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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航天技术应用于冷库精准控温

大连理工学生打赢“水果保护战”

2019年，夏博涵考入大连理工
大学开始了本科阶段的学习。

从小有着“航天梦”的他，自大
一开始就每天呆在实验室，学习流
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并尝试用相
关的软件去计算卫星羽流的分布
情况，渴望在航天方面有自己施展
拳脚的“一方天地”。在理论学习
后，他找到了现力学与航空航天学
院的党委书记夏广庆教授，希望能
获得实践的机会。

“当时还有点担心，和夏老师
聊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学院
有非常成熟的学生培养体系，会给
本科生很多训练实践的机会，于是
我顺利地加入到了大连1号—连理
卫星的研究组。”回忆起当时的场
景，夏博涵依然历历在目，小时候
自己很憧憬的航天、卫星，现在好
像近在咫尺，而大连1号—连理卫
星是辽宁省首颗卫星，夏博涵觉得
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却也隐隐约
约有种兴奋感。

随后，他参与了卫星与货运飞
船对接联调以及卫星羽流分布情
况的分析计算工作，成功看着卫星
飞上了天。

而在这段时间，夏博涵也多次
参与了社会实践，发现了农业常见

的储存设备——冷库存在一个显
著的问题。

“我们团队共调研了甘肃、辽
宁等5省的冷库，发现大部分农村
冷库保鲜效果不佳，许多地区明明
有冷库，但很多农民却不愿意用，
闲置率高达70%，很多农户只能把
蔬菜水果贱卖，我们当时十分心
疼。”夏博涵回忆道，当他推开农户
家的大门，看见一箱箱腐烂的农产
品，味道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目前，国内大多数冷库能把温
度波动控制在±1℃，但是仍会导
致大量的蔬菜水果腐烂。根据实
验报告显示，成熟的蜜桃在温度波
动±1℃的环境下存储20-40天，腐
烂率高达 35%；而温度波动在±
0.1℃时，腐烂率只有8%。因此，缩
小温度波动范围是行业共同努力
的方向。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应用在卫
星上的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
知识，如果能利用室内流场智能分
析与控制，从而对冷库进行精准控
温，辅助冷库设计，或许能够改变
现状。”夏博涵说，“我就又去找了
夏广庆老师，他非常支持我们的想
法，并且鼓励我们组建起了一支学
生团队。”

经过调研，团队发现闲置冷
库主要存在三大方面的原因。

“大多数冷库难以精准控温，
消杀机制也不够成熟，并且智能
化程度较低。这导致了冷库的保
鲜时间较短，很多农户不愿意花
钱租赁冷库。”团队成员刘星彤介
绍道，“然而冷库对产品的反季节
销售有关键作用，以秦安蜜桃为
例，存储20天腐烂率已超30％，
而反季节销售至少需存储2-3个
月，因此我们聚焦于延长冷库保
鲜时间。”

此前，许多冷库采用了压差
预冷技术，其设备相对简单，适
用范围广，通过堆叠食物可以提
高冷库空间利用率，但是该技术
冷却时间长，冷却效果可能会受
到产品形状、大小和堆叠方式等

因素的影响，导致受冷不均匀，
还可能会导致产品 2%以上的失
水，以此影响其质量和口感。

本工作中，团队创新性地将
力学与航空航天方面知识和技术
——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等
离子体推进技术和智能实时操作
系统——应用于冷库改造升级，
最终推出了传统冷库的低成本改
造方案。

针对温控问题，团队基于航
天技术中的霍尔推力器缓冲腔和
流场反演计算技术，研发了新型
可伸缩冰温喷口，结合智能算法
对喷口工作状态进行精确计算和
综合调配，成功将温度波动控制
在±0.1℃，并保证冷库内各点温
度场均匀，还可定点精准控温。

“并且果蔬刚进冷库的时候表

层会带有青霉菌、绿霉菌等高抗
且强致腐的菌群，这种菌群会加
速蔬果的腐烂。所以我们基于等
离子体推进技术开发低温等离子
体灭菌箱，实现了针对高抗致腐
细菌杀得全、杀得准，并引入了
电磁锁鲜技术，对存储生鲜实现
了鲜度保持。”生物专业博士生马
骁说。

而针对冷库智能化低、能耗
高的问题，团队自己研发了Meta-
Foam计算平台，实现了存储效果
可视化显示，降低运维难度，同
时增加了报警机制，使其拥有航
天级别的控制精度。

“智能化后的冷库可以精准存
储果蔬的入库出库时间，还能探
测到里面的储存情况，实现可视
化管理。”夏博涵介绍道。

有了技术，团队的下一步目
标就是能够实地推广，真正应用
在百姓们的生产生活中，然而当
他带着技术敲响秦安县农户的家
门时，却遭到了拒绝。

“大部分农户之前都租用过冷
库，花了钱效果也不好，对于农
户个体来讲资金有限，不愿意继
续在冷库上面花钱投资。所以当
看见我们以后，发现是一群孩
子，一开始是不太信任的。”夏博
涵说。

