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海海洋大学在实验室测

试机器鱿鱼

■ 中国机器鱼登上了顶尖学
术期刊《自然》（Nature）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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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太平洋上，一只棕红色的“鱿

鱼”正滑动着两边的尾鳍，十根触须
灵活地在水中摆动，一会儿在海面

上浮游，一会儿潜入海中。前不久，
上海海洋大学机器鱼创新团队所研

制的仿生机器鱿鱼第一次“游”入了
大海，并顺利完成 300米水下探测

的任务。大海里的精灵们怎么也想

不到，有着曼妙身姿的“同伴”竟是
个十足的“间谍”。

2021?，机器鱼迎来了高光时

刻。3月初，中国造机器鱼畅游马里

亚纳海沟。这其中，上海海洋大学团
队在耐压性能和海试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机器鱼遨游蓝色大洋，上
海首个“技术券商”样板间———上海

国际海洋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也做了
大量工作。

会“游泳”助力科研
“打卡”北太平洋的机器鱿鱼，

除了模仿“同伴”的生物游动机理，

完成结构稳定性测试、功能性测试
等，还搭载了水质参数传感器、水下

集鱼灯、水下摄像头等，获取了不少
重要数据。“在水文勘察和水文环境

监测时，如果能有一条仿生机器鱼
‘混’入鱼群，既不会惊动鱼群，又不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反而能带

回大量的数据。人类也无须冒着生

命危险去采集数据，这可是一件大
好事。”机器鱼创新团队核心指导教

师、高级工程师孔祥洪告诉记者。
然而，要“仿制”一条惟妙惟肖

的机器鱼，又谈何容易。它涉及多个
学科，又特别强调知识的活学活用

和动手能力。“就拿鱿鱼来说，这是

海洋生物中游泳行为最复杂的品种
之一。一般鱼类的行为就一两种，而

它的游泳行为至少有四种。同时，相
较一般鱼类，鱿鱼身体结构更为复

杂。”孔祥洪解释。

参与万米深海探险
海面下 10900米，马里亚纳海

沟，地球海洋的最深处。一条 A4纸

大小、形状奇异的中国“鱼”，在漆黑

一片的海底，自由自在地摆动起了

“鱼鳍”。上个月初，这条中国机器鱼
登上了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的封面。
包括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等

在内的研究团队受深海狮子鱼启发，

颠覆传统“?扛”策略，率先提出机
电系统软-?共融的压力适应原理，

成功研制出了无需耐压外壳的仿生
软体智能机器鱼，首次实现了在?

米深海自带能源软体人工肌肉驱控
和软体机器鱼深海自主游动。

在研究期间，上海海洋大学深

渊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潘彬彬团队

配合浙江大学李铁风团队开展了软

体机器鱼从实验室常压环境到
11000米深海环境的高压、高盐、低

温的试验与改进，通过数十次压力
试验完成了软体机器鱼的耐压性能

改进。“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耐压性能
的技术支撑。要知道，传统材料在海

水的作用下会变形。压力增大后，海
水还会渗透造成电路问题。凭借深

海装备领域的丰富经验，我们提供

了解决方案。”潘彬彬说。

创新突破有支撑
机器鱼创新团队的每一次进

展，都为上海海洋大学国家大学科

技园总经理吴炯华所关注。从去?
秋天起，他又多了个新身份———上

海国际海洋技术交易服务平台的负
责人，这也是申城首个“技术券商”

样板间。

吴炯华介绍，上海国际海洋技
术交易服务平台由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技术交易所和上海高校技术市
场三家单位联合成立，是一个围绕

海洋、水产学科，开展成果挖掘、集
聚、筛选、运营、转化（交易）等科技

类公共服务的平台。
机器鱼能为深海探索科考、环

境监测与资源勘探提供解决方案，
前景广阔，是平台长期关注和扶持

的项目。一直以来，吴炯华也在为团
队技术能从实验室更快走向应用而

奔波。“不少技术创新，教授把它当
宝贝，可却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要知道，企业家和老师的想法并不
同。”吴炯华说，“我们的工作是‘二

次开发’，挖掘并评估适合企业成果
转化的突破。” 本报记者 郜阳

自带能源“混迹”鱼群 潜入深海采集数据

临港：机器鱼“首航”北太平洋

    还记得那个精彩纷呈的 2010

上海世博会吗？在沉寂了多?后，世
博园区将重新“燃”起来。今天，记者

了解到，由世博发展集团和宋城演
艺联合打造的大型演出《上海千古

情》，将于 4月 29日在浦东新区世
博园区上演；“前滩 31”文化演艺中

心则有望成为上海“亚洲演艺之都”

