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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服务“北转型”战略，打造科创中心主阵地

牢牢抓住“种子选手”，率先占据产业链制高点，加快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抓机遇布局新产业 谋未来开辟新赛道

视比特机器人上海研发总部不久前在位于宝山区的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成立。(受访者供图)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王嘉旖

上海中心城区的世界首条35千伏公

里级超导电缆“服役”将满一年。该电缆

顺利通过夏季供电高峰的严峻考验，为

周边4万余户居民提供了稳定用电保障。

少有人知，这条特殊电缆产自宝山

区。上海国际超导科技有限公司是宝山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一家超导电缆企

业，也是这根电缆背后的科研团队。它

凝结了无数人的心血，“二十年就专注做

了这一件事”。

数据显示，在35千伏的设计电压

下，一根超导电缆能输送超过2000安培

的大电流，相当于一根超导电缆代替6

到9根传统电缆。

节省电缆，更节省空间。传统电缆

布管时，彼此需保持一定间距。超导电

缆没有这一困扰。剖开电缆，人们能清

晰看到上海独创的“三色圆珠笔”结构，

三股相互绝缘的超导线缆毗邻排列。

“这样一来，能大大减少对城市地下

空间的损耗，还无污染、没有电磁辐射。”

张喜泽这样描述超导电缆的优势。工程

师们还能通过数字监控实时判断管网状

态，确保运维安全。关键时期，这根“上

海产”超导电缆所拥有的稳定高效的输

电能力，将成为维持这座超大城市运转

的重要保障。

张喜泽期待更多人能关注到，这背

后是对某项关键部件数十年如一日的攻

坚。“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长达数

十年的技术积累，由量变引起质变。”

这根超导电缆的诞生，离不开宝山

区对新材料产业的积极谋布。六年前，

宝山新材料产业示范基地正式批复成

立。从前沿新材料、先进基础材料到关

键战略材料……这些产业链高端核心领

域，都成了基地重点攻克的技术难关。

啃下“硬骨头”，关键是弄清产业链

的堵点、痛点。基于产业特性，新材料企

业对中试放大平台的需求旺盛。“新材料

的特点是波动性大，只有经过中试稳定

性的考验，才能让市场投资人看到价

值，”宝山区经委相关负责人这样注解。

为此，宝山区布局了一系列功能型

服务平台，发动了不少在地央企、市属国

企“二次创业”。复旦科创中心，就是由

宝武旗下不锈钢地块蝶变而来，如今已

吸引集聚了一批重量级项目进驻。

回到这根超导电缆，其诞生过程不

乏在地央企的身影。在公里级示范线建

成前，上海超导研究团队在宝武建设了

一条50米长的超导输电线。稳定运行

三年以上，这条试验线扛住了电流波动

考验，更积累下了关键运行数据。

完善的产业服务、包容的产业生态，

让新材料产业渐渐成为宝山区战略新兴

产业中的一个撒手锏。去年，该区先进新

材料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200家，

实现总产值815亿元，同比增长约20%，

比重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32%。

下一步，抢抓“北转型”机遇，宝山区

还将积极拓宽发展扇面，聚焦石墨烯等

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联动，积极筹建长

三角新材料领域科技园联盟等。“十四

五”期间，宝山区将力争新材料产业规模

突破1500亿元。

新材料：产业规模力争突破1500亿元

产业投资总额

今年1-7月达81.08亿元，

同比增长12.2%
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

今年1-7月占比达26.8%，同比增3.2%

环上大科技园

开园来累计落地企业276家，
转化科技成果53项

酷炫火热的“元宇宙”，讲求精度
效率的制造业，看似不搭，也可能火花
四溅。

我们团队就扎根在上海机器人产
业园，离顾村公园很近。“元宇宙”的故事
或许还有些遥远，更现实的是借用各类
手段，为制造业生产增添“安全砝码”。

虽然大家对我们团队的名字或许
陌生，但我们的应用已拓展至南海深
处。由我们设计制造的传感器，24小
时记录着深海石油开采平台导管架的
各类数据，并实时回传。一旦发现异
常情况，便立刻介入解决，确保平台正
常运转。

钻井平台、船厂、港口……虽然成
立不足4年，但我们的创业团队已成
功跻身细分赛道的全国前列。

其中一个比较广泛的应用场景是
船厂，所瞄准的重点环节是吊装。这
个动作看似简单，实操起来却有难
度。工作人员不仅要操纵百吨级的龙
门吊，还要确保精度符合要求，差1厘
米也不行。

