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届光博会展会现场，吸引了不少外国嘉宾参观。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上图：观众参观高德红外大型红外热成像探测
设备。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左图：湖北光谷东智具身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研
发的A2机器人打太极拳。 长江日报记者汪甦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朱佳琦）5月15日，第二十届光
博会开展。73位来自冈比亚、马来西亚、巴拿马等国
的外宾在光谷企业开放日活动中走进光谷企业实地考
察。这场吸引全球390家企业参展的国际盛会，不仅
展示了中国光电领域的前沿技术，更成为全球产业链
伙伴共谋合作的桥梁。多位外宾在参观后坦言，“想要
与中国企业合作”已成为共识。

“武汉的科技发展远超预期！”冈比亚代表团成员
阿卜杜拉在参观光谷企业时感慨。他提到，冈比亚正
在推进第二条海底电缆建设，急需光通信领域的技术
支持，而光谷的光纤光缆产量已占全球市场的25%，长
飞光纤等企业连续六年主导全球市场，这些技术优势
正是冈比亚迫切需要的合作资源。

在考察华工激光时，阿卜杜拉亲眼见证了毫米级
精度的激光雕刻技术，直言“中国产品的性价比极具吸
引力”。此前冈比亚都是美国企业垄断市场，如今锐科
激光等中国企业已占据其国内85%市场份额，阿卜杜
拉表示：“直接与光谷企业合作，能以更低成本获得一
流产品，这是双赢。”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计算机系讲师黄

有成对光谷的3D打印技术印象深刻。在参观企业生
产线时，他注意到光电技术能将3D打印精度提升至新
高度。“这种高精度模型对教学至关重要，尤其适用于
引擎等复杂部件的教学演示。”他透露，马来西亚正大
力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光通信设备需求激增，“我
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与光谷企业合作的机会。”

巴拿马大学微电子学教授卡斯蒂罗的关注点聚焦
于半导体材料领域。得知光谷已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
业应用的完整链条，尤其在硅光芯片、光电集成晶圆等
领域的突破令他惊叹。“巴拿马工业化程度远比不上中
国，但我们去年已启动半导体材料及应用的研究，我们
需要光谷的技术赋能，希望未来能在某个领域开展相
关合作。”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此次“光谷企业开放日”活动，设置“激光光学”“光
通信与光芯片”“两创融合”三条参观路线，外宾们走进
华工激光、锐科激光等龙头企业，在生产线上探讨技术
革新，在实验室里洽谈合作意向。

数据显示，光谷集聚1200余家外资企业，光电子信
息产业规模突破6000亿元，这种产业浓度让马来西亚
代表团成员评价：“这里能找到解决科技难题的钥匙。”

外宾参观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日报记者朱佳琦 摄

当“光”遇见AI，未来生活触手可及

73位外宾走进光谷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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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汪甦 李琴

上届光博会，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顾波博士寄语光谷：将人工
智能技术与光电子技术结合，不仅能在中国“独树一帜”，更将在世界
占据一席之地。

5月15日，长江日报记者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光博会展会
现场看到，光电子技术边界不断拓展，“光+AI”正加速融入千行百
业，走进现实生活。

有了“数字神经”，机器人与人无延迟复刻

灏存科技展台前，一场人机协作的精妙演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驻足。

工作人员穿戴上传感器设备，隔空挥动手臂。不远处的机器人
精准同步拿起、放下实验试管，动作流畅，几乎无延迟。

“我们主攻人形机器人运动神经中枢系统，通过控制机器人‘小脑’
实现高精度、低延迟的动作。”灏存科技研发总监付龙介绍，其人形机器
人的动作转角精度可达0.001度，动作延迟控制在惊人的3毫秒以内。

付龙透露，应用相关技术的人形机器人已成功“上岗”：“今年这套系
统已在上海一家车企落地应用，主要承担物料分拣和工件摆放等任务。”

