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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江苏省档案馆研究馆员栾宁丽
我们把3份文件存储到华科大张静宇

研究员团队提供的玻璃存储介质上试用，
保存信息很稳定。相比过去使用的硬盘等
存储介质，玻璃存储介质具有更高的稳定
性和更长的使用寿命。这对于有大量历史
记录、文件或其他需要长期保存数据的机

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存储介质。对于我
们档案馆而言，很多档案是要永久保存的，
档案行业对归档数据的长期安全存储具有
强烈需求。我们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国产
介质可供使用，华科大的玻璃存储介质让
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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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点评】

【研发者说】

飞秒激光让一块玻璃记忆能力惊人
目前存储容量是普通光盘10倍 几乎可永久保存

3月12日，在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
心信息存储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一
块巴掌大小的圆形玻璃被张静宇研究员
送进了一个半密封设备中，在几束飞秒
激光的照射下，吱吱声过后，玻璃被涂上
一层浅灰色的印迹。一张可储存10TB
的信息在玻璃介质上的玻璃光盘便诞生
了。它的存储容量目前是普通光盘的
10倍，理论容量最高360TB，而且几乎
可以永久保存。该项技术获得2024年
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最高奖——卓
越奖。

玻璃多维永久存储技
术，堪称目前寿命最长且超
高密度的数据存储方案。

写入速度慢的核心问题
被攻克，转动伺服光驱系统读
写速度快、体积小、成本低。

从甲骨文、秦
汉简牍到玻璃存
储，保存数据就是
保存文明。

玻璃存储

可以存储
25000 部高清
电影或者9000
万首歌曲。

这是一块
2毫米厚度、巴
掌大的玻璃硬
盘，理论容量
最高360TB。

讲述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研究
员张静宇

玻璃存储的存储能力好比写字一样，
字便是记忆节点，要想写更多的字，必须把
纸张表面积做得大大的，字（节点）小小的，
容量才能更大。

存储是信息产业的基础。过去电脑或
者 手 机 的 内 存 都 是 128MB，现 在 动 辄
1TB，因为数据大规模产生而不能原地保
存，很多企业还建设了大型数据中心解决
数据保存问题，如阿里云、华为云等，这些
数据中心大多采用的是机械硬盘、磁带库
存储，成本虽低，但能耗惊人。全球数据中
心的能耗占到全球发电量的2%以上。

如何提高存储的效能？我们发现玻璃
介质存储容量很大，可以实现三维堆积，相
比于蓝光光盘，后者的介质只有一层，占介
质体积的千分之一，利用率不高；而玻璃介
质既是支撑件又是存储介质，存储区域的
体积占到总体积的20%，数据层数可以做
到400层，表面积足够大。另外，玻璃耐高
热、耐紫外线、耐电磁辐射，玻璃介质存储

可以实现长期保存。
一块普通的玻璃如何让它有记忆的功

能呢？首先要在玻璃中产生结构，引起玻
璃的化学性质变化，而完成这个任务的便
是飞秒激光，类似于光刻，过去家用光刻机
只能刻一层，而我们能刻400层。制作成
的玻璃存储介质从表面看只增加了一层浅
灰色，而在显微镜下玻璃表面呈现出的是
三维立体结构。如何把结构又快又好写进
玻璃里，工艺是关键。

该技术我们称之为“巨量信息低成本
超长寿命玻璃多维存储技术”，目前华科大
在该项技术上全球领先，国内也是独有
的。相比于几年前，玻璃存储介质读写速
度较过去快了3个数量级，单位体积的存
储容量也提升了2个数量级，成本则下降
了1个数量级。现在1GB的介质成本需要
约1元，而玻璃存储介质1TB也才几十元，
只有其他存储介质十分之一的成本。

目前，制造玻璃介质存储的设备已生
产出原型样机，今年将推出产品样机，产品
也将很快走向市场。

关闭采石场复绿25年 建起4A级景区

蔡甸石头山变金山
（上接第一版）

那一年，有了绿意的乌梅山盼来了第一个旅游项目——
武汉野生动物园。

“这个景区虽然只搞到2008年，但官塘村集体收入大幅
提升。”周立新说。

武汉野生动物园闭园，这块地往后怎么运营？“地产开发
商来了几拨，要不就让他们盖房子？”肉眼可见的利益摆在面
前，一些村民开始动摇。

乌梅山生态修复已见起色，不能走回头路。2008年，“生
态修复+文旅”的长远规划被蔡甸提上了日程。同年，在区相
关部门组织下，官塘村一班人去浙江安吉余村学习考察。余
村从“卖矿石”到“卖风景”的实践，让他们坚定了发展：房地产
开发是一锤子买卖，引进文旅项目才能长久受益。

要发展旅游，必须持续改善提升环境。植树造绿、退渔还
湖，带着项目进村的客商多起来。

2012年，蔡甸区引进武汉一家公司，给官塘村带来了野
生动物王国项目。

直到2020年12月开园试营业，8年里，野生动物王国经
历了4次大的股权变更和村“两委”3次换届，但一个底线从未
触碰——给村里带来再多收益，也不能破坏生态。

“项目申报涉及林地保护、湖泊保护、污水处理等方方面面，
设计也修改了不下10稿，就为把好生态这个关。”周立新说。

守住生态底线的官塘村也获得了收益，去年野生动物王
国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村民们也随之富起来。

