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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科研要能产业
化，智能传感的未来是要把人
类和数字结合起来，将人类的
感觉、思维等数字化，未来的
目标包括实现聋哑人能听能
说，盲人可以看见，瘫痪人士
可以站立。”11月1日，2021世
界传感器大会主旨报告会于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成功召
开。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
院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
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深圳大
学副校长、党委常委张学记院
士在所作的《从智能生物传
感、数字人类到永生——事实
还是科幻？》报告中如是说。

张学记解释，如何让瘫痪
的人走起来？就是把人工智
能传感器植入人脑，然后驱
动机器，让瘫痪病人又可以
走起来。

人工智能生物传感最重
要的是脑机接口，通过人工智
能和精准医疗，人的寿命能否
实现永恒？目前，科学上没有
重大突破，但是技术上有重大
突破，把3000多个神经原和机
器接入，就可以实现脑机融合。

他说，未来把智能传感和
知识传感、虹膜识别等结合起
来，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
端结合起来，对疾病的诊断、
预防等，甚至吃饭、减肥，都可
以通过人工智能传感来实现。

最终实现把人工智能传
感真正穿在身上，就可以把整
个数据连接起来。智能传感
有几个目标，第一是听力障碍

者能听见，这一目标已经基本
可以实现；第二是视力障碍者
能看见，现在已经做到 0.5毫
米的斑点；第三是实现语言
障碍者能说话，就是把芯片
植入大脑，通过给他们一个
程序而完成；第四是瘫痪人
士能站立。

谈及河南发展传感器产
业，张学记认为，河南发展传
感器产业优势就是河南是一
个人口大省，有一亿人口，同
时高校毕业生比较多，郑州大
学一年毕业几万学生，这个是
人才优势。现在全球都在进
行人才竞争，他从深圳过来，
11月1日是深圳市人才日，深
圳在人才方面提供了非常优
良的待遇和很好的环境，特别
是人才成长的环境和创业的
环境，希望郑州在这方面慢慢
赶上，吸引更多全球一流创新
人才到郑州创业。

记者对张学记所称其有
一个不小于一个亿的创投基
金非常感兴趣，询问其有没有
加入郑州·河南智能传感创新
大联盟的想法时，张学记回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今
天下午 5点钟的座谈会就要
谈到这个事情。我们在深圳
有智能传感国际研究院，在
北京有俄罗斯工程院中国中
心，在江苏有江苏协合转化
医学研究院……怎样与郑州
高新区进行深度合作？我们
非常期待。”
记者 孙庆辉 方宝岭 文/图

“盲人可以看见，
瘫痪者可以站立”
张学记眼中的生物传感有多神奇

本报讯 11月 1日，2021世界
传感器大会主旨报告会于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成功召开。群英荟
萃，人才集聚，产、学、研各界翘楚
共话传感器技术在各领域发展趋
势，共商传感产业发展规划，助推
传感器产业升级。

大会主旨报告环节由沈阳仪
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教授级高工刘沁主持。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
化工业集团销售业务卓越运营总
监沃尔夫岗·林轲为主旨报告环
节进行了致辞。他提到，在考虑
到不断变化市场形势下的新商业
模式的同时，提高中国制造业竞
争力，公司应该依靠数字化和创
新的技术意识。这需要通过易于
理解、易于实现和使用的案例来
证明，积极参与决策者的中层管
理和关键决策，以提高客户对数
字化过程的理解。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
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
院院士、深圳大学副校长、党委常
委张学记院士作了《从智能生物传
感、数字人类到永生——事实还是
科幻？》主题报告。他认为，科研要

能产业化，智能传感的未来是要把
人类和数字结合起来，将人类的感
觉、思维等数字化，未来的目标包
括实现聋哑人能听能说，盲人可以
看见，瘫痪人士可以站立。

智能制造是信息技术与制造
技术的深度融合，而工业物联网
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基础和路径，
实现工业互联才能真正实现智能
制造。工业互联网完成的关键在
于获取并传输数据信息，而传感
器作为信息获取的抓手，是工业
互联网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加
拿大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
沈卫明教授报告主题是《工业互
联网与智能制造》。他从工业互
联网内涵、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
及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三个方面
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沈教授也
指出了工业互联网存在的一些误
区。沈教授强调工业互联网不仅
是人机物的互联，还要实现产业
的数字化、网络化及智能化，沈教
授还指出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技术
是感联知控4个技术，并详细讲述
了感联知控在整个工业互联网的
重要性，在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
中，沈教授讲述了 5个层面的应
用，都很有实践意义。

工信部电子元器件行业发展
研究中心原总工程师、中国传感
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郭源生的报告主题是《我国传感
器产业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他主要是围绕传感器的产业化如
何创新、产业如何对接、如何落地
及如何实现产业化进行了全面阐
述，他提出传感器最应该解决的
是信息采集问题，并且提出以人
为本的理念创新及空天一体化的
网络结构。期间通过讲述国际传
感器发展趋势的四个方面，指出
国内传感器面临的问题，另外他
还指出了实现产业化需要解决基
础共性，传感元件及敏感元件的
创新，智能化好坏等问题。

2021世界传感器大会主旨报
告会圆满成功举办，为本届大会奠
定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有利于宣传
河南省传感器科技、产业和应用的
最新成果，打造全国传感器领域品
牌生态盛会，促进全球传感器产、
学、研各界交流，分享行业经验，助
推传感器产业智能升级。同时，为
塑造全球传感器产业的“郑州符
号”，推动郑州建设千亿级国家智能
传感器产业基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 孙庆辉 方宝岭 文/图

2021世界传感器大会主旨报告会在郑州召开

本报讯 11月 2日，2021世界
传感器大会——中国（国际）传感
器创新大赛颁奖典礼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顺利举办。2021中国
（国际）传感器创新大赛由世界传
感器大会组委会主办，松下神视
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作为大赛支
持单位。

2021中国（国际）传感器创新
大赛分别设“创新产品组”和“创
新应用组”两个组别。郑州贯奥
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荣获特等奖，
昆山热映光电有限公司获得创
新产品组一等奖，郑州信大先进
技术研究院获得创新应用组一
等奖，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获得创新产品组二等奖。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张彤，河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田海涛，
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
员、一级调研员刘学江，郑州高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王德敏出席本次活动并为获
奖单位颁奖。

2021中国（国际）传感器创新
大赛的圆满举办，向传感器领域
企业、科研院所广大参赛者提供
一个智能传感领域智能化、信息
化、数字化创新技术成果及技术

经验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平台，
通过大赛发现众多智能传感领
域的创新技术及人才，加快行业
内高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为进一
步推动中国智能传感的发展做
出贡献。
记者 孙庆辉 方宝岭 文/图

群贤毕至 齐聚中原
2021中国（国际）传感器创新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郭源生沈卫明刘沁 张学记沃尔夫岗·林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