今年初在武汉集中亮相的10位“楚才”人形机器人中，“荆楚”的
核心技术也来自灏存科技。

付龙介绍，正计划研发第二代神经中枢系统，增加味觉、触觉、视
觉等多模态感知能力，让机器人能一触即知物体的重量、大小，从而
更精准地控制力度，实现更复杂的交互。

能打太极会猜拳，机器人也有“表情包”

在光+机器人展台，一个黑脑袋、蓝眼睛、黄身体的机器人伸出
灵活的机械手臂，悠然自得地打起太极拳，引来阵阵喝彩。

记者注意到，它不仅“武艺”在身，还能与观展人实时互动，做出
微笑、惊讶、调皮等20余种生动表情，玩个石头剪刀布、打个招呼等
都不在话下。这是来自今年刚落户光谷的湖北光谷东智具身智能技
术有限公司研发的A2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主要应用于营销服务、展厅讲解、商超导览等场
景。未来，它还将应用于康养、工厂等特定场景，提供更智能、更人性
化的服务。”光谷东智服务工程师郑智豪介绍，“我们走得非常快，年
初成立，目前数据采集工厂已经运营，制造工厂有望下月投产。”虽然
还未规模量产，但公司产品已销往海外多个国家。

相隔不远的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展台前同样围满了互动的参观
者，大家排着队与虚拟数字人“小初”对话，不少人掏出手机，扫描二
维码下载“紫东太初App”。去年底，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推出全球
首个千亿参数多模态大模型“紫东太初”3.0，目前该产品已在智能汽
车、智能制造、智慧教育等20多个行业形成规模化应用落地。

机器人咖啡售卖机，既是展品也是“服务商”

从2002年首次举办至今，连续二十届的光博会已成国内光电子
信息领域的“顶流”盛会。记者现场看到，曾经的前沿科技已离生活
越来越近。

一台印有华工科技标志的机器人咖啡售卖机前，等待购买现磨
咖啡的参观者排成长队。这台曾摆放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展厅的
机器人咖啡售卖机，既是展品，也是光博会的“服务商”之一。

这台机器人咖啡售卖机由上海氦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该公司售后工程师介绍，该产品售价在20万元至30万元间，已落
地北京前门、上海外滩、南京玄武湖等众多热门景区，并出口多个国家。

华为公司展厅，同样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咖啡厅一角的
显示屏上，正在实时统计进场人数。

“平民哈勃”诞生，90后团队让浩瀚星空触手可及

记者来到光+AI应用展区，一款造型小巧的AI天文望远镜——
Dwarf3吸引着天文爱好者和科技迷驻足研究，甚至有人当场线上下单。

“我们想让‘平民版的哈勃望远镜’走进千家万户！”小光子（武
汉）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康告诉记者，这款售价不到3000元的
望远镜去年在电商平台上线，短短3小时便售出近千台。

Dwarf3通过软件、算法的持续迭代和跟踪叠加技术的优化，可
以清晰拍摄到遥远银河系的星团，等效焦距达到750毫米。“在App
上，它可以自动寻星，智能识别并追踪拍摄天体。”

这个由3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90
后”联手创建的团队，让浩瀚星空触手可及。据悉，匹配Dwarf3的高
速运动和识别追踪技术也正在研发中，预计今年内就能向用户推送。

“空天地海”联动，融合之光照亮未来

场馆之外，首次设立的“空天地海”无人驾控实景场更是将光的
魔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人车在光庭仿真平台的智能测试中灵巧避障，疾速驶过；无人
机旋即升空，姿态矫健；无人船在屏幕上演绎于波光粼粼中探测水下
地形的绝技。它们的“眼睛”“神经”“大脑”都离不开光：光电感知、光
通信网络和智能光控系统。

这不是科技“秀肌肉”，而是“秀融合”：光庭、极目等智能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普宙科技、电鹰等无人机厂商，岚图、声通等无人车厂
商，以及华测、南华等无人船厂商联袂展出，共同描绘了一场关乎

“光+智能装备”的沉浸式未来图景。正如现场解说：“每一项成果的
背后，都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轮驱动的结果。”

