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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业互联网高地
“不仅是起点，这里更要打造 G60科创

走廊点睛之笔”，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德宏如数
家珍：临港松江是上海乃至全中国工业互联

网的高地。海尔 COSMOPLAT、用友精智、徐
工汉云、紫光云等巨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此

安家，通过新导入晨宸辰科技、电气慧程、甲
佳智能、明召智能等行业细分领域产业龙头

项目，产业生态日渐完整。同时，围绕生命健

康产业，园区已经集聚形状记忆、优加利、健
麾信息、逸动医学、大专家.com、顿慧医疗、铼

锶科技等近 70家企业。尽管受疫情影响，园
区 2020年预计收入仍将达到 30亿元。

临港松江科技城园区在全市 104个产
业区块的开发区综合评价中发展速度指数

跃居第一，成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新引擎。

连接数以万计生产线
工业互联网带来了怎样的神奇？记者

来到园区内海尔旗下的卡奥斯国家级工业

互联网创新应用体验中心“体验”一番：在
一条自动化流水线上，打开电脑输入自己

需要的产品，机器人迅速操作，两分钟内一
只个性化的充电插座便到了记者手里。再

按动墙上的电脑屏幕，竟然可以连接全世

界数以万计的生产线。

刘德宏介绍，未来三年，园区将瞄准工
业互联网三大体系建设（网络、平台、安全），

全力导入工业互联网细分产业领域（信息通
信技术、工业解决方案、工业应用企业）和跨

行业融合（数字经济、5G等）具有代表性的
行业龙头企业，实现工业互联网全领域、集

聚式、爆发式增长，实现产业规模超百亿。

成为创业创新的福地
“在临港松江，不仅有海尔、徐工这样

的工业巨头，更有众多中小科创企业纷至

沓来，并迅速壮大，使园区成为创业创新的
福地。”刘德宏说道。

宏力达公司是工业互联网在泛在物联
网智能输配电领域的龙头企业，这家科创

企业拥有智能配电网领域一次设备、二次

设备、主站系统及通信产品核心技术研发
生产能力，获得“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等多项荣誉称

号。公司已经申报科创板成功。
云汉芯城是工业互联网领域全国领先

的电子元器件研发、采购线上一站式平台，

是 2018年上海市“准独角兽”企业。本次新
冠疫情暴发后，云汉芯城接到市经信委关

于紧急研发量产用于疫情防控的手持高精
准性体温测试仪的任务，团队迅速夜以继

日开展研发工作，并充分纳入 3D打印壳体
等多项创新要素，在极短时间内圆满完成

研发和量产任务。这家公司副总裁周雪峰
告诉记者：“进入临港松江后，不到 5年，业

务总额从 10亿元增长至 100亿元。”

汇聚上万颗创新的“大脑”

再回到临港松江的地标“G60科创云

廊”，刘德宏介绍，全面建成后，总体量将超

过 100万平方米，总投资超 100亿元。一期
占地 220亩，建筑面积 43万平方米。目前

一期已经导入晨宸辰科技、晨光文具、天能
银玥等重点产业龙头项目，导入中影泰得、

Tims coffee等知名商业连锁品牌。“云廊下
的每一幢大楼都将是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总

部”，刘德宏表示，云廊二期年初已奠基开

工，占地 285亩，建筑面积 65万平方米，将
建设 12栋约 80米的高层建筑。在一期基

础上继续向南延伸，形成 1500米的科创地
标。在功能上，“拉斐尔云廊”除了顶级商务

办公楼、五星级酒店外，还将配备机器人文
化主题公园、湿地公园等。园区不仅让企业

云聚，更具备城市功能，成为沪上宜居之地。
刘德宏说，临港松江最重要的宝贝是

人才，“这里集中了 3 万个年轻人，3 万个
时刻想着创新的大脑，未来几年将集中 6

万人。”园区将打造一个“科技创新策源
区”，全面提升园区科创指数。作为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重要的创新技术策源区与成
果转化承载区，临港松江每万人拥有发明

专利数为 295件，比肩中关村等科技创新
发达地区。园区眼下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全

方位高质量地完成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验收工作，推进知识产权融入到科创服务

模块，探索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保
险、重要产业导航等特色工作。加强知识产

权国际维权、国际专利申请等方面的交流。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本报讯 （记者 郜阳）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获悉，该所柳红、

王逸平和蒋华良课题组联
合研发的抗高血脂症化学

1 类新药 DC371739，于近
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据介绍，蒋华良课题组

通过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策略，发现 PCSK9可能是

小檗碱类天然产物的新作
用靶标；柳红课题组通过高

效合成技术构建结构多样
性的四氢异喹啉类化合物

库，同时开展多轮结构改造
和成药性优化；王逸平课题

组开展系统的体内外活性
筛选和药效学评价，最终发

现候选药物 DC371739。
该化合物可剂量依赖

地降低金黄地鼠和恒河猴
体内的血脂水平，同时具有
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性，是一个安全、有