随后，团队在天水市秦安县
进行了智慧冷库技术改造试点应
用。冷库在改造前，蜜桃在8-9月
按最高6元/斤的价格售卖，收入
38万元；改造后，蜜桃在冷库中
存储3个月，在11-12月反季节以

15元/斤高价售出，增收至81.5万
元。随后，团队将这一模式推广
开来，改造冷库超 1800 立方，
2023年已帮助上百个农户和两所
企业实现增收。目前，团队已与
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订单金
额预计超百万，让“航天级”保
鲜技术守护千家万户丰收的笑脸。

从连理卫星到乡村冷库，“航
宇助农”项目从“天”而降，稳
稳“落地”。团队汇聚了来自多个
学院的成员，力学与航空航天专
业负责冷库的流体力学设计，生
物工程专业针对灭活细菌的生物
机制进行研究，机械工程专业在
冷库组件制造时起到了关键作
用，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则
对控制系统架构提出了关键思路

……多学科背景的交叉不仅助力
了项目的落地，还让这群学生拓
宽了眼界和思维，明白什么是

“航天精神”。
目前，团队正与企业合作在

大连金石滩进行了冷库试点改造
应用，实现了樱桃长期存储及反
季节销售，农户人均收入增长了
1.5倍，应用成效显著。未来，团
队将进一步完善技术，降低成
本，针对冷链物流进行研究，不
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智慧冷
库，还计划进军国际市场，输出
中国的航天级冷链科技，以期带
来产业全链条的转型升级，为全
球农产品保鲜提供“中国方案”。

来源：中国科技报

1 能让卫星上天，也想让冷库落地

2 ±1℃到±0.1℃，能起大作用

3 从“天”而降，稳稳“落地”

团队在实验室合影。

团队在实验室进行研发调试。

农户息息相关的冷库与翱翔天际的卫星，一般
很难将其联系起来。

大连理工大学一个名叫“航宇助农”的学生团
队，却给他们之间搭上了“桥梁”。他们首次将卫星
中运用的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知识应用于冷库精
准控温，延长了冷库保鲜时间，以助力果农实现反季
节销售为落脚点，实现了冷库保鲜技术革新。该项
技术不仅获得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还
成功应用于甘肃天水市秦安县、辽宁大连市等地的
冷库，给农户的蔬菜水果“保驾护航”。

“每当我仰望星空时，会有我们的卫星闪耀其
中，当我俯瞰大地时，会有乡亲们喜悦的面庞。我们
坚信能让卫星上天，也能让冷库落地！”团队负责人、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夏博涵说。

机器人版“GPT”亮相“科技春晚”，释放了哪些信号？
日前，有“科技春晚”之称

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简称CES）正式开幕。

现 场 ， 英 伟 达 发 布 的
“NVIDIA Cosmos”十分吸睛。
这是首个世界基础模型，英伟达
创始人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
（AI）的下一个前沿就是物理AI
（Physical AI）。“如果说Chat-
GPT定义了生成式AI，那么Cos-
mos将是机器人领域的‘ChatG-
PT时代’。”

从英伟达目前已公开的信息
来看，Cosmos 模型基于在 200
万小时视频上完成训练，集成了
生成式模型、tokenizer 和视频
处理管线，可以接受文本、图像
或视频提示，生成高质量的虚拟
世界状态，从而为自动驾驶和机
器人应用提供定制化的视频输
出。

“世界基础模型的作用并不
是生成创意内容，而是帮助AI
理解物理世界。”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助
理教授李文文介绍，“世界基础

模型”能够利用生成式 AI 技
术，模拟现实环境并基于文
本、图像或视频输入预测准确
结果。通过从感官数据中学习
表示和预测运动、力和空间关
系等动态特性，它们可以理解
物理世界中事物的性质、运行
规律和空间特性。

实际上，世界模型的概念很
早就已经提出。图灵奖得主杨立
昆就曾提出，未来的AI发展方
向，应该是通过无监督的方式观
察世界、与世界交互，然后进行

学习，这条技术路线需要由世界
模型实现，而非ChatGPT这样的
大语言模型。

李文文解释道：“例如，原
先让AI学习开车采用的是类似
于‘题库刷题’的方法，需要给
AI投喂大量的开车视频，而人
类在驾车时，即便遇到很多没有
学过的状况，也能够下意识地做
出避让反应。无监督式的学习就
是要让 AI 像现实里的人类一
样，在世界模型里观察世界再采
取行动，在此过程中学会应对未

