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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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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戴上 VR眼镜，亲

手做一次转基因实验；玩转百余道转基因科普
问答题，全新认知转基因；走进科普培训区，科

普志愿者根据不同参观群体的需求，现场配置
科普讲座⋯⋯日前，位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闵

行院区内的首个“VR+转基因”科普展示厅正式
启动。

长期以来，“转基因”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

热点。它不仅是科学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贸易
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伦理问题。200平米的展厅

内，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电子屏、展板、实物
等，图文并茂地展示转基因作物发展现状情

况。科普展示厅主要分为四个功能区，其中的
科普动态区详述了国内外转基因作物发展动

态，以及国内外转基因作物主要的商业化品种。

记者在现场看到，包括常见转基因作物标
样，转基因农产品常用试剂盒等在内的各种转

基因实验物品，让转基因这一敏感话题不再神
秘。最吸引人的是，VR体验区通过计算机将转

基因产品的常规检测流程，生成一种虚拟环境，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佩戴 VR眼镜后，体验

者可自己动手，体验 DNA提取实验室、PCR检

测实验室和电泳实验室的每一步操作。
据介绍，展厅旨在进一步提升市农科院科

普能力和科普效果，增强公众对转基因的科学
认知。未来，各大院校、社会组织等团体都可以

通过提前预约的方式到现场参观，直观了解转
基因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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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北斗导航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携手飞天，落子于北斗导航系统“天空

大棋盘”的中圆地球轨道，标志着我国
北斗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明

年上半年，我国还将发射两颗北斗三号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届时即可完成 30

颗北斗三号卫星的全球组网。“天上建

好，地上用好”，仅差最后两颗就完成全
球组网的北斗系统，在上海正在“自天

入地”。充满想象力的创新应用让北斗

导航不止在“路上”———上海北斗产业
发展力争“吃穿住用行，样样有北斗”。

新疆和黑龙江等国内的主要粮食

产区，在农机自动驾系统“领航员”的帮
助下，普通农民也能变身拖拉机能手，

驾驶拖拉机的收割路线精准无误；道路
施工现场，高精度测绘帮助施工队精准

摊填、碾压土石方，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高速公路上抛锚，司机临时竖起小小的

三角“警示牌”，也能出现在导航地图

中，提醒过往车辆提前避让⋯⋯在许多

让人意想不到的生产生活细节中，上海

北斗产品悄然相助。
日前举行的 2019上海国际导航产

业与科技发展论坛上，上海北斗导航创
新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曹冲说，由北斗

导航支撑的高精度位置服务，正在带来
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时空。高精度定

位，是北斗区别于 GPS等其他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的差异化服务之一。现在
的汽车导航、手机定位、无人机自动“巡

航”，只开发了精准时空需求的 5%，还
有 95%以上基于精准时空的创新没有

被激发出来。

随着 5G的推出，人工智能的未来
已来，高精度位置服务的创造力呈几何

式爆发。“从北斗二号到北斗三号，优
越的性能使得北斗导航可以和各种通

信产品融合。北斗产业从应用产品为
主发展到服务产品，从户外导航到卫星

导航，然后到室内外融合导航，最终北

斗应用泛在化。”曹冲说，北斗产业发
展正在从“北斗+”转到“+北斗”，各行

各业利用北斗，最终实现融合发展。

目前，上海已经拥有近百家北斗导
航相关企业，产品覆盖了从导航、芯片、

终端、数据采集处理、系统集成到运营
管理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产业规模

逐年上升。其中，北斗西虹桥基地已经

发展成为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示范
性的产业创新园区，支撑着上海近三年

导航产业 35%高增长率发展。“天上卫
星建得好，还需要地上定位用得好。”

北斗西虹桥基地首席科学家郁文贤告
诉记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后，更

关键的是地面上的北斗导航应用，北斗
西虹桥基地就是想要做北斗市场应用

的国家队。

未来 3-5年，北斗西虹桥基地将
形成“北斗+智能信息”产业集群，产值

过百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北斗时
空智能科创中心和产业集聚高地，在长

三角一体化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戴上VR眼镜
做一次转基因实验
上海首个 VR+转基因科普展示厅对外开放

    在整体探月工程中，它

就像一位舞姿轻盈、尽职尽
责的守护者，让中国人的奔月

征程变得更加灵动，让航天器
回家的路线更加精准。月底，

实践二十号卫星将在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由备受关注的

“胖五”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

箭实施发射任务，为其提供空
间动力保障的正是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六院 801 所设计
和研制的 490N发动机。作为

不轻易显露真容的卫星发动
机，想要亲眼目睹其风采的机

会有限。幸运的是，在上海交
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第一

展厅中就展出了一台 490N

发动机。

这款“金牌发动机”填补
了我国空间轨控发动机领域

的空白，在我国嫦娥探月、北
斗导航卫星、探测一号卫星、

东方红三号卫星等任务中大
显身手，协助 40多颗卫星完

成了变轨飞行，保持着 100％

的飞行成功率。

卫星与运载火箭分离后，
在航天器奔月、绕月、返回时，

490N发动机为航天器的轨道
调整提供精准的控制力。以往

我国卫星返回，包括载人飞船
都是在第一宇宙速度下进行的。而 2014年嫦娥五

号在再入返回地球的过程中，试验器从 38万千米

远方而来，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次进入大气层，
如果试验器速度、轨道高度有所偏离，将直接导致

试验器与地球擦肩而过，使试验任务无法达到预
定目标。而正是有了 490N发动机的准确和精确

的变轨，使试验器非常乖巧地沿着既定的飞行轨
迹，穿越浩渺太空，跨越大气层的封锁，安全返回

地球。
这一次，490N发动机又将助力实践二十号卫

星任务，为我国下一代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研制
与发展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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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卫星发射
现场火箭升空 （资
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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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展厅启动仪式上的现场体验 市农科院 供图

■ 490N高性能轨控发动机 钱学森图书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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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斗产业致力创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