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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參觀南沙中科宇航產業化基地「北斗女神」講授衛星導航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廣州報道）汽車是人類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也是陸路運輸的重要
一環。「香港青少年廣東灣區科創之旅」23日下午抵達廣
州南沙的首個行程，是到廣汽科技館參觀，了解最前沿的科技
創新成果和未來發展方向。其中，港生們不僅可以看到百公里加
速僅需1.9秒的「中國第一超跑」，更可一睹不久前才宣布首飛
成功的飛行汽車GOVE，充分顯示出中國汽車的無限可能性。
廣汽科技館坐落於廣州市南沙區廣汽豐田東南側近市南大道與
雞谷山路交界處。館內分序廳、動力科技、新能源科技、智能網
聯、責任廣汽及面向未來共六大板塊，分別向觀眾呈現廣汽發展
歷程、廣汽自研動力總成技術、純電平台和電池電機技術、數字
廣汽等，全方位展示廣汽的科技創新成果和未來創新暢想。
參觀期間，港生們認識了多項有關汽車的前沿科技發展，從無
人駕駛、記憶泊車到最新的儲電池系統均一應俱全。負責人介紹
指，未來汽車將實現360度原地調頭、雙向行駛、平移入庫等多
項操作，更可根據用戶的需求制訂車廂功能，意味未來汽車不止
用於代步，還可以是商店、酒店、移動醫院等多種用途的「百變
空間」。

純電超跑百公里加速僅需1.9秒
廣汽科技館內還放有眾多珍貴汽車，包括純電超跑「Hyper

SSR」，強調全程自主設計、自主研究、自主智造，車身採用全
碳纖維外殼，從0加速至100km/h只需1.9秒，最高車速可達到
每小時300公里。
最讓港生們大開眼界的，莫過於飛行汽車GOVE，它具有地
面形式、空中飛行、空地對接三大場景：在路上行駛時，GOVE
是一輛四輪汽車；有需要時GOVE的座艙可以和底盤分離，座
艙可以離地飛行，底盤能以自動駕駛模式就近駛入共享停車場；
降落時，GOVE會在落地前和底盤進行空地對接，重新恢復到
汽車模樣。據了解，GOVE於今年6月26日實現了全球首飛。
理工大學語言科學、翻譯學及言語治療學生蘇曉婷指，GOVE
讓她很感震撼，「疫情前，我記得去過杭州交流，當時那邊剛推
行無人機送餐，怎想到短短幾年就已看到無人機跟汽車互相結合
的科技，覺得特別神奇，也感受到國家發展是如何飛快。」
另一位學員李子楊提到，館內展示的超倍速電池技術，只需充
電5分鐘就可為汽車續航200公里，「其實真的很誇張，尤其現
在任何事情都講效率，日後也許到電站上個廁所，之後就可以繼
續上車滿電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 8月23
日上午，「香港青少年廣東灣區科創之旅」港生們
走進飛亞達計時文化中心，探索時間秘密。香港都
會大學學生麥穎欣分享說，通過了解鐘錶文化、飛
亞達發展歷史和工匠的故事，被它深耕製造業領
域，不忘初心的精神感染，了解到雖然人類在科學
探索的道路上充滿困難，但人類從未停止探索的腳
步，自己也要一路進取，探索不息。
飛亞達計時文化中心為中國鐘錶行業首座集「文

化宣傳、工業旅遊、知識普及」於一體的綜合型展
館，在展館中，港生們參觀了中國自主研發的航天
錶，它們曾三度作為航天計時裝備征戰太空，
已成功躋身世界三大航天錶品牌之列。

2003年，中國首次載人飛船「神舟五號」成功遨
遊太空並返航，當時楊利偉正是佩戴着「飛亞達」
極限系列航空手錶；2005年，極限系列航天手錶全
程隨護「神舟六號」航天員實現長達115小時32分
鐘、行程約325萬公里的太空飛行；2008年，「飛亞
達」航空手錶陪伴着「神舟七號」航天員完成中國第
一次太空行走。
解說員又向同學介紹了手錶各個零件組成以及加
工過程，帶領大家參觀了生產車間及檢測中心，感
受到中國製造的匠心獨具。
交流團又到訪了依託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
究院腦認知與腦疾病研究所建設的光明腦科學技術
產業創新中心。該中心以「需求方出題，科技界答

題」為出發點，圍繞腦科學與類腦智能領域產業轉
化的關鍵痛點，建設腦科學產業共性技術服務平
台，立足大灣區並輻射全國，打造「沿途下蛋+聚
集效應」的產業發展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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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飛亞達深耕製錶 悟進取探索不息

◆港青在廣汽科技館看概念車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訪問團
嘉賓在中科

宇航合影。右
三為徐穎。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寶儀攝

◆飛亞達「航天」手錶。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中國航天發展一日千里，既在登月、探

火等各項太空探索任務中取得重大突破，

同時持續開發各類民用航天技術。近40

名參加由香港文匯報、南方發展研究基金

會主辦，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未來之星同學會」承辦，廣州市南沙區委宣

傳部協辦的「香港青少年廣東灣區科創之旅」的港生，24日來到位於廣州南沙

的中科宇航產業化基地參觀，席間更邀得被譽為「北斗女神」的中國科學

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研究員徐穎，分享北斗系統的原理、歷史和應

用。她分享道，現在正是「大航天時代」的開

端，商業航天跟市民大眾越來越近，鼓

勵港生們多加關注包括北斗系統

在內的國家航天計劃發展，尋求

無限的應用可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廣州報道

未來之星同學會未來之星同學會

�����創科之旅

「我們業內有一句名言：『衛星導航定位
系統的應用，只受制於人們的想像力。』」

徐穎在座談會上分享道，系統所提供的是時間和空
間這種最基本的信息，是物聯網、車聯網等一系列
的基礎，「（時間和空間信息）就像是水和空氣般
的存在，它們的存在感並不強烈，但人們隨時隨地
都在用它。」