为确保吊装时的平衡感，起吊师
傅要进行精准的力学分析。这种平衡

感，全靠经验积累。成百上千次的失
败，才能培养出一名成熟的吊装工人。

一边是需要时间才能养成的手
感，另一边却是追求“零误差”的生产
车间。基于这两者的需求差，我们开
始以数字孪生仿真技术切入高校培训
领域。现实中，每条船的要求不一样，
迭代速度特别快。以安全吊装为例，
关键吊点很难把握。我们就靠着数据
模型设计安全吊点，确保工人在吊装时
船体不发生倾斜或吊绳断裂。

让学生们毕业后能更快适应船厂
工作，我们还开发了VR交互式实训软
件。戴上相关设备后，学生们就成了
船厂中的“数字人”，沉浸式体验吊装
等高难度环节。学生们能依靠数据精
准把握吊点。每次失败，都能积累经
验，成功的记忆也将转化到应用中。

瞄准工业领域开发工具只是我们
的第一步。未来，我们还想打造一款
真正国产化的工业信息化软件。虽然
前路漫漫，但我认为这件事总要有人
去做。希望能早日开发出我们期待的
应 用 软 件 ，助 力 抢 占 创 新 高 地 。

（口述者为志鹏科技创始人）

秦佳俊

工业元宇宙应用“火花四溅”

上海创新型疫苗科技园揭牌、美迪

西北上海生物医药研发创新产业基地项

目开工……今年国庆前夕，北上海生物

医药产业园喜讯连连。

放眼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激

烈。其中，疫苗产业因发展势头迅猛、市

场前景广阔而备受瞩目。宝山区积极切

入这一细分赛道，牢牢抓住“种子选手”，

抢先成势，率先占据产业链制高点。

加快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对承

担“北转型”重任的宝山区来说，意味着

要以更高站位、全局谋布，牢牢掌握决定

城市未来发展的新产业、新赛道。

积淀数十年的工业基础，是宝山区

“再出发”的珍贵财富。工业制造积淀下的

硬实力，能叠加生物医药，冲刺疫苗新赛

道；能结合新材料，发力前沿战略新优势；

还能接驳数字，开辟工业元宇宙新场景。

从产业对接、金融服务到人才安居，

围绕更精更优的“政策服务包”，宝山区

正全方位发力，以期更好留住产业、留住

人才，为区域发展蓄积磅礴新动能。

企业“拎包入住”，紧抓发
展黄金期

聚人气、聚产业，离不开包容的创新

生态。宝山区相关园区精心研磨了诸多

定制方案，让生物医药企业“拎包入住”，

不必因等待厂房建设，错过了企业发展

的黄金期。

相较普通厂房，生物医药企业的实

验室、生产车间对温度、湿度要求更精

细，“差1℃都不行”。

以宝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例，已

储备近1000亩土地，定向用于疫苗产业

发展。宝山药谷、北郊未来产业园、天瑞

金MAX等园区也将作为重要载体。一

位企业代表在参观园区后感慨，“带着发

酵罐就能来生产”。

而在宝山药谷，每栋楼更采取蒸汽

直供模式，从加热注射用水到灭活细胞

病毒，生物医药企业将实现降本增效。

再如，考虑到部分研发设备较为庞大，厂

房在建设之初就放宽柱体间距，企业进

驻后不必“二次装修”。

布局研发底座，孵化更多
“创新药”

做优创新生态的同时，宝山区在发力

疫苗细分赛道时，也聚焦布局研发底座。

“在生物医药领域，只有建立完善基础平

台，才能催生更多新药疫苗。”宝山区相关

负责人目光长远，他们瞄准的不是单个产

品的突破，而是一连串创新成果。

艾博生物，上海创新型疫苗科技园

的入驻企业之一。其王牌产品就是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mRNA技术平台。借助

该平台，企业不仅能研发出mRNA疫苗，

还有望产出多款针对罕见遗传疾病的创

新药。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mRNA技术如今

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专家预判，这项技

术或许会给疾病治疗带来重大变革。

同样是搭建平台，在北上海生物医

药产业园布局研发创新载体的美迪西，

瞄准的则是小分子化学药和生物药研发

综合平台、AI指导的药物设计与合成平

台等。

结合区域转型，挖掘更多
赛道潜力

不仅是疫苗，生物医药领域还有不

少值得挖掘开辟的细分赛道。结合自身

优势，南大智慧城选择了有着“第三次生

物技术革命”之称的合成生物学。

作为上海五大重点转型区域之一，

占地面积约6.3平方公里的南大智慧城，

一年多来已引进落地企业300余家。依

托安扎于此的上海首个合成生物产业

园，吉态来博等一批头部企业纷至沓来。

“这是个不可错过的万亿级市场，”

在相关负责人看来，合成生物的应用前

景广阔，不仅能支撑生物医药研发，还能

服务于食品、农产品等诸多领域。

生物医药：企业“拎包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