空间，正不断催生出
新业态。

当前，以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互联网、
物联网建设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加速推进，为地理
信息技术构建全空间信息管理模型奠定了基础。在

“新基建”和地理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社会治理将逐
步迈向依托“高空地表地上地下一体、陆地海洋相
连”的全空间一张图来进行。地理信息技术的蓬勃
发展正深入赋能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行，正为城乡社
会服务和社会治理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实验小学开展“变废为宝倡勤俭”主题教
育活动，同学们利用塑料瓶、废纸箱、光盘等废旧物品制作成各种手工艺
品，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图为一名学生展示用废光盘等制作成的“三轮童车”。 （人民图片）

河北
邯郸 变废为宝倡勤俭

▲测绘装备创新是地理信息采集的重要依托。图为本届地理信息产
业大会期间展出的测绘无人机。 本报记者孙亚慧摄

▼测量机器人是本届地理信息产业大会上的明星展品。
本报记者孙亚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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