知的状况。”
如果从商业应用角度来看

AI技术，则需要思考当前的大
模型技术仅仅是昙花一现，还是
可以在商业层面发挥实际作用，
这也是许多企业面临的关键问
题。

在李文文看来，无论是科技
创新型公司还是大型企业的领导
者，未来必须拥有一项综合技术
与商业思维的新技能，她将其命
名为“技术嗅觉”。

所谓技术嗅觉，就是将技术

理解与市场洞察相结合的一种能
力。即便非技术或科研人员，也
需要对技术发展有一定理解，知
道技术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同
时，领导者还需要对市场需求有
敏锐的洞察，了解用户真正需要
的是什么，以及市场的发展趋势
如何。最终，技术嗅觉可以帮助
他们识别商业化机会。

“一个常见的决策场景是在
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需要
考虑切入的时机。”李文文举
例，新技术刚刚出现时，企业是
否应该立刻引入，还是等到技术
成熟后再采纳，这都需要权衡。
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定位，选择不
同的切入时机和介入深度。

而要想做出正确的决策，不
能仅依赖于传统的商业嗅觉，更
需要结合技术嗅觉。“从这点上
说，在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技
术发展日益蓬勃的当下，英伟达
推出Cosmos模型也是一种技术
嗅觉的体现。”李文文指出。

来源：科学网

来源于英伟达官网

广西大学

破解甘蔗“明星品种”
基因组密码

近日，记者从广西大学获悉，该校亚热带农业生
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张积森教授团队
成功破解了现代栽培甘蔗“明星品种”——新台糖22
号（XTT22）的基因组密码，该基因组是目前全球质量
最高的现代栽培种甘蔗高度复杂基因组，为今后甘
蔗功能基因的挖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

甘蔗是我国最重要的糖料作物，近年来，甘蔗
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张积森发表的研究中，
揭示了甘蔗基因组的复杂性和演化历程，揭开了这
一重要作物基因组背后的奥秘。

这项重大研究成果已于1月3日发表在国际权
威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上。该项成果引领甘蔗
育种研究进入基因组学时代，对加快我国甘蔗新品
种培育和更新换代、促进广西和我国糖业高质量发
展、保障国家食糖供给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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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AI辅导员提供智慧服务
日前，记者从重庆大学获悉，该校人工智能辅

导员“润欣”全面上线。这是全国思政领域率先建
成使用的“大模型+跨业务系统融合”的多智能体
人工智能辅导员。它能准确理解并快速响应用户的
复杂提问，还能从庞大的知识库中精准检索相关信
息，提供逻辑清晰的回复。

据了解，相较于其他仅限于问答的服务，“润欣”
实现了与业务系统的有效交互，并采用了多智能体
调度技术，能在统一交互平台上处理多样化任务。

重庆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郑恒毅介绍，
“润欣”具备强大全面的知识库，目前已建设的知
识库涉及常用制度文件、课程学习、日常事务、第
二课堂、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校史校情等20多
个领域，覆盖超1万个知识点。通过自学习能力持
续迭代，“润欣”能为同学们提供全方位的咨询与
服务。此外，“润欣”联动重庆大学智慧学工平
台，以及学校教务、党建、后勤、图书馆等多个业
务平台，为学生提供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智慧服
务。“润欣”还为学生反映问题、学校通知发布建
立了生校直通渠道。

据统计，“润欣”从2024年8月试运行至今，
已有超1万人次新生使用。

郑恒毅介绍，人工智能辅导员有望弥补辅导员
配备人数不足、专业化不够的短板，解决辅导员日常
工作中的矛盾问题，打破辅导员与学校各部门之间
的信息壁垒。它还能满足学生便捷、高效获取教育
资源的需求，为辅导员工作向精细化、个性化方向发
展提供支撑，赋能思政工作步入智慧思政新阶段。

来源：科技日报

不建议这样做，有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风险。
儿童常用的液体药物中，糖浆剂和混悬剂占有

很大比例。而这两种药物恰恰不适合放在冰箱储
存。因为低温储藏会导致这类药物溶解度降低，析
出糖和固体的药物沉淀等。这样会直接导致药物浓
度不均匀，服用了含药量少的部分会影响药效，达
不到治疗效果。服用了含药量多的部分，也会增加
不良反应的风险。

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如果说明书没有特殊需
求，这类药物也不建议放在冰箱里存储，通常建议
放在相对阴凉的地方保存。

除此之外，大多数软膏、颗粒、片剂、喷雾以
及气雾剂等，也都不建议放在冰箱存储。只有一些
有特殊保存需求的药物才需要放冰箱，比如益生
菌，胰岛素等。

来源：中国新闻网

儿童液体药
要放冰箱“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