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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合肥7月17日电（周雨濛 实习生 吴
涛）7 月 16 日，2024 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 大 会 暨 全 国 通 用 人 工 智 能 创 新 应 用 大 赛
（CCF TEC 专项赛）启动仪式在安徽创新馆举
行。

本次大会以“智能融合 引领未来——构建通
用人工智能新时代”为主题，旨在抢抓通用人工智
能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抢占通用人工智能发展
制高点，突出“双招双引”、场景应用、品牌塑造等，
充分依托AI百人会集聚学界、产业界领域高端人
才的平台优势，加速构建安徽省人工智能产业创
新发展生态体系。

现场设置了数字人致辞、2023年大赛视频回
顾与颁奖、2024年大赛启动、中国科大人工智能学
院推介及产学研项目签约、重要发布、场景能力路

演等环节。主办方表示，通过大会，推动安徽省人
工智能产业“四链”融合，坚持创新引领、场景驱
动、企业主体、应用突破，努力将安徽全力打造成
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
高地，全力建设成在全国第一方阵的高水平创新
型省份和科技强省。

在会场展示区，深度全息舱所配置的虚拟人
吸引了众多参会者驻足。合肥孪生宇宙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家豪介绍：“我们自主打造了全国产
化的生成式3D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
法律、政务、文旅、医疗等场景。”

展区另一边，一家去年下半年才从上海迁至
合肥的企业全新亮相。“我们专注于AR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是通过合肥‘双招双引’过来的，落地仅
用了一个月时间。在合肥这边，与我们业务相关

的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很全面，能让我们更方便地
开展工作。同时，来到合肥之后，我们的企业场地
和人工规模都扩大了，成本也降低了。”合肥首镜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李德虎说道。

阿尔法公社创始合伙人许四清认为，安徽的
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较好，创业者的技术强、市场场
景强、政府推动能力强。“这次大会发布的三个

‘AI+’应用最新成果是我们推荐的，希望通过这种
示范效应吸引更多人工智能企业来这片创新沃土
创业。”许四清对人工智能在安徽的发展颇有信
心。

安徽省科技厅数据显示，2023 年该省 559 家
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营收达1327.7亿元。通过场景
招商等多种形式招引落地项目733个、总投资额超
过3000亿元。

新华网南京7月17日电（记者 刘巍巍）记者
近日探访位于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泰山路的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华东分所（又名

“中国赛宝<华东>实验室”），寻找为低空飞行器
提供精密“体检”的破题之道。

走进华东分所，一座座大型金属箱引人注
目。“这些是环境试验箱，可以模拟高低温、湿热、
高海拔、振动等多种自然环境对无人机等产品的
影响，测试产品的环境适应性能力。”华东分所所
长张剑伟介绍，眼下，低空飞行器产品存在安全
可靠验证难、适航取证复杂漫长、低空飞行保障
能力弱、研发测试成本高等痛点，一些无人机产
品零部件可靠性指标要求达到2万小时，这些环
境试验箱可将测试时间缩短至几天，促使产品检
测更高效、精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国赛宝
实验室）是我国第一个专业的质量可靠性研究
所，在漠河、西藏、三沙、新疆等地建立了5个自然
环境实验站和28个异地实验室，有着国内唯一的
国家无人机系统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作为第五
研究所的华东区域中心，华东分所同步实现了检
测评估、计量校准、体系认证等业务能力全覆盖。

如今，华东分所已建成40000多平方米的可
靠性与环境工程实验室、电磁兼容实验室、高端
集成电路可靠性验证实验室等，“就像是一个产
品‘医院’，我们可以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提
供从检查、修复，再到‘强身健体’的一系列服
务。”张剑伟说。

当下，低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华东分所亦
迎来成长新契机。在今年4月举行的苏州市低空
经济发展推进大会上，华东分所挂牌苏州市低空
飞行器中试验证中心，旨在建设立足苏州、辐射
长三角的全方位、一站式产业创新服务平台。

消除行业成本痛点、突破行业安全难点、打
通行业生态堵点，截至目前，该中心技术能力涵
盖中试服务、适航验证、安全评估、运维保障
等。未来，华东分所将持续推进前沿政策汇编、
产业图谱绘制、大数据监控平台搭建等，通过全
方位的支撑保障服务，赋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

目前，华东分所所在的苏州高新区已集聚仁
合智航、苏州捷德、嗨森无人机等航空航天产业
链重点企业超30家以及华东分所、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苏州研究院等大院大所。

在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的
厂房里，工人们正在给企业电表安装一个个
白色的装置。这是电力产品碳足迹物联采
集装置，能将用能数据精准转换为碳排放数
据记录保存。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总经理陈枫介绍，该装置通过内置的智能合
约与时间戳技术，可实现复杂场景下碳足迹
的可信采集与防篡改，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
参考依据。

不只是碳足迹物联采集装置，在浙江，
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产品、应用不断投入使
用。记者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
截至2024年6月，浙江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已
累计接入电、煤、油、气、水、热等数据820亿
条，接入企业碳账户、个人碳积分、“双碳”公
共数据等信息7300余万条，依托这些数据，
国网浙江电力累计开发了个性化应用60余
个，形成公共服务内容 150 余项，助力全省
企业节能降碳、高质量发展。

在丽水市，国网丽水供电公司研发的
“能效计算器”，高度集成光伏建设、储能投
资、能效诊断等功能，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
用电优化建议。丽水市中凡建材有限公司
负责人魏以启介绍，通过“能效计算器”，企
业在投运储能设备前得以快速、直观了解投
资回报情况，让企业对项目可行性有更准确
判断。

杭州市萧山区则通过推广“精细用能
码”，为企业一对一建立个性化“用能账户”，
有效推动企业在能源管理上实现“精打细
算”。截至目前，“精细用能码”已经接入萧
山全区2673家重点企业，推动80余家企业
开展光伏电站建设、储能设备引入等节能增
效改造，累计推动光伏并网容量达 62 兆
瓦。 记者 林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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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企业节能降碳 低空经济蓄势腾飞
探访苏州枫桥飞行器“体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