現代社會運作離不開「精確授時」
徐穎其後進一步解釋北斗系統的一些常見用途，
最基礎的一例是高精度定位，可以做到一厘米，甚
至是毫米級的精度定位。
她特別向港生們介紹有關「精確授時」的功能，
「北斗系統一個最基本的定位原理叫三球定位，就
是測量我和衛星之間的距離……三個球交匯在一個

點，這個點就是我的位
置」，而要測量人與衛星間的距離，就要通過換算
時間，「透過測量衛星信號到達我的時間，再乘以
光速，就可得到我們的距離。」
由於北斗系統擁有毫米級別的高精度定位能力，
自然計算出來的也是高精度的時間，「很多領域都
能用得上的，例如說電力系統，電力基站之間需要
時間同步，否則可能在用電高峰時間出現區域斷電
情況」，又好比是金融系統，金融結算時間哪怕只
是相差一毫秒，結算金融隨時相差數以千萬元，而
這正是「精確授時」的重要所在。

徐穎又介紹，北斗系統是全球唯一具備通信功能
的衛星導航系統，「其實很早以前，大概是在北斗
二代剛出來的時候，我們在南海的漁船上，就有七
成以上漁民使用北斗的短報文功能。」她解釋，手
機於海上沒有信號，而海事衛星又相當昂貴，「北
斗免費的短報文功能，可以保障漁民的生命安全，
也能讓他們跟家人報個平安。」

北斗短報文功能 救命最後保險
目前，北斗系統的短報文已從昔日的120個漢字限

制，升級至1,000個漢字，更開發出回執功能，讓發
訊者確認對方是否順利收取信息，「當然在非常繁
華的地方，我們未必用得上它，但假如我們有天遇
上一些危險時，它就是我們求救的最後一道生命
線，就跟保險一般，也許一輩子都用不上，但只要
知道它在，就能安心。」

繼續「征天入海」促進地上應用
談到未來發展，徐穎表示，目前衛星導航定位已
解決了室外95%以上的導航定位問題，但還有如室
內、水下、深空等問題尚待解決，因此未來必然會
有更多新的發展。
徐穎又特別引用了國家「衛星之父」孫家棟的一
番話：「我們要把北斗建成一個天上好用，地上用
好的系統。」她堅信北斗現在已是一個天上好用的
系統，但如何在地上把它用好，「這不止是北斗建
設者要考慮的問題，也是每一個行業的用戶，每一
個政策制定者，以及大眾都要更好了解。」她鼓勵
在座同學多關注國家航天事業發展，更好地促進相
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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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帥誠廣州報道）
站在廣州港智控大廈向前看，眼前的碼頭一片繁忙
景象：紅色橋吊像鋼鐵巨人般林立，一輛輛應用北
斗導航無人駕駛智能導引車來回穿梭，只要貨船靠
港，自動化設備就會將貨物從貨船上卸下，然後將
其運輸到指定的位置。整潔安靜的工作環境，幾乎
看不到現場工作人員的全自動化操作。廣州港南沙
港區四期自動化碼頭，令參加是次「香港青少年
廣東灣區科創之旅」的港生們眼界大開，更為祖
國科技發展感到自豪和驕傲。

高科技集一體 創91項專利
廣州港南沙港區四期全自動化碼頭是我國首
例由國內科技力量聯手打造的全自動化集裝箱碼
頭，建有4個10萬噸級海輪泊位及配套集裝箱駁
船泊位。集北斗導航、5G通訊、人工智能、無
人駕駛等前沿技術於一體，從自動化設備硬件到
信息化系統採用全新一代自動化集裝箱碼頭技術
路線，創造了91項專利，其中發明專利33項。
「我還以為像香港葵涌貨櫃碼頭一樣，需要

很多人手，此前我不能想像有那麼多的高科技，完
全改變了我對傳統碼頭運作印象。對我來說，這就
是一個夢想中的理想碼頭，大量應用自動化、智能
化的技術，而且全部都是內地研發，可與海外先進
技術媲美。」就讀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社工學士的鄭
信成說。
他不僅關注碼頭自動化前沿技術應用，就連投資

規模、建設時間，甚至是招聘員工的學歷門檻等都
一一探問。當得知該碼頭投資高達70億元人民幣，
僅花了五六年時間就有今天的規模，令他和其他港
生們都感到不可思議，「漲見識了！」

工人專業 顛覆「搬搬抬抬」印象
當知道維修保養及技術人員至少要求是內地
985院校畢業生，就連普通技術工人也需要經過
至少3年的專業培訓時，香港大學學生李潔鈴直
說顛覆自己對碼頭工人「搬搬抬抬」的想像。
李潔鈴說，「全自動化碼頭在香港很難看到，
香港還是人手為主。」鄭信成也說，無論是5G
技術還是物聯網技術等，其應用都還在起步階
段，仍在尋找實際應用場景，而內地的智能化
應用已經深入到生產生活眾多方面，這些都值
得香港關注和學習。
看到內地科技在生產領域廣泛應用，港青都
紛紛表示，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前景和選擇實在
多，希望未來能結合自己的專業優勢，在內地
尋找到適合的就業創業空間。

打卡自動化碼頭 感受國家科創力

◆港青在碼頭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港青參觀中科宇航展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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