从能与人协同作业的精准机器人，到带人探索宇宙奥秘的AI望
远镜，再到覆盖“空天地海”的无人驾控系统，本届光博会以鲜活的案
例昭示：这束“融合之光”，正穿透千行百业，引领我们加速迈向一个
更智能、更便捷的未来。

一束光能够走多远？距赵梓森院士在武汉拉出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
已过去近半个世纪，曾有无数人问出这个问题，而光博会正在给出答案。

长江日报讯（记者朱佳琦 陈永权）5月15日，第二
十届光博会迎来一批特殊“观察员”——由瑞典皇家工
程科学院院士、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彼得·安德雷克森教
授，英国物理学会会士、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帕尔
塔・班纳吉（Partha Banerjee），高丽大学特雷冯・巴
德洛教授，延世大学朱哲敏教授等组成的考察团，深
入光博会核心展区，从光通信材料到量子技术，从激
光焊接到民生应用，沉浸式体验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
的完整生态。

彼得·安德雷克森教授在考察华为、长飞光纤等十
余家企业后感慨：“这里展现的全链条自主性，值得全
球更多公司学习。”

在光迅科技展台，彼得教授驻足良久。从半导体
材料生长到光模块封装，一条全自主生产线引得考察
团连连夸赞。“过去我们在国际展会上看到的中国公司
往往只展示单一产品。”他对比称，此前在海外展会接
触的中国企业展台规模有限，而光博会“像一场全产业
链大秀场”，完整呈现了从基础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创新

闭环。这种生态优势令来自古巴的埃尔南德斯印象深
刻：“即便是咖啡馆这样的生活场景，也能看到光传感
技术的深度渗透。”

展馆二楼一座“光感咖啡馆”成为热门打卡点。华
为光网络打造的这座未来空间，通过AI视觉识别技术
实时监测人流与安防，验证了光传感技术与民生需求
结合的商业潜力，让外宾直呼“不可思议”。

作为欧洲光通信大会（ECOC）主席，彼得教授在
肯定中国产业成熟度的同时，提出更具前瞻性的建议：

“过去50年全球光通信领域仅有三次重大突破——光
纤、半导体激光器和相干通信，我们急需新一代‘颠覆
者’。”他注意到武汉很多高校在前沿领域有所突破，提
议光博会给顶尖大学更多空间展示未来技术。

南非文达大学教授拉莫巴卡尔贝洛表示，回去
后将向合作伙伴介绍光博会盛况，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很快，南非也制定了信息与通信领域未来五年发
展规划，回去将把华为一些技术纳入计划，希望与
华为合作。

国际专家组团探馆

“光博会像一场全产业链大秀场”

■长江日报记者汪甦 李佳

“以‘用’为导向，以用户为主体！”
今天，第二十届光博会在汉开

幕。聚光灯下，湖北科创供应链中心
展区被设在展会一楼，入口最显眼
处。这家首次登台的创新平台成立不
到两年，已促成1.5万余项供需对接。
展板上，这样两行大字清晰夺目。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
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融合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武汉以光谷为基础，担负起更强
使命：强化“支点”的创新引擎功能，

“一束光”照亮“一条链”融合“一个生
态”。

“光”打通人形机器人的神经系统
方圆100平方公里内都是上下游

无人车避障、无人机升空、无人船
探测，都离不开光技术。

光博会每一届展会都会前沿设置
产业议题。今年，“光+智能装备”

“光+AI”“光+机器人”的未来图景在
场馆里徐徐展开。

来自东湖科学城的东智机器人首
次亮相。这个融合了光感知、AI算法
与人形设计的项目，短时间内完成了
从孵化到落地。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邓秀新说：“当前，光电子信息产业已
进入蓬勃发展和交叉融合创新期。”

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光谷东智董
事长周林兴奋地谈到，“我们用光打通了感知与执行的神经系
统！”企业正在与多家光谷传感器企业洽谈合作，计划让人形
机器人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全部实现“光谷造”。

无人车上，激光雷达与光通信协同，精准识别障碍；
数据中心内，光子芯片降低能耗；创新平台中，“光+脑机
接口”助力残障康复；高校实验室里，光片技术革新病理
诊断……