版图上的一颗明珠。

4?29日首场开演
还记得黄浦江畔、世博期间“天

天演”的宝钢大舞台吗？它将实现新

一轮美丽蜕变。昨天，记者在世博园
区提前探营，只见已变身宋城演艺·

世博大舞台的它正紧锣密鼓开展最

后的冲刺，4月 29日将上演首场正
式演出《上海千古情》，届时上海将

增添一处老百姓雅俗共赏的文化新
地标。

当智能高科技的水舞台华丽铺
开，一叶梦回楚国的扁舟徐徐而至，

公子在水之湄，拉开了申城百川汇
海的序章。作为上海宋城的开幕大

戏，《上海千古情》立足上海这片传
奇之地，从战国时期的开申先祖春

申君，到波澜壮阔的近代史；从新中

国成立后的火红?代，再到民族复

兴的新时代，演绎了一部纵跨千?
的文明史诗，将上海的城市品格和

精神传承娓娓道来。
记者看到，尤其是第四场演出

《上海人家》，戳中了不少观众的泪

点。它取材于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上
海弄堂，以一个平凡上海家庭的视

角，生动演绎了这座城市的时代变
迁。通过刻画巧巧这位与上海相伴

而行的百岁老人，从解放前的地下
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无私奉献，

她用一生的光阴守望着上海的岁月

流转。巧巧的 3个子女也各自将青
春挥洒在了新中国建设的浪潮中，

从上山下乡到三线建设，从计划经
济到改革开放，巧巧一家人参与并

见证了上海乃至中国的时代巨变。
“正如纽约有中央公园、伦敦有

海德公园；纽约有百老汇、伦敦有西

区。未来，到上海浦江两岸游览，不

但可以欣赏绝美的江景，还可以乘
坐游船或漫步到世博大舞台，看一

场穿越时空的《上海千古情》，不但
旅游观光，更能读懂上海。”上海世

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前滩将现演艺中心
无独有偶，昨天，信德前滩（上

海）文化置业有限公司正式宣布，香

港信德集团与上海陆家嘴集团，在
上海浦东新区前滩地域开发的商业

文化综合体项目，定名为“前滩
31”。该项目总面积超过 21.5?平

方米，包括大型综合文化演艺中心、

潮流文娱商业空间、36?甲级写字

楼、202间客房的精品酒店，预计于
2023? 4月开业。

记者了解到，“前滩 31”文化演

艺中心是“前滩 31”项目的点睛之

笔，更是上海“亚洲演艺之都”版图

上的一颗明珠。文化演艺中心拥有
一个 2500座的现代大剧场和一个

1500平方米的黑匣子展演空间，可

满足不同类型展演活动的场地需求。
上演内容打破边界，联结音乐、舞蹈、

戏剧、时尚、视觉新媒体与科技艺术，
关注中外青?文化，鼓励个性与态度

表达，将打造成为创意展演平台。

核心区最大沿江公园
十?惊艳蝶变，如今的浦东世博

地区正朝着“秀外慧中”的特色目标，

全力打造世界会客厅。为“秀”代言的
中华艺术宫、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

心、东方体育中心、世博展览馆、世博
中心等众多世博地区场馆，已成为上

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四梁八

柱”，以及行业的重要风向标。
据上海世博管理局副局长沈锋

介绍，位于浦东滨江地区的世博文

化公园，将打造上海中心城核心区
最大的沿江公园，陆上面积相当于

8个延中绿地，计划今??底部分
建成。“十四五”期间，随着 13座世

界顶级大型文体场馆全部建成，它
们将如同一颗颗珍珠，将世博地区

的“演艺大世界”串联起来，使世博

提前两?完成文化空间布局的倍增
行动。届时，文化演艺座席将达到 6

?余个左右，规模上接近纽约百老
汇、伦敦西区，集聚专业剧院、大型

演唱会、户外音乐节、旅游演出、娱
乐驻场秀等 5大主要演出板块。

“最近，我们还将通过世博局官
方微信等平台，推出世博会展之旅、

世博亲子之旅、世博运动休闲之旅
等，让更多市民在世博地区能感受

体验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首席记者 宋宁华

世博大舞台美丽蜕变 “前滩 31”规划抢眼 文化公园铺就绿肺

世博园区：演艺之都又“燃”起来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第八届
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下称上交会）将于下周四开幕。本届

上交会特别设立的日本大阪府主题
馆是唯一一个境外主题馆，岩谷产

业、日立造船等 10家大阪氢能源相
关企业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进行展览展示与技术推介，促进中日

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深度合作。昨天
下午，部分参展企业在线上介绍了将

在上交会展示的制氢储氢技术亮点。

氢能产业成体系
“目前，大阪府家用燃料电池有

大约 4.5?台，氢能源汽车（FCV）

有 140辆。”大阪府商工劳动部成长
产业振兴室室长中原淳太表示。

1973?，日本就开始着手开展氢能
生产、储运和利用相关技术研究，目

前已在制氢领域、储运氢领域、氢能

利用领域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氢
能产业链体系。

中原淳太称，大阪制造业集聚

了包括氢能源在内的大量多领域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在氢能源燃料电

池、蓄电池等智能能源领域，大阪府
还成立了以中小企业和创投企业为

主的“智能能源工业网络”。随着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的签署，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

和交流将进一步加强。他表示，希望
双方的企业进一步加快合作，提高

各自在氢能源方面的技术和水平。

头部企业将参展
在 4月 6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上交会执行办副主

任、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岚指出，
来自大阪的岩谷产业、日立造船、日

东新材料等一批头部企业将携先进
的制氢储氢技术、检测技术和密封

材料技术来上海参展。昨天，部分企

业也提前“剧透”了即将在下周展示
的新技术、新产品。

作为日本仅有的液氢制造商和

氢能领域的先锋，正在加速布局中
国市场的岩谷产业株式会社将集中

展示加氢站储氢等亮点技术。其先
进的“液氢”技术在运输效率方面，

是传统“压缩氢气”的 10倍左右。
日立造船株式会社将在上交会

现场展示的是制氢装置“HY－

DROSPRING誖”，是一种通过电解纯
水制取氢气和氧气的装置，可用于

冷却涡轮发电机和储存可再生能
源，还可以根据需求定制特殊规格

及远程监控系统。
日东（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拥

有以粘接技术和涂布技术为核心的

基础技术，此次现场展出的技术可
检查氢气泄露。

电解纯水制氢氧 液氢运输效率高 氢气泄漏能检测

上交会：大阪府主题馆聚焦氢能源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