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月5日，2023世界
传感器大会主旨报告会于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召开。

本次大会由河南省人民政
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郑州
市人民政府、河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承办，德中友好协
会联合会、郑州高新区管委会等
单位具体执行。大会主旨报告会
由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加拿大工
程院院士沈卫明先生主持。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光电研究
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
作了题为《智能时代背景下的红
外传感器》的报告。褚君浩院士
是红外物理学家、半导体物理和

器件专家，长期从事红外光电子
材料和器件的研究，本次报告他
从智能时代与传感器、红外传感
器研究若干新进展以及智能红外
传感技术三个方面进行详尽阐
述，指出要从源头深入研究光、
电、热、磁、声等多重元素之间相
互作用转换的新规律及其新技
术，真正在智能时代做出功能强
大的设备。

英国皇家官佐勋章获得者、英
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伦敦大学城市
学院肯尼斯·格拉特教授作了题为
《Optical Fiber Sensors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工业应用
中的光纤传感器）》的报告。作为
国际计量测试联合会主席、中国政
府友谊奖获得者，肯尼斯·格拉特

教授表示非常高兴回到中国作演
讲，通过分析实验和举例，他希望
让听众感受光学传感器所涉领域
的宏广和市场的巨大潜力，他表示
技术进步的推动结合广泛的应用
范围就是一个数十亿美元并持续
增长的市场。无论是在英国还是
在中国，使用光学的优势将是未来
一些解决方案的前进方向。

深圳开鸿数字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成录作了题为
《开鸿安全数字底座，打造物联网
传感器安全基石》的报告。作为
鸿蒙系统的奠基者，王成录在行
业内被称为“鸿蒙之父”。他表
示，传感器在整个数字化进程中
越来越重要，而在产业数字化过
程中，让各个数据的产生在统一

的标准下进行，对未来整个数字
化发展至关重要。王成录分享了
鸿蒙操作系统可以运行在单边机
上，也可以运行在大型设备上，通
过超级设备的管理平台把人和整
个系统交互和连接，从而不断赋
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
型。他认为鸿蒙操作系统会对目
前所有的硬件形态带来一个颠覆
性的变化，硬件不再受限于物理
形态的约束，而是依赖于对场景
做软件化的拼装和定义。此外，
王成录表示深圳开鸿立志成为一
家平台生态型公司，广纳英才，深
度合作，他相信在整个场景的强
需求牵引下，传感器领域未来的
发展会有非常大的空间。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珂作《2023全球传感器产业
趋势研究报告》。李珂首先梳理
了整个全球传感器产业发展的状
况，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分析
了全球传感器行业的巨大规模，
从产品应用结构和区域结构两个
方面分析了中国在未来市场巨大
的发展空间。他详细分析了传感
器产业的五大机遇以及未来全球
传感器集成化、柔性化、无源化、
多元化、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
最后，他提出了关注新技术、新材
料，关注应用场景，关注人工智
能，推动国际合作的四项建议，他
相信在整个传感器方面的国际合
作、技术创新和产业成果一定能
够取得更新、更好的发展。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李翔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河南
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传感器
产业发展，将其列入全省重点培
育的 28条产业链，出台产业链行
动方案，建立“双长制”推进机
制，建设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
培育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成立
产业联盟等组织，全力推动智能
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
各位企业家通过这个平台，携手
推动全球传感器产业持续快速
发展，加快企业全国布局；支持
国际企业参与中国市场、分享产
业红利，构建开放发展、合作共
赢的产业格局。

传感器相当于人体五官的延
伸，是人类感官的“升级版”。在
“MEMS智能传感器”先进技术分
场活动上，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赵立
波就微纳特种压力传感器技术作
了报告。目前，他所在团队正集中
在压力传感器、超声传感器和量子
传感器等领域开展研究。

对于想要在传感器赛道上更
进一步的河南而言，赵立波的建议
是“聚焦”和“深耕”。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瞄准了
传感器产业，但传感器种类非常
多，我认为应该结合当地产业形态
和产业链条去布局，聚焦细分领
域，解决关键问题。另外就是要坚

持，MEMS传感器本身的产业链条
和见效周期都很长，可能5年甚至
10年才会产生经济效益，因此要
找准目标坚持深耕。”他说。

对于正在加快现代物流强省
建设的河南而言，抢抓智慧物流发
展机遇十分重要。

“面对未来逆全球化、技术革
命节奏加快、人口结构变化等世界
长期大趋势，我们需要以5G、窄带
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孪
生等前沿技术推动供应链发展，其
中，数字孪生是未来供应链领域的
一项关键技术。”在“智慧物流与智
能感知”应用场景分场活动中，德
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士库恩分
享了他对世界物流与供应链发展
大趋势的观点。

物流+元宇宙，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在同济大学教授、青岛中
德智能技术研究院中方院长房殿
军看来，随着智能传感器技术的不
断发展，元宇宙时代下的智慧物流
将是一种新生态。

“未来，AR技术将在物流元宇
宙中普遍应用，我们可以利用VR
技术打造物流元宇宙的高仿真场
景，同时，数字孪生会成为物流元
宇宙的重要支撑技术。”房殿军以
智能拣选系统举例，工人在操作时
能够通过 AR眼镜等设备看到更
多信息，比如获取物品的准确定

位，通过路径优化算法形成最优行
走路线，并在行走过程中通过传感
器实时采集相关信息。

“从小型化到大规模集成，从
人工智能与网络传感走向智能芯
片、智能传感，从可穿戴与普式计
算向基于普式计算的人机交互传
感等，这些都对智能传感技术的不
断创新与产业化提出了更高要
求。”在“智能传感器关键材料及元
器件”产业基础分场活动上，苏州
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李长明在报告
中，介绍了智能传感发展正面临的
诸多挑战。

针对传感器领域科技和产业
高质量发展，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
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欧阳劲松
提出了他的几点思考：传感器产业
的发展需要整个生态的协同发
展，政策规划要考虑以技术攻关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提升；传
感器产业相较 IC产业的最大短
板就是技术标准化的不足，设
计、工艺和测试等技术亟须标准
固化；作为典型的技术密集行
业，传感器产业需要长期规划和
支持，聚焦量大面广传感器的共
性技术和平台，以及重大装备急
需传感器的自主配套任务；行业
管理需要创新，产业链相关部门
要协同，加强质量监督。

2023世界传感器大会主旨报告会召开

聚焦传感技术 共话智慧未来
2023世界传感器大会主旨报告会10场分场活动综述

肯尼斯·格拉特褚君浩 李珂王成录沈卫明

11月5日~6日，2023世界传感器大会主旨报告会
10场分场活动相继举行。传感器领域专家学者、企业高
管会聚一堂，围绕无源无线传感与智能微系统、医疗康复
机器人与智能感知、智能传感器关键材料及元器件等技
术前沿、产业趋势和热点问题共话智慧未来。

其中，国际传感器企业家峰会为首次举办，旨在通过
行业优秀企业主题报告分享，围绕传感器企业关心的发
展趋势，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市场开拓进行探讨交流，推
动传感器行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 孙庆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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