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案3

方案2

方案1
城市品牌名片

以桥体两侧护栏为载
体，运用霓虹发光字“培育
制造名城 建设幸福株洲”

“打造‘三个高地’践行
‘四新’使命”等标语，营造
主题明确的城市氛围。

特色产业与城市文化元素
结合株洲工业城市特

点，突出三大动力产业（轨
道交通、航空、新能源汽车）
和两大传统产业（陶瓷、服
饰）符号，挖掘城市文化元
素，如炎帝像、火车头、神农
大剧院、枫溪大桥、醴陵陶
瓷艺术城等，运用灯光来突
显城市文化特色。

▲方案二全景效果图。受访部门供图

▲方案一全景效果图。受访部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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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伍靖雯）随着新华桥恢复通车
进入倒计时，这里的景观照明提质
工作也在加紧推进。如何用好照
明系统为新华桥注入新内涵，打造
城市夜景新名片？我市精心构思
设计了三种方案，向市民朋友征集
意见建议。

市城管局灯饰管理处有关负
责人介绍，新华桥的景观照明设
计，主要考虑安全美观，且能体现
株洲特色。比如，在灯具材质选择
上会考虑视觉感受、安全管理、环
保节能等多方面因素，保障市民不
管是开车还是步行经过新华桥时
的光照舒适度。

三种方案分别从城市品牌、本
地特色产业与城市文化、本土方言
和经典地标这三个方向设计而成。
其中，城市品牌方面突出“制造名
城、幸福株洲”以及火车头造型；特
色产业与文化方面，展现轨道交通、
陶瓷、服饰等产业以及炎帝像等图
形元素；方言和地标则融入了钟鼓
岭、七一路、灵泛等文字图形。

集思广益的过程中，一些市民
提出的好建议、好想法都被记录下
来。比如，三种方案各有特色和优
势，可以融合设计；又如，可考虑采
用能调整颜色的 LED 灯，在不同
季节、不同节日调节不同色彩，让
新华桥的夜景更丰富多彩。

接下来，市城管局灯饰管理处
将综合市民、专家等多方意见，完
善并敲定最终方案后进场施工装
灯，确保新华桥恢复通车时，大家
能欣赏到美丽的灯光夜景。

三种方案的意见建议征集时
间持续至 6 月 4 日，市民朋友有好
想法、好点子，请与市城管局灯饰
管理处联系。联系电话：0731—
28682466 或 18973374880；联 系
人：刘琴红。

帮忙参谋下 给这位“新娘”挑套“晚礼服”
新华桥三种景观照明方案备选，若有其他好想法也欢迎建言献策

新闻链接 三种方案的设计思路

本土方言及经典地标
以株洲市本土方言、

风土人情、流行语等元素
设计霓虹灯图案，时尚且
具有良好的传播性，让市
民驻足打卡，打造接地气、
有烟火气、有人气的株洲
地标。

位于新华桥东的智轨站正在加班加点建设中。据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智轨站还有一周就施工完毕，然后进入
调试阶段。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摄影报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明
通讯员/袁竹林）5月21日，新华桥完成所
有箱梁架设，目前施工进度如何？6月1
日下午，记者在项目现场了解到，桥面铺
装工作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完成。

施工现场，原本悬挂于新华桥南侧，
用于管线放置的“索桥”已经拆下，各类
管线已在新华桥的桥体之上各归其位；
桥体南北两侧，已用钢筋捆扎出护栏的
雏形；桥面之上，已有部分区域完成钢筋

捆扎，即将进行混凝土浇筑铺装。
“趁着天气好，晚上就开始浇筑混凝

土。”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整个桥面的铺
装将分区有序进行，完成混凝土层的浇筑
铺装之后，还要进行沥青混凝土层的铺
装，全桥的铺装工作，预计在6月18日全
部完成，确保在6月20日达到通车条件。

