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车是众多上海车主的头等难题。 对一些人来说，
问题就是商机。 2015 年 ，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的停车需

求 ， 华 东 理 工 大 学 MBA 学 生 付 营 之 成 立 了 “享 泊 科

技”。 仅一年， 团队就在互联网停车领域成功推出面向

多种停车场景的迭代停车软件。
近三年， 享泊公司已由创立之初主攻的互联网停车

业务， 发展到了涉及无人值守智能停车业务、 互联网停

车业务、 人工智能车辆识别与电子支付业务、 物联网智

能停车设备业务等多个板块。 付营之团队研发的 “人工

智能无人值守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将在 2017 年工博会

高校展区中亮相。

“停车软件” 不少， 真正管用的却不多

2015 年被称为 “互联网停车元年”， 相关创业项目

层出不穷。 最初涉足停车市场， 不少风投一听付营之团

队要做的是一款智能停车软件 ， 直接表示 “不看好 ”。
因为， 停车市场早已被众多互联网企业占位。

但付营之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车主能够实时掌握

各个停车场的动态， 那么停车的效率就能大大增加。 但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第三方停车软件都无法做到线上预定

车位。” 于是付营之团队在做第 3 次的产品迭代时直接

上门找到各个停车场， 车主可以线上预定车位， 并由保

安来引导并享受停车服务。
实际推广过程中， 付营之却发现， 通过 App 引流带

来停车费收益增加并不能打动物业， 管理才是最大的难

题。 为了解决停车场的痛点， 付营之团队曾寻找并尝试

了多种较轻资产的模式， 也尝试了与合作伙伴的多种合

作模式， 但效果都不太理想。 最后， 付营之只能在保证

尽量轻资产的模式下， 尝试与校友合作研发创新的无线

网络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经过一遍遍的测试， 8 个月后，
享泊的智能硬件发布并正式投入使用。

大胆试错， 探索永无止境

任何创业过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 付营之也不例

外。 在向公共停车场推广系统时， 付营之团队首次碰到

了有棱角的 “石头”。 和社区停车场不一样， 公共停车

场具有运营性质， 基本配备了车牌识别和计费系统， 所

以这套系统对他们的吸引力并不大。
付营之换了个思路。 “先做好社区业务， 再让公共

停车场反向找我们 ， 这是一种可以期待的合作模式 。”
2016 年， 付营之团队在智慧社区业务上尝到创新方案的

甜头。 享泊自主研发的方案优势明显并且成本低廉， 因

此付营之决定增加智能停车方案的销售业务以弥补互联

网业务上的亏损， 继续进行互联网停车业务的迭代。
然而， 虽然业务趋好， 技术优势也较为明显， 但是

付营之遭遇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次资金链紧张。 经过 2
个月的集中融资， 加上之前洽谈的近百次融资活动， 最

终在多方努力下， 享泊公司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立足 “无人值守智能停车” 占领市场

一般企业获得融资之后往往会快速扩大规模， 但是

付营之却准备进行一次人员调整 ， 以降低公司运营成

本。 享泊公司在创业过程中， 通过 12 次产品迭代， 积

累下大量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 这些核心竞争力如果都放在一家公司中， 很

有可能会出现让团队找不到北 、 失去核心的情况 。 因

此， 付营之决定分拆公司的业务， 做到一家公司只保留

一块核心业务， 那就是 “无人值守智能停车”。
从享泊交付的第一个无人值守的酒店智能停车场，

到第一个无人值守的园区智能停车场， 再到第一个无人

值守的社区智能停车场……享泊正在交付越来越多的无

人值守智能停车场验证着自己真正的市场定位。
互联网停车业务是付营之进入停车行业创业的初

衷。 他说， 无论经过多少磨难， 只要市场还存在， 只要

停车难题还没有被有效解决， 那么他的团队将会不遗余

力地在互联网停车业务上继续探索。 （文/刘禹 付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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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灭火器， 人们 “脑补” 的大多是红色铁罐这个

“熟面孔”。 即将于 11 月 7 日开幕的第 19 届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高校展区上， 东华大学师生团队展示的一款声

