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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无人机 飞出低空产业经济新高度

5月20日,由清华大学
和中国中铁工业所属中铁
科工集团联合研制的世界
首台掘爆机试验装备目前
完成了空心刀盘掘进、超前
预裂处理后空心刀盘掘进
和全断面刀盘掘进三种工
况下的掘进试验，该装备即
将进入推广应用阶段。

掘进试验结果初步表
明，在超硬岩地质条件下，
经过超前预裂处理，空心刀
盘掘进效率可提升30%。

据介绍，未来该装备有
望应用于大型水利水电工
程、矿山以及公路、铁路等
建设领域，为大国重器再添
新成员。     (科普滨州)

大国重器上新！
世界首台掘爆机即将推广应用

无人驾驶飞机简称“无人
机”，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
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
的不载人飞机。从技术角度
定义可以分为：无人固定翼飞
机、无人垂直起降飞机、无人
飞艇、无人直升机、无人多旋
翼飞行器、无人伞翼机等。

无人机按应用领域，可分
为军用与民用。军用方面，无
人机分为侦察机和靶机。民
用方面，无人机+行业应用，
是无人机真正的刚需；在航
拍、农业、植保、微型自拍、快
递运输、灾难救援、观察野生
动物、监控传染病、测绘、新闻
报道、电力巡检、救灾、影视拍
摄、制造浪漫等领域的应用，
大大拓展了无人机本身的用
途。

今年，低空经济首次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山东省陆续发
布《山东省无人机产业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山东省航空
航天产业发展规划》，滨州作
为重点发展城市列入其中。
滨州通用航空产业起步较早，
低空经济发展基础厚实，开辟
低空经济“新赛道”。当前，滨
州高度重视低空经济发展，成
立低空经济产业链专班，大力
实施招商引资，加速打造全国
有影响力的低空经济产业聚
集区。滨州高新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高新区）凭借辽阔
的空域资源、完善的基础设
施、创新的服务模式等独特优
势，无人机产业正蓄势起飞。

为进一步加速无人机产
业链发展，高新区建立 2888
家无人机企业联络库，先后引
进南京长空科技、成都纵横股
份、国睿科技、京东天鸿、航大
汉来等头部企业 19 个无人机

项目，培育优质主体，“政府+
链主+基地+基金+企业”的聚
合生态圈正加速构建。2024
年 4 月 26 日，山东省无人机产
业链创新发展大会在滨州召
开，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滨州
无人机基地首飞仪式。目前，
高新区已获批 1500 米标高以
下，2777平方公里的绝佳飞行
空域，未来还将建设无人机产
业园。

振 翅 低 空 ，御 风 蓝 海 。
2024年5月21日，滨州市低空
飞行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成为全省首个从事低空飞行
服务保障工作的管理机构，全
面开启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依托日臻完善的航
空产业基础和专业学科优势，
基本打造形成了涵盖研发、制
造、销售、培训、服务保障等全
产业链条、全产业体系、多应
用场景、产教研融合的低空经
济发展格局。

在滨州，无人机产业发展
之势加速起飞。今年上半年，
滨州沿海首座无人机机场在
滨州港完成部署。用于海上
巡航、搜寻救助，有利于海事
执法人员更及时地掌握船舶

航行秩序、海上异常事件，能
够即时固定海上违法违章证
据，在保障滨州港口岸安全畅
通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 4 月底，滨州市城乡水务
局建设的主城区无人机智慧
巡河系统入选全省无人机典
型应用场景。“无人机+河管
员+数字孪生”的河湖数字
化、立体化管护“滨州模式”，
被水利部、省河长办发文推
广，并入选全国基层治水十大
经验。

当前，以无人机为主导的
低空经济产业成为全球竞逐
的新赛道，引领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支撑，对于滨州市培育壮大
经济新动能、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赋能社会治理、促进军民
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
一步，滨州将充分发挥低空飞
行服务中心协调保障作用，指
导推动低空咨询、空域协调、
体系建设等方面工作，积极拓
展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和服务
模式，更好服务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  

     (科普滨州)

北京大学日前在怀柔
科学城落地的又一重大科
研项目——轻元素量子材
料交叉平台启动运行。该
平台是世界上首个以轻元
素体系为核心研究对象的
量子材料研究平台，运行后
将对轻元素量子材料进行
精准制备、测量和调控，探
索其在信息、能源、生物、环
境等领域的实际应用。

轻元素平台负责人、北
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介绍，
平台设有量子材料设计与
预测、量子材料精确制备、
量子物性精准探测与调控、
量子器件加工与测试4个
研究部门，开展从基础理
论、实验技术、材料制备到
器件探索的全链条、开放式
的前沿交叉研究。“我们将
利用轻元素体系独特的物
理性质，实质性推进量子材
料的落地和应用，推动产业
技术变革。”

该平台于2020年 9月
开工，2023年 5月竣工，现
已完成空间改造和设备安

装调试，进入初期运行阶
段。在此期间，项目团队坚
持边建设、边运行、边研究，
已产出若干重大科研成果。
同时，科研团队多年来专注
于发展超高灵敏度和超高
分辨率的扫描探针显微镜
技术，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qPlus型扫描探
针显微镜国产化样机。目
前，通过校企联合攻关，突
破多项技术瓶颈，已实现样
机的国产商业化。

专家介绍，基于高灵敏
度的qPlus传感器的扫描探
针显微镜技术可探测到极
其微弱的高阶静电力，并首
次实现了水分子中氢原子
的直接成像和定位。实验
数据显示，其在空间分辨率
和灵敏度等方面的核心参
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借
助该显微镜，团队现已解决
凝聚态物理和物理化学领
域系列基础科学问题，相关
研究成果多次发表于国际
学术期刊《科学》《自然》杂
志。         (科普滨州)

世界首个轻元素
量子材料平台启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