拆除重建的新华桥桥梁宽度将拓宽
至38米，桥长为110米，采用双向8车道
设计。

桥面铺装已启动

▲方案三全景效果图。受访部门供图

桥东智轨站即将建成

▲5月31日，航拍施工现场。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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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临港长江大桥全长1742.1米，桥面
宽63.9米，主跨522米。大桥中间为蓉昆、渝
昆4线时速300公里高铁，两侧为双向6车道
城市快速路，最外侧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这座最快、最宽的公路高铁平层桥是如
何诞生的？

“最初设计方案是传统的双层钢桁梁方
案，四线铁路在下层，六车道公路在上层。”
中铁二院川南城际铁路宜宾临港大桥设计
负责人王亮说。

然而，由于宜宾临港桥位于特殊地形，
大桥前后的临港站和宜宾站限制了高铁桥
面标高，采用传统设计方案工程造价及后期
维护成本极高。

“公铁平层设计，已有的先例是速度较慢
的普速铁路和公路，且线路少，设计六车道公
路和四线高铁同层桥，前所未有。”王亮说。

设计团队对近年来长江上游地区科技
发展成果进行了充分调研，包括大型梁段加
工制造、运输吊装、焊接技术水平、结构变形
控制技术等，交出了公路高铁多线平层合建
的设计方案。

“新方案减少了公路引桥长度，将公路
爬坡高度降低15米，不仅节约工程投资，而

且最大程度实现了碳减排，推动筑牢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同时大大降低桥梁维护的成
本和难度，相较于双层桥梁，油漆涂装面积
减小一半，且公路和铁路检修互不干扰。”王
亮说。

公铁平层布置后，横向宽度较大，主梁
的变形值难以满足铁路运行。对这个问题，
设计团队一改将斜拉索布置在主梁两侧的
传统方法，创新提出将一根拉索分成两根拉
索，布置在公路和高铁之间，且单根斜拉索
重量控制在26吨，既利用了公铁之间的物理
隔离空间，又解决了主梁横向变形问题，保
证了铁路的安全运营，还方便了斜拉索制
造、运输、安装。

公路、高铁、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同层，
如何解决眩光、抛物、噪音、气动冲击等方面
带来的严重干扰？“设计团队首次提出了一
种防眩、降噪、减轻气动冲击的公铁并行段
综合防护措施，并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建模
计算和模拟试验，研究出一种公铁并行段综
合防护屏障，该技术属全国首例，成功授权
公铁并行段防护装置的施工方法等多项发
明专利。”王亮说。

（据科技日报）

防疫战也是一场数字战。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以来，利用科技工具与人工结合，互
联网力量成为一道坚毅的防线。

“请告知您的个人基本信息，新冠疫苗
接种记录，近期是否有不适？近期是否就
医？是否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减退或丧
失……”近日，疫情防控智能外呼上线，挑起
的重任不仅仅是简单问答——信息收集反
馈，寻找风险潜在人员，机器人也可以成为
一名流调员。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智能外呼机器人
在对话结束后能够自动生成用户画像，还
能提供多种高拟人音色，同时支持智能打
断以及静音识别等功能。经过十几轮问题
的具体流调信息被系统处理识别后，会汇
集至社区，工作人员再进行下一步流调工
作。

京东智能客户服务产品部算法负责人
陈蒙表示，“之前我们仅用了4小时的时间，
在东莞上线了疫情智能外呼系统，并且对很
多人群进行了外呼，效果还不错。目前，北
京的疫情智能外呼也正在布局当中。”

疫情智能外呼并不是简单的机器人问
答，存在很多的细节。陈蒙称，在触达人群
过程当中，还需要关注机器人的音色，“因为
你在通知到大家的过程当中，音色上要有一
定的严肃性、威严性，避免大家在接到流调
电话的时候，不当回事”。