“野生动物王国开园后，官塘村也变年轻了。”武汉野生动
物王国景区副总经理张凡说，目前景区内300多名员工中，有
六成来自官塘村及附近村湾。

37岁的村民祝念已在野生动物王国当了5年饲养员，他
中专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业，一年也能赚五六万
元，生活过得很踏实”。祝念说，他们湾子里七八个外出打工
的好友，如今都在动物王国上班。

回乡的不仅仅是当地人，景区也吸引了一批外来创业者。
青岛人王怀祥在景区里经营着一家“绿野之果”艺术商

店，店内摆放着各种用松果、橡果等植物果实制作的小摆件。
“来这里近10年，这里的自然风光为我开启了一种全新生活
方式。”王怀祥说。

这个主打自然山水、知音文化的沉浸式动物主题乐园，目
前已成为蔡甸十大知音文旅精品项目之一。

周立新说，户籍人口1109人的官塘，现在常住人口已超
过2200人。景区还带动了乌梅山周边村子的发展，乌梅村为
长颈鹿、斑马、骆驼等动物提供饲料，绕岭村发展特色民宿……

“去年，官塘片区3个行政村，实现旅游收入7500万元。”
今年是蔡甸区文化旅游建设年，该区全域推进文旅精品

塑造，擦亮知音文化发源地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
个金字招牌，将文化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打造精品文旅
新样板。

这让周立新信心更足了，他说：“村里已经建好游客集
散中心，马上民宿、采摘等项目也上新，期待更多游客来这
里体验。”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佳 通讯员武经
宣 光企服）14日举行的2025武汉鸿蒙产
业发展交流会上，东湖高新区企业服务
和重点项目推进局相关负责人推介了新
近印发的《东湖高新区加快促进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

据《措施》，该区鼓励企业全面拥抱大
模型。支持打造AI大模型标杆，支持龙头
企业研发原创性、引领性的大模型产品，
对参数量超过千亿的通用大模型，或者参
数量超过百亿、有行业影响力的行业大模
型，综合考虑其技术创新性、应用推广情
况等因素，连续三年对牵头研发单位按照
当年研发投入的30%，给予累计最高5000
万元的支持。

“用”也有奖。同时，该区支持模型
示范应用，鼓励企业围绕工业、办公、政
务、医疗、出版、教育、游戏、交通等领域
开展模型“首试首用”，每年评选一批成
功应用的示范案例，按照项目总投入的
50%对试点应用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的支持。

通过真金白银厚养开放共享的种子，
让新兴技术勃发！该区鼓励开源技术创
新应用。鼓励企业基于重大开源项目实
施二次开发形成商业发行版软件产品（操
作系统、数据库等），每年评审支持若干引
领产业发展和颠覆式突破并实现商业化
销售的软件产品，给予单个最高500万元的奖励。

投资于人，只要人肯来，就给钱！该《措施》还呈现了光谷
以人才密度为创新技术涌现原点的考量。其中提到，要推
进核心区软件人才集聚，对入驻核心区的软件企业，上一
年度缴纳社保人员新增达20人、50人、100人以上的，分别给
予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人才集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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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职文胜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甦）“我们以前是带
着技术来的，现在则是怀着学习的心态。”3
月14日，武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日本
钢铁协会专家代表团。

这是最近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五届中日钢
铁业环保节能专家交流会的活动之一。半天
的时间里，代表团参观了武钢的 5G 管控中
心、原料厂、7号高炉、炼钢厂和热轧厂，感慨
中国钢铁工业已从“追赶者”蝶变为“引领者”。

50年前，武钢曾从日本引进热轧厂和硅
钢厂的成套设备，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
的重要起点。彼时，日本专家带着先进的技

术和设备来到武钢，手把手指导中国工人操
作复杂的生产线。老一辈武钢人曾回忆：“那
时候，我们对日本的技术和设备几乎是‘仰
视’的态度。”

如今，画面已截然不同。在武钢1580毫
米热轧产线上，一块块通红的板坯在轧机间
高速穿梭，从铁水入场到轧制成材，全程实现
无人操作。5G管控中心里，工人远离轧机轰
鸣，只需轻点鼠标，就可实现“一键炼钢”“智
慧运输”“智能巡检”。

“这里是黑灯工厂，完全无人化作业。”武
钢有限炼铁厂副厂长张庆喜向日本代表团介

绍，工厂毗邻长江黄金水道及铁路干线，年处
理量超2900万吨。在这一原料厂里，24小时
无需开灯，江边货船卸货后，现代化输送带通
过远程自动控制，源源不断地将原材料送往
生产环节。

环保化、智能化、无人化是中国钢铁公司
的新面貌。张庆喜形象地比喻：“这个自动化
系统就像炒菜的调料盘，需要什么，精准取
用。”每天，原料厂可吞吐6条万吨级货船，高
峰时日进出原料达6万吨。

“太惊人了！”神户制钢所钢铝事业部专
家高椋规彰站在厂区里，不禁感叹，“我印象

中的钢厂路面是黑色或灰色的，而武钢的路
面却是绿色的，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他
坦言，日本钢厂大多沿海而建，受限于国土面
积，难以新建封闭式筒仓，露天堆放仍是常
态。“如果再建新的筒仓，需要巨额资金投入，
这是日本的痛点。我们非常想了解武钢的环
保改造经验。”

面对日本专家的求教，武钢毫无保留地
分享了“边修边改”的经验。

随着参观的深入，日本代表团专家们坦
言，从设备到技术创新，武钢有许多值得借鉴
的地方，“我们不再是老师，而是伙伴”。

“我们不再是老师，而是伙伴”

日本客人参观武钢“一键炼钢”

张静宇为学生讲解研发疑难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

设计 刘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