波灭火器可让观众大开眼界。

声音， 确实能灭火

一个直径 14 厘米的荧光绿腔体只需对准火盆 （直

径 40 厘米） 中的火源， 轻按电源开关， 该设备便会发

出低频声波， 在 1-2 秒内迅速熄灭火源， 这就是东华大

学师生团队设计研发的声波灭火器。 这一利用声音能量

进行物理灭火的新型灭火设备前不久刚刚摘得第三届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全国总决赛铜奖。
该项目指导教师东华大学信息学院高级工程师官洪

运介绍， 这款声波灭火器主要由 3D 打印技术的伸缩式

声腔、 声波发生器和功率放大器三部分组成， 采用锂电

池供电， 清洁无污染， 不会在灭火时和灭火后造成任何

环境污染和破坏 ， 对人体也没有影响 ， 和以干粉 、 泡

沫、 二氧化碳等为介质的传统灭火器相比其优势明显。

创新， 从挑战不可能开始

“声音能灭火么？” 在实验中， 首次捕捉到燃烧有声

音的官洪运老师向同学们抛出了这个问题。 通过热烈讨

论， 大家很快分析出利用低频声波能量能够破坏火焰稳

定性的初步判断。 随后， 信息学院 2014 级研究生路昊当

起了挑战项目负责人， 他也是声波灭火器的发明人。
在学校团委和就业服务中心老师的帮助下， 路昊很

快从信息、 机械、 化工生物和理学院召集到多名研究生

组成跨学科研究团队。 从摸透声音灭火的理论机理到设

计模型 、 实验方案等 ， 十多位成员齐心协力 、 各显所

长， 从起初试验灭蜡烛、 酒精灯的火焰到灭汽油燃烧的

火焰 ， 声波灭火器的各项性能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被完

善、 优化， 最终达到用声波进行物理灭火的预期效果。
当被问及声波灭火器的工作原理时， 路昊介绍说，

声波可通过自身机械能产生振动， 改变火焰所在区域的

空气压力和温度， 进而降低可燃物周围的氧气浓度、 空

气压力和反应物温度， 通过循环的机械运动持续抑制火

焰燃烧， 打破燃烧链式反应， 最终实现灭火。

把研究瞄准在需求上

火灾是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灾害之

一。 现有的灭火器种类大多需要灌装干粉、 卤代烷等不

同类型的灭火介质， 介质受有效期限制， 需定期更换，
灭火过程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和伤害。

相比之下， 声波灭火器 “与声俱来” 的优点着实可

圈可点。 环保方面尤为值得一提， 其使用过程无需灭火

介质， 只要有空气就能形成声腔振动开始工作， 灭火过

程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此外， 作为全电子结构设计的灭

火器， 操作简易， 使用寿命被大大延长， 平均成本低。
2 公斤重的轻便身材， 让它的使用和存放都变得更为简

便安全， 也为今后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做好了准备。
官洪运说， 集合了如此多优点的声波灭火器适用于

汽油、 煤油、 沥青、 石蜡等 B 类火灾， 特别在博物馆、
实验室、 坦克、 潜艇、 危险化学品仓库等高度封闭的空

间场所， 以及贵重精密物品灭火上能一展 “身手”。 它

也是场馆展示 、 幼儿灭火教学及消防宣传工具的新选

择。 由于重量轻， 声波灭火器便于消防机器人、 消防无

人机等携带， 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文/孙庆华）

无人机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然而， 目

前市面上的无人机主要采用聚合物锂离子电 池 作 为 能

源， 续航能力多为 20-35 分钟， 充电时间却超过了一小

时， 质量比较重， 远远达不到多领域专业应用与要求。
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丁文江院士团队历经

五年科研攻关， 研发设计制造出了无人机专用高能轻量

化空冷氢氧燃料电池系统 ， 实现无人机续航时间从 20
分钟到 120 分钟的飞跃。 这种氢氧燃料电池也将推动无

人机各个系统的创新， 为工业无人机成为真正长时间待

机的智能终端提供了多种可能。

“高能” 电池充电几分钟续航两小时

据了解， 目前市面上的无人机主要采用聚合物锂离

子电池作为能源， 续航能力一般在 20-35 分钟左右， 但

充电时间却超过了一小时 ， 这成为限制 无 人 机 发 展 的

“阿喀琉斯之踵”。 如何突破无人机电池的续航能力瓶颈，
成了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丁文江院士领衔的科

