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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AI“隐形冠军”
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居首

“这个产品擅长半导体4-12英寸晶圆的
智能缺陷检测，检测精度高达0.072微米；这
个产品擅长家具板材的智能检测，大于0.1毫
米的‘差池’，系统就会自动提示；这个 DIP
AOI检测设备，一次检测换线耗时10分钟以
内……”走进研发车间，数之联董事长傅彦向
记者介绍道，工业缺陷检测、智能检测装备、
工业AI质检领域大模型是主打领域，其产品
为“中国制造”质检线定制“最强大脑”。

作为一名高校学者，电子科技大学计算
机学院傅彦教授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多年，
转而创业走上科技成果转化之路始于 2012
年。10年后，成都数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数智创新精益科技有限公司为注册在
双流的子公司）入驻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
园），在“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两大方
向发力，自主研发了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基
础设施与软硬一体的高端检测装备，并面向
多个行业提供AI质检全流程系统解决方案。
目前，已逐步实现工业AI质检关键技术的自
主可控，为京东方、天马微电子、维信诺、海

信、TCL、奥特斯、奥瑞金、立讯技术等上百家
智能制造企业提供服务，利用人工智能赋能
先进制造业。

“我们在液晶面板、电视、金属外包装等
工业检测细分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相
关设备已出口到墨西哥、斯洛文尼亚、泰国、
越南等国家。”傅彦透露，目前其主导产品服
务超过100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在新型显示
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80%。

“校地企共建”模式
入驻企业中超40%为成果转化企业

在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数之联这样
的企业不在少数。2012年，双流区与电子科大
签署校地合作协议，采用“校地企共建”模式，

组建成都科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建电子科
大科技园（天府园）。如今，园区聚集科技类企
业超200家，累计实现产值超95亿元。

园区发挥“校地企”模式优势，通过专业
运营，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
核心，发挥“校企地”三方优势，构建起众创空
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完整科技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形成了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链，
持续为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赋能。学校方
面，强化资源支撑，不断输出人才和技术资
源；政府方面，做实要素保障，提供各类政策、
资源、营商环境等支撑；作为专业运营方，以
市场化逻辑开展园区的投建管运，打造科技
创新“新引擎”。

翻开企业名录发现，园内超 40%的企业
为成果转化企业，18家企业由高校、科研院所

成果直接转化而来，65家是高校、科研院所与
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科创企业。

“我们园区经营场所满园率95%以上，基
本实现了‘立园满园’。”园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园建立了包括800多个专家教授团队的
专家库和 3000 余家电子信息类企业的企业
库，运用技术经纪的方式，精准匹配，高效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构建了覆盖人才引育、产学
研服务、中试服务、科技金融、政策扶持、产业
活动、综合保障的七大服务体系，为入驻企业
提供支撑。今年二季度，园区将启动园区三
期建设，争取早日达到在园企业600家、在园
工作2.5万人。预计未来5年，整个园区将全
面建成。

赵雨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佳丽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莫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储
电规模达1.5万千瓦，单日可满足5000户家庭一天的
用电需求……记者9日从青白江区获悉，巨石集团成
都有限公司（简称“巨石成都”）储能项目基地开工。

据悉，巨石储能项目占地约1500平方米，储电
规模达1.5万千瓦。该项目采用峰谷价差套利的盈
利模式，在电价低谷时充电，用电尖峰和高峰时段放
电，每日“两充两放”，实现电能的高效时移，让每一
度电都“物尽其用”。

巨石项目开工标志着青白江区首批10个储能
项目基地全面启动，也意味着全区电网调节能力和
新能源消纳水平将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国网成
都市青白江供电公司针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要求，
联合区经信局，主动对接各产业园区、大型企业及商
业综合体，摸排用电负荷特性，制定个性化储能测算
方案。已先后推动巨石1.5万千瓦、攀成钢1.25万千
瓦等10个储能项目启动建设，协助客户在迎峰度夏
前全面投运。目前，全区储能项目申报总容量超3.5
万千瓦，预计年消纳低谷电量超1000万千瓦时，有
效提升电网运行效率。

储电规模达1.5万千瓦
巨石成都储能项目基地开工

打通AI落地“最后一公里”

“技术如何转化？数据从哪获取？模型
是否最优？”——这些反复困扰AI企业的业务
需求，都能在成都人工智能应用发展公共服
务平台找到答案。

这个由成都产投集团下属成都数据集团
牵头，联合腾讯云、成都超算中心、电子科技大
学等9家单位共建的平台，已聚合算力服务、模
型服务、智能体服务、数据服务、应用服务等全

链条AI能力，可为成都及西部地区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检测、知识产
权、成果转化、人才培训、产业资讯等全方位一
体化服务。走进平台数据资源模块，智慧医疗、
金融风控等约20TB行业数据有序陈列；打开场
景案例库，300余个本土化应用方案可供验证；
算法超市中，内置有数百个算法模型供企业调
用，支持主流AI框架及国产自主可控模型的灵
活接入，切实保障自主安全。“这里能解决从技
术到市场的全链条需求。”纵横股份表示，通过
调用平台开放的无人机遥感数据、算力资源，可
为森防、应急、油气等多种应用场景提供强大的
算法支撑及完备的解决方案支撑。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生态活力。建成以