如今，光电子信息技术已成为武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底
层支撑，并与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
等产业加速融合，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倍增效应。

“在方圆100平方公里内，不仅可以找到你的供应商，还
可找到你的客户，这本身就是武汉很大的优势。”国际光学委
员会副主席顾波在参加光博会时，为武汉的光电子信息的集
聚效应点赞。

10家湖北实验室
5家与光电子相关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加高质量的科技供给
是基础。

“平台发布的每五条需求中就有一条与光电子信息产
业相关，已完成的需求匹配中，更是每四条就有近一条涉
及光电产业！”首次亮相光博会的湖北科创供应链公司主
要负责人告诉长江日报记者，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 7 万
余家。

在他看来，光电子信息产业不仅是平台供需两端的核心
力量，也是其资源配置与服务对接的关键赛道。

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进化论”怎样书写？武汉大学“珞
珈杰出学者”李光认为，相较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光谷地理
位置“先天不足”——作为国内除直辖市重庆外，唯一一个“隔
着两个省才能到沿海、沿边境线”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却
凭借创新驱动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至今。

一组有趣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观点。2021年，湖北光谷实
验室揭牌，同年首登光博会，此后从未缺席。其科技成果转化
部部长徐迪帆介绍：“高校研发完成0—3，我们衔接3—7，企
业实现7—10的产业化，形成完整创新闭环。”

10家湖北实验室中，5家都与光电子信息产业有关；武汉
组建10家由企业牵头的产业创新联合实验室，7家牵头企业
都是光电子信息的龙头企业。

如今，光博会上，不仅是首发新产品，高校实验室、湖北实
验室与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矩阵集体亮相。

科技创新不再高高在上
产业需求不再孤军作战

巴掌大的蓝牙模块、能实时传输文件的视频电话——这
些在首届光博会上亮相的世界前沿数字技术，如今早已融入
日常生活。

登陆光博会的柔性手机显示屏创新技术已在武汉落地，
长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研发生产基地，未来显示
已成为武汉未来产业重点聚焦方向之一；

光纤激光切割机，当初作为激光新应用发布，如今，武汉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激光设备制造基地之一，高端激光作为关
键领域，有力支撑起智能制造装备优势产业发展。

一束光，蕴藏无限可能！
走出展馆，光谷科创大走廊上，东湖科学城百公里范围

里，“光合效应”为支点撬动新一轮发展跃迁。
从光谷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等科研平台的前

沿攻坚，到激光企业、芯片企业在车间一线的持续迭代，从
平台到链条，从基础研究到市场端口，产业正沿着“芯—光—
网—算—端”的全链条推进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

“我们不是科研所，也不是制造厂，而是两者的结合体。”
一位参展企业负责人这样说。他们的技术不靠一鸣惊人的

“大发明”，而是靠一个个微小的叠加、小步快跑的迭代，最终
在现实中落地生根。

科技创新不再高高在上，产业需求不再孤军作战。“科研
人员不能只写论文，得走出去；企业也要耐心一点，真正提出
诉求。”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洪明辉的建议，更是无数科技人、产
业人的共识。

“光”不只是展馆里的亮点，它开始有了温度、有了路径。
一束光，连接起芯片、终端、机器人，穿行于医院、工厂、码

头，推动着新质生产力的跃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北代表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提交建议：着力对国家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进行培育提升，奋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世
界光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广乾指出，“世界光谷”若
想行稳致远，必须为世界贡献新理论、新技术、新产业。

15日当天，已有10余场前沿交流会在光谷召开。今日正
式开幕的光博会再次证明，从引进吸收、再创新，再到自主引
领，武汉正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光学产业的魅力，在于它横跨材料、精密制造、电子
信息等 20 多个学科，串联起超长产业链，印证着‘协同创
新’的强大力量。”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光学专家庄松林这
样说道。

今日之谷，未来之“光”，已在脚下铺展，在新时代武汉之
“重”中重塑，在支点建设中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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