研团队力求解决的头号问题。
据团队科研人员介绍， 氢燃料电池比锂离子电池在

安全性、 环境友好、 功率密度以及长续航能力方面都具

有显著优势。 同时， 由于燃料电池的主要燃料为氢， 其

反应产物仅为水， 从根本上消除了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

排放。 “我们设计制造的高能轻量化燃料电池系统， 可

以使无人机续航时间从 20 分钟达到 120 分钟以上， 而且

系统很稳定。” 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丁文江院士

团队的科研人员介绍说。

五年 “大瘦身”， 电池轻松 “飞” 起来

续航问题解决了， 团队要攻克传统燃料电池 “又大

又重” 的新问题。 据了解， 燃料电池主要由具有电催化

剂的膜电极和带有气体流动通道的双极板组成， 想要减

轻电池重量， 首先要为这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减肥”。
“目前燃料电池双极板的主要材料是石墨， 有良好

的抗腐蚀性和导电性， 厚度约为 5mm 以提升石墨强度。
若用金属薄板来代替， 厚度降下来了， 但不耐腐蚀。 团

队科研人员采用了轻型石墨金属的复合双极板， 综合了

石墨和金属的优点， 以轻型石墨为双极板抗腐蚀性单元，
金属为双极板主要受力单元， 既保证了电池的性能， 又

成功帮助电池 “瘦身”。
科研人员还将电催化剂的膜电极中的电催化剂由实

心颗粒结构转变为核壳结构， 提高了催化剂的有效接触

面积， 使其催化活性提高至三倍， 从而制备出了高效率

的燃料电池膜电极， 使电池又轻又 “高能”。

跨学科合作推动无人机应用革命

燃料电池是一个系统工程， 科研团队建设整合了上

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信工程学院

和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等研发资源， 还吸收产业链相关

企业具有丰富产品研发经验的人员， 共同完成无人机用

高能轻量化燃料电池系统的研发攻关。
“我们在这款高能轻量化燃料电池系统原型机基础

上， 已经在闵行成立了燃料电池产业化载体， 未来能针

对不同无人机应用场景需求， 开发各类无人机用燃料电

池系列产品。” 科研人员表示， 高能轻量化燃料电池应用

于无人机之后， 会引发无人机应用场景的质变和量变。
燃料电池也将推动无人机其他系统的创新： 无人机

航时的延长， 任务半径变大， 要求无人机的飞行控制、
数据链传输就必须变得更远更精确；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的寿命很长， 从而也对无人机的机身、 电机、 电调等等

的耐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燃料电池为无人机成为真

正的长时间待机的智能终端提供了多种可能。
据调查， 2018 年是工业无人机的应用爆发点， 市场

潜力巨大， 随着燃料电池续航能力和质量稳定性的突破，
还可广泛应用于便携电源、 备用电源、 专用车辆电源、
分布式供电系统等多个领域， 极大推动 “氢能社会” 的

绿色革命进程！ （文/思源）

动物源食品中兽药残余 对 人 体 的 危 害 不 容 忽 视 ，
但现有的检测技术无法实现对动物组织 （如肉、 动物内

脏 ） 等样品中兽药残留量的直接测定 。 为满足检测需

求， 须在测定前对动物组织样品进行提取、 净化等一系

列前处理。 复旦大学药学院李嫣团队研发的一种检测动

物组织中兽药残留量的前处理方法即将亮相 2017 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 这支由五名女科研人员组成的 “娘子

军团” 对前处理方法的创新探索， 将兽药残留检测的速

度、 准确度和灵敏度推进了一大步。

关注食品安全， 步步探索创新

“现在几乎人人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 长期食用兽

药残留的食品， 会造成兽药在人体内蓄积， 引起各种组

织器官病变， 甚至癌变。” 李嫣表示： “我们做分析的，
很自然地对兽药残留的分析方法比较感兴趣。”