来，平台促成华西口腔正畸智能辅助诊疗决
策系统、农商银行智能风控平台等30余个标
杆项目。在“揭榜挂帅”专区，政府或企业发
布需求，企业提交方案，平台提供测试环境
——三方共赢的闭环就此形成。

大模型催生“即插即用”智能应用

伴随DeepSeek等大模型的爆发式增长，
平台功能持续进化。今年初上线的智能体模
块，依托国产千亿级参数大模型，为传统产业
开出“低代码转型处方”。在武侯区长寿苑社
区服务中心，AI网格机器人正7×24小时应答
群众咨询。“过去80%重复问题需人工处理，现

在自动推送办事指南，响应速度从2小时提升
至10秒。”网格员点开微信群演示：居民询问社
保办理流程，系统瞬间弹出图文指引。

目前，平台孵化的公文智能助手、招标合
规审查、人力招聘智能画像等21项智能体应
用已正式上线。成都数据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未来，平台还会接入更多智能体插件，依
托AI服务市场和开发工具集，能够为用户提
供数据预处理、特征工程、模型训练、推理加
速、模型微调、服务编排等全流程、全方位的
工具支持。”这些“即插即用”的智能工具，将
大幅提升业务系统二次开发和创新应用的效
率，正成为成都产业“智变”的毛细血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娱乐办公一体
实现1080P高清显示

“这是我们刚刚正式量产上市的新产品
INMO AIR3，配备16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
头，能实现办公+影音娱乐等功能。”影目科
技合伙人、政企业务总裁张星智拿出一款科
技感十足的黑框眼镜展示，佩戴上眼镜后，
各类丰富的软件应用尽数浮现在眼前，如同
立体的3D电脑桌面，只需轻轻滑动手中的
智能“戒指”便可操控软件，浏览视频、学习
单词、听歌、玩游戏……日常所需的娱乐及
办公功能都被容纳在智能眼镜中，让第一次
试戴的人不禁啧啧称奇。

据了解，INMO AIR3产品是全球首个
实现 1080P 高清显示的一体式 AR 眼镜，除
了配备 0.44 英寸 MicroOLED 屏幕，还通过
公司自主研发的 IMAR 光学显示引擎实现
了 150 英寸巨幕级沉浸观感，刷新了目前
AR 眼镜的视效上限。“我们在眼镜内置了
腾讯AR版应用宝，用户可自主下载海量应

用，覆盖办公、观影等多种场景，甚至可以
用语音指令完成点外卖、网上购物、下载文
章等全自动化流程，十分便捷。”张星智介
绍道。

服务世运会
40多种语言实时翻译

6月5日，“科创天府·智汇蓉城”科技赋
能世运场景供需对接活动举行。现场，成都
世运会执委会宣传部（开闭幕式部）与影目
科技进行了签约。影目科技将向成都世运
会的世运村和相关赛区提供AI功能同传翻
译眼镜，为来自世界多个地区的运动员及嘉
宾带来更多硬核黑科技服务体验。

张星智介绍，该产品主打商务级实时翻
译功能，支持40多种语言的同声传译。“佩戴
者可以通过AR镜片实时看到翻译文字。”他
现场演示道，“无论是中文转外语，还是外语
转中文，都能实现无缝对话。”此外，眼镜还
可充当AI助理，内置多款大语言模型，可提
供会议纪要、餐饮推荐等服务。

未来三年
实现销量突破百万台

作为全球仅有的三家能实现一体式空
间显示技术的企业之一，影目科技自去年9
月将总部迁至成都成华区后，迎来高速发
展。“我们选择成都，正是看中了这座城市完
善的数字文创产业链和高效的政企服务。
智能眼镜很可能成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人类
与数字世界交互的下一个核心入口。”张星

智表示，2025年第一季度影目科技的全系列
订单突破10万台，在未来三年实现累计销量
突破100万台，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我们
最近的计划是将依托东郊记忆丰富的工业
遗产资源，筹划打造全国首个AI+XR工业
遗产与文化创意体验中心，将更多科技力量
融入城市的文化旅游场景，探索更多融合创
新的可能性。”

金多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晨迪
成华区供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6月9
日，全球领先的合同研究、开发和生产（CRDMO）服
务公司药明生物位于成都温江高新区的全新微生物
商业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温江作为全省、
全市医药健康产业的主要承载地之一，正深入推进

