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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防汛监测预警
“耳聪目明”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智慧大脑”提高内涝处置效率

眼下眼下，，又是一年防洪抗汛时又是一年防洪抗汛时。。
在全国各地在全国各地，，卫星通信车卫星通信车、、55GG智慧无人救生智慧无人救生

船船、、水下探视仪水下探视仪、、水上遥控飞翼水上遥控飞翼、、VRVR技术等一批新技术等一批新
技术技术、、新装备新装备，，正成为防洪抗汛的正成为防洪抗汛的““奇兵奇兵”，”，帮我们看帮我们看
得更远得更远、、救得更快救得更快。。

防汛抗洪中的科技防汛抗洪中的科技““奇兵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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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视频智能识别设备水位视频智能识别设备 水上遥控飞翼水上遥控飞翼

应对可能发生的洪涝灾
害，监测预警是关键。

今年 6月初，福州市出现
持续强降水，6 月 1 日夜里，
闽江中下游闽清县境内梅溪发
生超警戒水位洪水。而住在梅
溪附近的居民，提前 8小时就
收到了洪水预警信息。这背
后，有众多防汛“耳目”在保
驾护航。

以前，测量水位主要依靠
人工测量，再经过报文拟定等
环节，需要约 1个小时才能将
数据传回水文情报预报中心。
现在，依靠自动雨量计、雷达
水位计、水位视频智能识别、
走航式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等智能设备全天候自动观测、
记录、传输，最快只需 5分钟
就能完成数据报送。

当前，长江中下游及沿海
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面对
严峻的防汛形势，福建已逐步
建成覆盖全省的监测和预警预
报系统，进一步提高了防汛抢
险指挥的科学决策水平。

湖北也已建立 2427 个雨
量和水位监测站点，覆盖 74
个有山洪防范任务的县市。
安徽安庆上线了 5G+天翼云+
VR技术，实现对水位的实时
观测。监控人员可以通过VR
眼镜和其他技术手段观察水
位尺刻度，实时掌握现场险
情、灾害发生情况及抢险进
度，大幅提高汛期巡查工作
效率。

早前，汛期的到来，常常
让城市陷入“看海”的窘境。

作为全国首个窄带物联网
智能水务试点城市，福州市打
造了城区水系科学调度信息系
统，这一水系管理的“智慧大
脑”，为排水防涝的调度决策提
供技术支撑。

走进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
联调中心，大屏上密密麻麻分
布着城区易积水地段标注点。
下大雨时，工作人员只需站在
大屏幕前，就能实时看到各易
积水点的情况。中心依托窄带

物联网监测设备、大数据分
析、云平台计算等现代科技手
段，并通过自动化控制平台，
为远程综合调度城区近两千个

“库、湖、池、河、闸、站”提供科学
精准方案。目前，该系统已推动
内河调蓄效率提高30%，排水防
涝应急处置效率提高50%以上，
基本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
积涝”的工作目标。

全国多个地区也开始利用
各项高科技应对汛期内涝风
险。湖北省武汉市水务防汛信
息中心综合利用自动和远程监

测、通信及计算机网络、物联网、
云计算等技术，初步建成了由水
务数据中心、水务业务内网和外
网等组成的“互联网+水务”体
系，降低城市“看海”风险。

从“天上下雨，地上淌
水”到“大雨不积水，中小雨
不湿鞋”，作为黄土高原上的海
绵之城，甘肃省庆阳市通过建
设“海绵城市”，治理黑臭涝池
5处，消除内涝点 17处，有效
解决老城区雨污混流合流、地
下管网建设标准低和排水不畅
等问题，破解城市内涝顽疾。

无人机按照指令抵达防汛
抢险现场上空后，监测水面汛
情、发现围困群众，并在救援
过程中监控救援情况和现场态
势，引导水面船只完成水上救
援；还可实时回传图片数据至
防汛指挥中心，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3D建模技术，还原防洪重
点区段地形地貌特征……这是
不久前，在四川省成都市、德阳

市、资阳市三地联
合举办的沱江流域
防汛演练中，应用
无人机优势+数字
孪生技术，实现水
陆空全面救援的生
动一幕。

无人机具有侦
察范围广、不受地
形限制、可以立体

查看蓄洪区情况等多种综合优
势，成为防汛应急抢险工作中
的好帮手，为防汛指挥中心合
理部署救援力量、科学指挥决
策提供科技支撑。

在这场演练中，另一救援
“硬科技”水上遥控飞翼同样引
人注目。当救援对象在河道比
较湍急的地方且距离岸边较远
时，救援人员可以操作水上遥

控飞翼行驶至落水者身边，落
水者抓稳飞翼就可获救。

不只是四川，全国各地也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汛情救
援方面做出了创新。

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采
用水上遥控救生机器人进行救
援。救生机器人外形像小艇，可
通过控制器操控，快速到达指定
地点，一次可救助三到四个人。