对动物组织样品的前处理方法不但决定了最后分析

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同时往往是整个分析过程中步

骤最为繁琐、 耗时最多的部分， 已成为阻碍兽药残留快

速检测的瓶颈。 李嫣团队的创新， 便是解决动物组织样

品前处理过程中的两大难点问题。
首先， 药物残留在动物组织里， 如何将其快速提取？

传统的提取方法中， 加入蛋白酶可使药物和组织中的蛋

白分离， 但酶解时间需要 6 至 8 小时， 耗时较长。 李嫣

团队采用微波辅助酶解， 将酶解时长缩短至几分钟。
样品的净化和对目标兽药分子的富集是另一大难点。

由于禽畜产品本身含有大量脂肪、 蛋白、 多糖、 矿物质

等内源性物质， 且兽药残留量一般较低， 因此在进行分

离检测前， 必须有效去除禽畜产品中内源物质干扰并对

目标兽药分子进行富集使之达到仪器的检测限。 李嫣团

队在这一过程用到的 “法宝” 就是磁性纳米介孔复合材

料。 通过介孔的体积排阻效应， 将生物样品中的蛋白质

等大分子干扰物排阻在外； 通过介孔内壁修饰的官能团

选择性吸附目标小分子； 同时材料的高顺磁性又使其能

在外加磁场中的情况下迅速地从所处的基质中分离出来，
从而大大地简化样品前处理步骤， 缩短分析时间， 还有

助于建立自动化分析流程从而满足高通量分析的需求。

科研娘子军， 小身材大能量

这一前处理方法的探索创新， 来自一支由五名女科

研人员组成的 “娘子军团”， 由李嫣和她带领的三名硕

士生、 一名博士生组成。 李嫣表示： “我们团队都是女

孩子， 经常在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 但大家从不叫苦。”
在研究阶段， 即使是暑期， 团队成员也总共只有两周的

休息时间， 其余时间都奉献给了科研。
研究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 最大的瓶颈是磁性纳米

介孔复合材料的合成。 “一开始查阅文献后有了基础，
觉得按照这个方法一定能合成出来， 但是实际上按照设

计的方案执行可能做出来结果并不是很好， 那就要一步

一步地再去找原因、 再重新试， 不是想象中那么一帆风

顺的。” 李嫣笑着提起这段坎坷的研究历程。

寻求转化机遇， 造福大众市场

目前， 这种前处理方法已获得了专利， 如何从实验

室走向实际应用是摆在面前的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有

专利了， 但是靠我们自己要把它做成产业化还不太现实。
我们希望尽快实现成果转化 ， 让它能到市场上发挥作

用。” 这是李嫣团队的心声。
现有方法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较高， 实验者必须具

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而实际应用者多半不符合标准。 因

此， 李嫣团队思考如何让操作进一步简化， 让它更适合

市场应用。 “接下来， 我们会探索怎样让它进一步自动

化。” 李嫣更愿意把现有研究称作 “阶段性成果”， 未来，
除了探索进一步自动化的同时， 也要对成本进行考量。

“食品安全问题与公众息息相关。” 此次李嫣团队参

加工博会， 希望向大众推广， 并寻找转化机会， 让这一

前处理方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造福大众。 （文/许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强化基础研究，
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 引领性原创成果

重大突破。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 拓展实

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突出关键共性技

术、 前沿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 颠

覆性技术创新， 为建设科技强国、 质量

强国、 航天强国、 网络强国、 交通强国、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基于此， 第 19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是一次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和分

享， 更是对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关键词： “顶天立地”
近 年 来 ， 上 海 全 面 实 施 “高 峰 ”

“高原” 学科建设计划， 为高校 “双一

流” 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在紧密对接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入推进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过程中，
上海各高校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创

新成果， 通过工博会这个载体向社会各

界进行展示辐射， 并不断实现科技成果

转化， 成绩喜人。
本 届 工 博 会 以 “创 新 、 智 能 、 绿

色” 为主题， 将于 11 月 7-11 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 (上海 ) 举 行 。 届 时 ,来 自 68
所 高 校 的 740 余 项 科 技 项 目 将 登 台 亮

相。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高校展区呈现

的科技成果 “分量不轻” ———参展项目

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国家技术发明

奖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技术发明一

等奖以上的重大技术成果共 60 余项。
今年参展的 68 所海内外高校中， 上

海高校包含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部属高校和

本地所有理工类高校； 清华大学、 北京

大学、 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 武汉大学

等不少外省市知名高校也将来参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 这些学校的科

研 创 新 实 力 代 表 了 中 国 高 校 的 最 高 水

平。” 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陆

震表示， “明年德国、 以色列等更多境

外高校也有望参展。”

