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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

高铁网。”在11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科技创新大会上，国铁集

团董事长陆东福宣布，到今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

到13.9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3.5万公里，高居世界第一。

现代化铁路网的铺就，离不开铁

路科技创新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铁路始终坚定不

移走自主创新之路，着力推进关键技

术自主创新和产业化应用，一批重大

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重点领

域进入领跑阶段，支撑着中国铁路建

设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陆东福说，我国高速铁路、重载

铁路、高原高寒铁路技术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特别是自主研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兴号动车

组，在京沪高铁、京津城际铁路成功实现时速350公里商

业运营，树立起世界高铁建设运营的新标杆。

看重载铁路技术，随着大秦铁路普遍开行2万吨重载

组合列车，完成3万吨重载组合列车开行试验，年最高运

量突破4.5亿吨，我国不仅拥有了世界上年运量最大的重

载线路，还建起涵盖不同轴重等级的重载铁路技术体系。

看高原高寒铁路技术，青藏铁路开通13年来安全平

稳运行，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

题的攻关成果经受住了运营实践检验；世界首条高寒地区

高铁——哈大高铁投入运营，冬季冻胀控制等技术难题得

到有效解决……依托青藏、拉日、拉林等铁路建设和运营，

我国系统掌握了高原铁路建设和运营维护关键技术。

在铁路信息化、智能化方面，中国铁路也取得重大突

破。复兴号动车组在全球范围内率

先实现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功

能，我国已成为世界智能铁路发展

的重要引领者。

据介绍，2019 年铁路预计完成

旅客发送量36亿人，较2012年增长

92%，其中动车组预计发送旅客23.1

亿人，较2012年增长3.4倍，铁路运输供给质量和效率大

幅提高，主要指标居世界第一。

陆东福表示，全面提升铁路科技创新水平，是巩固

发展我国铁路世界领跑优势的迫切需要，是做强做优做

大我国铁路产业的重要支撑。下一步，将聚焦建设发达

完善的现代化铁路网，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科技创新；聚

焦复兴号品牌战略，推进高铁装备领域科技创新；聚焦

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万无一失，推进安全生产领域科技

创新；聚焦提高铁路运输供给效率和质量，推进运输组

织和运输服务领域科技创新，全面提升重点领域铁路科

技创新水平。 （人民网）

我国建成世界最现代化铁路网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

布，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为 58.9%，较上月回升 4.7 个百分

点；中国仓储指数为54.4%，较上

月回升3.5个百分点。

11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和

仓储指数均有较大幅度回升，显

示随着国际贸易环境趋于稳定以

及电商活动影响，物流活动更加

活跃。从行业来看，快递业、仓储

业、铁路运输业和道路运输业继

续保持高位活跃。从地区看，东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保持活

跃。从品种上看，大宗商品中钢

材、建材、有色等物流活动活跃；

快消品中日用品、农副产品和医

药等需求旺盛。

业务总量指数回升，需求保

持旺盛。11月份，业务总量指数

回升 4.7 个百分点，为 58.9%。运

输业、仓储业和邮政业均保持快

速增长，显示出受电商活动影

响，需求旺盛，物流业务活跃。

从后期走势看，新订单指数为

58%，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 61.5%，物流业经

济将保持较好的运行

态势。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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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国自主研制出的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近日

在扬州市广陵区沙头镇通过现场测试。中国工程院院士、

扬州大学张洪程教授说：“这是我们经过近10年努力，投入

2000多万元，组织多学科专家与农业一线科技人员联合攻

关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该成套装备技术填补国内

空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将有效带动我国农业技术向

现代化、智能化、高效化发展。” （科技日报）

我国研制出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

近日，天津大学研发了AI“智图”机器人，不仅能帮助“漂流”的

图书找到正确位置，还能挖掘分析读者对图书的阅读兴趣，优化采

购和摆放。现在“智图”机器人已经在天津大学图书馆正式上岗，在

书海中巡逻。“智图”机器人是由天津大学智算学部主任、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克秋教授团队研发，集机器人导航、地图构

建、射频定位、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等多项高精尖技术于一身，能

够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图书盘点操作。和传统人工盘点相比，智

能图书盘点机器人能够大幅提高准确性和时间效率。 （人民网）

机器人图书馆上岗 海量图书各就各位
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领航员空间站中

的宇航员们可以在危机时刻休眠。其实，这并非

只是一个幻想，而是全球宇航员的真实愿望。

事实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欧洲

航天局（ESA）都在研究控制宇航员“冬眠”的载人

深空探测技术。日前，ESA就提出了一个从地球

一路“睡到”火星的载人探测概念。众所周知，深

空探测飞行距离远，时间动辄数月甚至以年计，宇

航员面临长期宇宙辐射、肌肉流失、旅途寂寞等身

心健康问题，而飞行中的食品、饮水、氧气等大量

的物资消耗也将显著增加任务成本。这些都是限

制人类将足迹迈向深空的未解难题。

日前，专题小组研究了将冬眠技术用于载人

探测火星任务的可行方案，设计了初步的航天器

冬眠居住模块草图。根据ESA提出的方案，和有

冬眠习性的动物类似，宇航员在进入冬眠前要先

“增脂”以储存能量。之后通过服用一种特殊药物

进入“麻木”的冬眠状态，随之舱室的亮度变暗、温

度大幅度降低以将宇航员身体“冷却”。一般情况

下，从地球到火星需要飞行180天左右，宇航员需

要提前苏醒，度过至少21天的休养期。

更关键的是，怎样保证冬眠技术的

安全性？在宇航员苏醒前，航天器要保

障自身绝对安全，这需要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的深度嵌入，解决航天器自主故

障检测、隔离、恢复等难题。（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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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利用可快速再生的

原材料，开发出一种新的无毒、完全柔性的纤维

板（柔性HDF），可用于生产家具或室内装修。

由斯图加特大学结构设计与设计学研究所所长

哈纳·达赫教授开发的新型柔性纤维板，其80%—

90%采用的是可再生原料，例如

可由稻草、或小麦、玉米、燕麦、

大麦或黑麦秸秆纤维制成。这

种天然纤维作为植物的剩余物

遍布各地，成本非常低廉。

新型柔性纤维板另一优势是其硅酸盐含量

可达干纤维重量的20%。由于硅酸盐是天然阻燃

材料，因此添加纯矿物添加剂就可满足材料类别

阻燃的德国标准。所使用的黏合剂是环境相容

的热塑性弹性体。因此，所生产的纤维板实际上

不含甲醛和异氰酸酯，从而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中将健康风险降至最低。

HDF柔性板已在美国、欧洲和马来西亚申请了专

利。斯图加特大学委托技术许可机构进行该发明的产

业化，并正在寻找合作伙伴以推向市场。 （新华网）

快速再生原料制成环保高密纤维板

日前，中国自行车协会举办的“2019 中国自

行车产业大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前三季度，中

国轻工业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规模以上企业

利润总额增长 9.19%，高于全国工业 11.28 个百

分点。而在轻工业成绩单中，自行车行业特别

是电动自行车格外亮眼，电动自行车产量增长

20.15%，利润增长16.92%。自行车行业持续健康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正

在形成。 （人民网）

中国累计出口自行车超10亿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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