效、质量可控的抗高血脂症临床候选药
物，具有良好的成药前景。

DC371739是“时代楷模”王逸平研
究员生前潜心研究的又一候选新药。

2018年 4月是该候选新药临床前研究
的关键阶段，王逸平的突然离世曾让该

化合物的推进陷入困境。柳红研究员和

蒋华良院士不畏艰难，继续带领整个团
队全力以赴推动该候选新药的系统临床

前研究，最终成功获批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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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北斗导航系

统研制团队为北斗导航系统时空基准的精
确建立和维持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周善石

副研究员告诉记者，“我们承研的信息处理
系统被称为卫星导航系统的‘大脑’，利用

多源测量数据实现北斗全球导航电文的实
时生成；承研的时间频率系统及其组成的

星载和地面氢原子钟被称为导航卫星的

‘心脏’，负责提供北斗时间频率标准；而激
光测距分系统相当于卫星导航系统的‘量

天尺’，负责精准判断北斗卫星轨道误差。”

“最强大脑”值得信赖
如何获取卫星的位置信息和星上的准

确时间？这个问题充满挑战。北斗是国际上

首个由混合星座构成的卫星导航系统，由地
球静止轨道、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和中圆地球

轨道三种轨道卫星组成。虽然这有利于在短

时间内快速建立我们自己的星座，但给卫星
位置的获取带来了难度，也给精密的轨道确

定和信息处理带来了挑战。“我国目前的地
面监测网是区域性的，没有形成全球分布，

对卫星轨道的测量不够全面，但要提供全球
服务，这对于数据处理来说还是挺难的。”

为了保证导航卫星时空信息的精确性

和稳定性，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依托在天
体测量与天体力学、精密时间频率标准等

优势学科数十年的科研积累，从“零”到
“有”，大到方案设计，小到计算公式，都一

再反复推算和检验，最终解决了大运算量
数据整理、编辑、计算、存储、发送的计算机

软硬件集成，统一调度稳定运行等信息处

理构架等关键技术难题。
“面对区域地面布站等不利条件，我们

发展了不通过地面布站的技术，首次提出
并实现了区域监测网+星间链路的星地星

间联合精密定轨技术，并特别设计了联合
定轨数据处理算法的稳健性和容错性。”周

善石介绍。
上海天文台研发的信息处理系统就像

北斗的“最强大脑”，能实时修正误差，多备
份，以保持高可靠度，空间信号精度与 GPS

相当，优于 0.5米，全球定位精度为 2.5米
至 5米。

“心脏”“量天尺”各显所能
据介绍，由于采用光速传输的电磁波

信号进行测距，十亿分之一秒（1 纳秒）的

时间误差就会导致 0.3 米的距离误差，因

此精准的时间尤为重要。和其他三大全球
导航系统的卫星一样，北斗也配置了高性

能原子钟。星载原子钟为卫星系统提供了
高稳定的时间频率基准信号。因为它不间

断稳定得如同心脏般跳动，所以被称为导
航卫星的“心脏”。

在北斗三号卫星系统工程建设中，上

海天文台完成了多台星载氢原子钟正样产
品的研制及交付，并随卫星发射入轨。“最

后一颗入网的北斗三号卫星，就搭载了团
队研制的星载氢钟。”周善石自豪地说，“我

们采用国产元器件和原材料，成功研制星
载氢钟核心部件，实现了星载氢钟核心技

术和器部件自主可控。”
为进一步演算北斗的精度，有效评估

导航系统性能，上海天文台还研发了激光
测距技术。它像一把“量天尺”，让两个点通

过一束光相连。据悉，激光测距能精确测定

激光信号从地面站到导航卫星的往返时间
差，从而计算出它们之间的距离，进而更有

根据地标校北斗的定位、导航等指标精度。
本报记者 郜阳

临港松江科技城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新引擎

上海科研人
为北斗保驾护航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正式开通。北斗
在天上为我们导航，那谁来为北斗“导航”呢？导航需要
定位，也就离不开时空基准做参考。

G60高
速公路松江方向中

春路匝口下行，再向前行
驶约5公里到达莘砖公路时，眼前豁
然开朗，只见一片建筑群连成一片，
顶部壳网的设计犹如一整片云彩，它
有个名称“拉斐尔云廊”。这里是临港
松江科技城的核心区域，这个被称为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起点之起点”
的园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
个集3D打印、智能制造、机器人等科

创产业于一体的高端产
业集群。

打造G60科创云廊
点睛之笔

 ?创新地标

■ G60科创云廊产业生态日渐完善

■ 云廊下的每一幢大楼都将是

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总部

■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60厘米激光测距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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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强强““大大脑脑””
最最稳稳““心心脏脏””
最最精精““量量天天尺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