“通知是一方面，信息收集回馈给政府

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很关键，包括反馈的这
个信息到底准不准确，我们能从这个过程
当中找到多少有风险潜在人员。”陈蒙告诉
新京报记者，通常情况下，通过疫情外呼机
器人筛查到一批潜在的风险人员，往往还
需要把信息交给政府工作人员，相关部门
会进行二次人工的流调，这样获取更加详
细的信息。

不过，陈蒙表示，从技术上来讲，疫情智
能外呼还存在一些挑战。首先，产品上线时
间短，疫情往往来得比较突然且迅猛，留给
我们的时间比较短。其次，流调电话信息密
度大，可能包含十几轮的问题，这本身对于
机器人的应答能力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挑
战。他提到，疫情智能外呼需要在地方已有
的政务系统里部署，面临不同系统之间打通
问题以及需要克服很多技术难题。

（据新京报）

新法使用磁性纳米粒子治
疗癌症

俄罗斯联邦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新闻中心
称，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科研人员发现了磁
纳米粒子在铁磁流体中的一种不同寻常的特
性，该特性对于开发新的癌症治疗方法非常重
要。

乌拉尔联邦大学科研人员阿列克谢·伊万
诺夫表示，利用铁磁流体中磁纳米粒子的特性
可对抗癌症，例如磁热疗法。该方法在电磁场
作用下“加热”患者的身体或器官，以损伤或破
坏癌细胞。

阿列克谢·伊万诺夫称，在磁场的帮助下，
可通过这种方式控制粒子：将它们引导到所需
的位置，或者使用交变电磁场加热和破坏肿瘤
细胞。 （据新华社）

俄研制出植入式发电机

俄罗斯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科研人员开发
出可用于心脏起搏器及其他植入物的能量发
生器，其原理是通过处理血液中的葡萄糖来发
电。有关专家指出，使用这种发电机可以避免
通过手术来为植入物更换电池。相关研究成
果近日发表在科学期刊《螺旋体》上。

目前，心脏起搏器、神经刺激器和植入式
输液泵等植入式电子治疗仪器已在临床中得
到广泛应用，但此类设备通常需要通过手术来
更换电池。俄罗斯科研人员研发的植入式电
源可以在人体内发电，无需更换电池，从而使
植 入 的 医 疗 设 备 本 质 上 可 无 限 期 使 用 。

（据科技日报）

全流程机器人自动化“孕育”
克隆猪首次实现

记者5月31日从南开大学获悉，该校赵新
教授科研团队联合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
医研究所，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由机器人自动化
操作完成克隆全流程，“孕育”出的7头克隆纯
种小长白猪在2022年3月31日诞生。

采用自动化操作克隆技术，可将克隆成
功的囊胚率，从人工操作的10%提高到自动化
操作的 27.5%，囊胚率提升 2.75 倍。团队相关
工作结果显示，单胎代孕母猪产仔数，从人工
克隆猪的平均不足 5 头，提升到机器人化、自
动化克隆猪两批3胎共24头，平均单胎产仔8
头，提升了 60%以上。“目前，第一批机器人操
作的克隆猪已用于育种生产，13头健康克隆猪
有 9 头留种，留种率 69%，与普通种猪留种率
35%相比翻了一番。”赵新介绍。 （据人民网）

旱地“活皮肤”每年防止释
放约7亿吨尘土

根据《自然·地球科学》杂志近日发表的一
篇论文，生物土壤结皮（由生活在土壤表面的
微生物、地衣和非维管植物组成的群落，主要
分布于旱地）或可降低全球扬尘排放的 55%，
每年防止释放约7亿吨尘土。这些发现强调了
生物结皮在管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

世界首座高铁、公路平层并行大桥合龙

科技前沿

机器人“流调员”上线：筛出风险人员

▲新建川南城际铁路宜宾临港长江大桥顺利合龙。

5 月 31 日 ，
新建川南城际铁
路宜宾临港长江
大桥顺利合龙，
这也是世界上首
次在桥梁设计中
将多线公路与高
铁放在同层，速
度、跨度和宽度
均为世界之最。

▲网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