“立园满园”、打造西部一流的医药健康产业高地，持
续吸引众多前沿生物企业落地，药明生物成都新基地
的建设，将为成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药明生物成都微生物商业化生产基地规划面积
达 95000 平方米，将专注于原液（DS）生产和制剂
（DP）生产，覆盖多肽、抗体片段、质粒DNA、酶、细
胞因子、病毒样颗粒（VLP）等产品的商业化生产。
该基地预计于2026 年底实现GMP投产，届时将配
备15000升的发酵罐，原液年产能可达80-110批次，
未来最大发酵规模可拓展至60000升。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该基地还将落地国内首个双腔冻干制剂生
产线，并配备西林瓶生产线，制剂年产能将超1000
万支，将大幅提升药明生物在全球生物医药商业化
生产领域的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市场对创新生物药
的迫切需求。

成都微生物商业化生产基地将搭载药明生物最
新推出的微生物表达平台，赋能高产量、高质量、高稳
定性和高拓展性的创新生物药的研发和生产。在该
平台的助力下，非单抗重组蛋白产量超过15克/升。
此外，该基地在设计上将实现全厂自动化，注重能源
和可持续性发展，进行绿色工艺优化和碳足迹追踪。

依托成都微生物商业化生产基地的核心优势，
药明生物积极拓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公司
已与维昇药业达成合作，将利用成都基地生产其首
款商业化产品——长效生长激素隆培促生长素，用
于治疗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PGHD），有望为众多
患儿带来新的治疗选择。此外，药明生物还与维瑾
生物达成战略合作，将在药明生物微生物发酵技术
平台开展一系列商业化生产合作。

药明生物在蓉建设
微生物商业化生产基地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Edu-
cationPlus 2025（四川）国际职教大会暨产教融合博
览会将于 6 月 11 日—13 日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举办。据悉，秉持“开放、融合、互动”的理念，大会精
心规划集研讨会、企业展示、洽谈、培训、竞赛为一体
的多元区域，旨在打造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职教交
流盛宴。

据记者了解，这次大会的规模达到 1.2 万平方
米，汇聚了众多特色专区，同期还将举办10余场精
彩纷呈的研讨会、专业培训与激烈竞赛。大会以“发
展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国际化”为核心主题，将整
合优质资源，推动政府、行业、企业与院校之间的深
度交流合作。

在国际成果发布方面，多个国际教育组织和知名
教育联盟到会，发布涵盖国际职教标准、课程体系等
多维度项目遴选成果；头部企业带来人工智能等领域
项目遴选计划，院校可积极申报合作，激励成果转化。

在深化产教融合方面，将汇聚行业头部企业，展
示前沿技术与案例，推动院校、企业对接技术和人才
需求。除此之外，院校成果专区展示职教国际化成
果、产教融合等领域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

国际职教大会暨产教融合博览会
6月11日—13日举行

聚集科技类企业超200家 超40%为成果转化企业

校地企共建 园区含“科”量爆棚

同声传译、会议纪要……

超200家企业供需方案
在这个平台精准对接

几天前，专注于国产科学仪器自主
研发的四川中测仪器入驻电子科技大学
科技园（天府园），与四川民承电子有限
公司成为“邻居”。民承电子入驻园区已
久，在两个月前刚从园区的孵化器“毕
业”，搬到了园内另一栋楼的“新家”。

不远处，“瞪羚企业”数之联车间内，
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来自东南亚
的订单。目前企业ADC系统在面板行业
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第一，累计AI判
图量超40亿，判图准确率达99%，持续地
帮助工厂提升工作效率10倍以上……

在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一个
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再大
步走向海内外市场。

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先导区的成都，在去年完成核心产业规模
突破1000亿元的跨越后，正加快打造全
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

记者9日获悉，成都人工智能应用
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去年3月通过工信部
验收，自正式上线一年来已有超200家
企业发布的700+项需求清单与供给方
案在此精准对接。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上惊艳亮相、在成都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大会上成为全球
代表手中的“香饽饽”、与成都世运会签约……记者9日获悉，落户成华区的四川影目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影目科技）所研发的AI智能眼镜，最近冲上各网络销售平台的“618”AI眼
镜类单品预售榜单。

影目科技去年9月迁址成都后高速发展，跻身全球仅有的三家能实现一体式空间显示
技术的企业行列，产品订单已经排期至今年8月。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有志
向到乡村发展的朋友们，机会来了！9日，新都区面
向全国发布2025年天府粮仓精品区机会清单，涉及
36个项目，旨在寻找发展合伙人，全面提高新都天
府粮仓精品区现代农业水平。

记者在机会清单上看到，此次发布的 36 个项
目，重点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27公里乡村精品旅
游以及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建设三大方面，包括香
城农科现代农业示范园、立体农业种植基地、新都大
粮仓、爱芜耕读园片区等。

“新都区拥有耕地面积27.66万亩，是成都市中心
城区耕地保有量最大的区县，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23.7万亩，精心培育的27公里乡村旅游环线已成型成
势，聚集消费新场景70余处。”据新都区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该区为前来投资的合伙人准备
了一系列政策扶持，“欢迎有志向的人才前来投资兴
业，共享新都天府粮仓精品区发展机遇！”

36个项目寻找发展合伙人
2025年天府粮仓精品区机会清单发布

“成都造”一“镜”搞定

电子科技大学科技园（天府园）。

影目科技公司产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