今 年 高 校 参 展 项 目 或 “顶 天 ” 或

“立地”， 充分体现了其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的能力和服务社会改善民生的实力。

关键词： 重大创新
今年高校参展项目中， 不乏有在行

业领域内领跑、 体现产业发展新动能的

重大创新项目。 如同济大学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的 “航天重大工程的遥感空

间信息可信度理论与关键技术”， 形成了

自主知识产权的面向重大航天工程和相

关行业空间数据质量控制技术新体系，
实现了嫦娥探月、 载人航天和测绘卫星

等航天工程中遥感空间信息可信度保障

的重大创新； 华南理工大学的 “复杂表

面热功能结构形貌特征设计与可控制造

关键技术”， 在管壳式换热器、 冷暖空调

及半导体照明三大领域应用， 推动了多

个相关行业节能技术进步， 成功解决了

高铁核心 IGBT 芯片、 中国航天卫星数据

处理系统及相控阵天线等热控难题； 大

连理工大学的 “大型结构光纤传感监测

关键技术及其同步采集装备”， 已在国内

外几十项重大工程中应用， 提高了工程

的安全性和适用性， 降低结构的运营和

维护成本； 南京工业大学的 “基于微流

场反应技术的生物基无毒增塑剂及衍生

物连续绿色制造” 项目， 在国际上率先

实现微流场反应技术的规模化工程应用，
构建了国内唯一稳定生产质量达到国际

标准的 ATBC 技术， 产品在国内外三十

余家企业获得应用， 经济效益可观， 还

推动了增塑剂产业的无毒化转型升级。

关键词： 智能环保
高校展区紧扣工博会主题， 体现高

校 “智能、 绿色” 的创新理念， 如复旦

大学的 “智能服务机器人”， 创新性地

从类人视听觉机理的仿生研究出发， 开

拓了机器人在自主开放的方式下通过学

习达到心智发育的可能， 并实现了智能

服务机器人技术产业化落地， 在家教、
汽车、 家电和食品饮料等行业打开了市

场； 南京大学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的 “基于纳米复合材料的重金属废水深

度处理与资源回用新技术”， 有效解决

了应用单位节能减排的难题， 提升了清

洁生产的水平，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重要支撑， 也为相关区域的水质安全

与重金属污染防治作出了贡献； 厦门大

学的 “农业废弃物清洁水解制备柴油代

用燃料联产化学品关键技术” 已达到示

范生产技术水平， 采用低成本的一锅醇

解法、 新型萃取—助溶剂—精馏耦合技

术解决了目前产业化过程中分离难、 成

本高的瓶颈问题。

关键词： 贴近民生
工博会高校展区一直都注重展示贴

近民生、 重视民生导向新变化的科技创

新项目， 体现科技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如北京工业大学的 “多元氢混合燃料汽

车”， 具有很好的环境适应性， 能够在

低温、 高温及高原条件下正常运行， 预

计年内可以投入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的

“多维高分辨率数字病理扫描仪”， 从技

术上打破了此类仪器由国外厂商垄断的

现状， 将推动国内高端显微扫描仪产品

的市场发展， 目前已在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上海） 和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试用，
获得了良好的反馈；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

“灸 法 治 疗 肠 腑 病 症 的 技 术 与 临 床 应

用 ”， 创新 地 提 出 了 艾 灸 “温 养 脾 胃 ，
调和肠腑气血” 的治疗学观点， 已在全

国 18 个省市推广应用， 成为防治肠腑

病症的有效方法。 （文/张怡）

一批高校创新成果将亮相工博会

【复旦大学】

兽药残留检测有了新办法，
食品安全又多一道新屏障

【东华大学】

声音能灭火？ 这款 “神器”
让人眼界大开

【华东理工大学】

解决停车难题， 无人值守智
能停车系统显身手

【上海交通大学】

突破锂电池瓶颈，
续航超过两小时

李嫣在做实验 （杨欣 摄）

声波灭火器灭火的演示实验资料图

研究人员在对燃料电池进行测试

2017 年付营之参加全国双创周芬兰全球 slush 创新大赛

对接国家战略， 瞄准世界前沿， 彰显内涵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