湖北省研发了5G智慧无人
救生船、水下探视仪等一系列救
援设备。其中，武汉抢险救援所
用的水陆两用车，采用无封闭设
计，下有 8条轮胎，可乘坐 4人，
下水如履平地，救援能力强劲。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不
断涌现的新技术、新装备，将
有效提高汛期抢险救援的机动
性和时效性。 据《科技日报》

科技大观

无人机全程监控救援情况和现场态势。

为了破解地球矿产资源枯
竭的瓶颈与人类共同体可持续
发展难题，开发与利用丰富的
太空资源势在必行，太空采矿
应运而生。

近地小行星最适宜开采

近地小行星，指的是那些

轨道与地球轨道相交的小行
星。小行星按照光谱特征可分
为 C 类 （碳质） 小行星、S 类
（硅质） 小行星、M 类 （金属
质） 小行星等。具体来讲，C
类小行星富含碳、氢、氧、氮
等元素，能够为深空探测提供
燃料，可作为太空探索的补给

站；M 类小行星主要由
铁、镍构成，有些小行
星中铂系金属元素含量
很丰富，例如铂、钴、
铑、铱、锇等珍稀金属。

且 已 有 的 研 究 证
明，有将近 1500 多颗小
行星具有非常高的可采
性和开采价值。开采近
地 小 行 星 上 的 矿 产 资

源，还有可能降低部分小行星
撞击地球的风险。

太空采矿需克服多个障碍

不过，在遥远的太空，想
做一名好“矿工”，除了成本之
外，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一箩筐。

太空采矿首先需要克服低/
微重力下的低反作用力，要保
证设备能够在风化尘土上实现
完全自主智能运行。另外，采
矿过程中还要克服亚表层岩石
的障碍，要能解决设备长期夜
间工作与能源存储等问题。

此外，地球与太空的通讯
问题也存在很大挑战，如果在
太空采矿时发生问题，不能及
时发送信息到地面做出判断，

可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要解决这些问题，空间信息技
术是关键技术之一。据了解，
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就太空导
航定位与信息感知、太空采矿
智能装备等问题进行研究。要
早日实现太空采矿，还需要开
展太空采矿智能装备、太空资
源勘探与采选、太空资源空间
安全以及太空资源综合利用等
方面的研究，突破不同重力环
境下的空间环境监测、太空资
源的利用途径、太空资源就地
加工与原位利用、太空资源快
速运输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这
样才有望为太空采矿工作提供
有力保障。

据《科技日报》

太空采矿，第一铲该从哪儿挖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研
究人员将皮肤细胞重新编程为
干细胞，然后诱导这些干细胞
形成肝脏细胞。这些微型肝脏
和正常肝脏一样，能够分泌胆
汁酸和尿素。研究小组称，实
验室培育的人类器官可在动物
宿主体中存活4天。

未来这项技术有望扩大规
模，依据需要为人类提供移植
器官，并使用患者DNA，降低
排异风险。 据《北京日报》

用皮肤细胞
培育肝脏

6月 28日，中国首套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专用牵引变
压器在中铁电气化局保定轨道
交通产业园下线，并于当天装
车运往青岛四方磁浮列车试验
线现场。这标志着中国高速磁
浮牵引供电设备研制取得突破
性进展，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
浮拥有了自己的专用“心脏”。

“时速 600 公里磁浮牵引
供电系统采用“交-直-交”变
流电力传动技术，经过‘输
入 -整流 -逆变 -输出’，将
35kV 高频电源转化为可变频
率电源，为列车提供可靠电
能。”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工业
公司项目总工柴淑颖说，项目
首创输入电流、阻抗电压、输
出容量 （6370kVA），能够满
足变频要求（0~356Hz），国外
还没有这种技术。

据《江苏科技报》

国产磁浮有了
自主专用“心脏”

这种微型肝脏和正常肝脏
一样，能分泌胆汁酸和尿素。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
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科技创新
园温室，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在
LED人工光照下生菜的生长状
况。

复工复产以来，中国农业
科学院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的
工作人员通过采用无土栽培、
LED人工光栽培等技术，生产
黄瓜、西红柿、生菜等蔬菜，
供应周边商场超市。据新华社

农产品新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