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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轨道交通 23号线又有好消息
华东师范大学站—紫竹高新区站

区间盾构施工正式启动

区区领领导导调调研研可可口口可可乐乐饮饮料料（（上上海海））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区领导调研紫竹智能航电孵化器 “核铸未来”科普巡展走进上海校园
千名学子共探清洁能源奥秘

近日，中广核“核铸未来”清洁能
源科普巡展上海站先后走进上海市闵
行区吴泾实验小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附
属紫竹小学， 为两校逾千名师生带来
一场集知识性、 趣味性与互动性于一
体的科普盛宴。 通过科普讲座、互动实
验、AR体验等多元形式， 让学生们在
动手实践中学习清洁能源知识， 感受
科技魅力。

活动伊始， 中广核数科的工程师
带来干货满满的科普小课堂， 带领学
生们了解双碳目标和减少碳排放的必
要性，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核能发电的
原理、核能发展历程、核电的安全性。
学生们不仅认识了我国自主三代核电
技术“华龙一号”，还了解到守护核电
站安全的“神经中枢”和睦系统。 在问
答环节中，现场争先抢答，气氛热烈。

“哇，原来核电站的工作环境长这
样，”在科普市集的核电站 AR 眼镜体
验区，一名学生戴上 AR 眼镜，忍不住
伸手“触摸”眼前的画面，“这么多按

钮和设备， 都在控制着核电站的安全
运行，太神奇了！ ”

此外， 现场十余个互动展项让学
生们在游戏中解锁新知识：在“选址
大闯关” 了解核电站建设的条件；在
“辐射大比拼”正确认识辐射；在“核
电安全盾”巩固科普讲座学到的核电
站的三道屏障和三个回路的知识；在
“核电建造师” 拼装 “华龙一号”模
型，领悟大国重器之精妙；在“光伏动
力坊”“旋转发电站” 协作搭建太阳
能小车、迷你风机模型，实践清洁能源
应用。

6月 24日，闵行区副区长谭
瑞琮带队走访紫竹智能航电孵
化器，深入了解孵化器发展现状
及未来规划，推动孵化器高质量
发展。 区科委陪同调研，紫竹高
新区常务副总、产业生态总设计
师夏光出席调研。

谭瑞琮一行实地走访了孵
化器核心功能区，参观了孵化器
展厅、实验室、测试平台，走访了
两家具有代表性的入驻企业，深
度了解科创企业攻关与成长脉
络并开展座谈交流。

紫竹智能航电孵化器依托
紫竹高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
电子等产业集群势能，联合中国商
飞、 中航机载、 上海交大等世界
500强企业及重点高校，铸就“人
才科技＋机制创新＋航空基因”
智能航电孵化根基，构建智能航电
产业“龙头企业 +高校院所 +科
创平台”的产研共融闭环。

孵化器由紫竹智能航电高
质量孵化器建设委员会成员、
紫竹投资孵化生态首席架构师
刘宇锋以及中航工业飞控系统
特级技术专家、 一飞院首席科
学家、 副总设计师高亚奎作为

技术带头人， 搭建涵盖概念验
证、孵化服务、技术转移、战略
合作、 投资促进五大专业化平
台，从创新策源的精准遴选、概
念验证、实验室测试、前沿孵化
到紫竹系 20 亿规模产业基金
投孵联动，至深度产业赋能，构
筑起覆盖全生命周期孵化陪跑
模式，攻坚“无人智驾”、“空地
一体化”、“航空智能制造”三
大前沿创新领域， 目标牵引产
业上下游万亿级规模， 为上海
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智能
航电独角兽企业集群，支撑“大

飞机”国家战略，助推上海航空
产业实现自主创新向全球技术
引领跃迁。

谭瑞琮就孵化器高质量发
展提出指导意见，要明晰产业定
位，聚焦智能 + 航空领域，发挥
重点产业优势； 要加强项目培
育， 深入挖掘和储备重点项目，
培育未来增长新动能；要强化投
孵联动功能，通过硬科技投资基
金搭建“早期扶持 -中期跟投 -
后期扩张”的资本链条；要完善
空间布局，为入驻企业提供更优
的服务和展示空间。

紫竹之声03

6月 23 日， 非夕科技宣布
完成 C 轮亿级美元融资， 由咏
归基金、 广发信德联合领投，洪
泰基金、华控基金等跟投，老股
东高榕创投、eGarden� Ven-
tures、Mfund 魔量资本持续加
注。 融资将用于扩产、研发及生
态拓展。

非夕科技深耕通用智能机
器人近十年，首创“自适应机器
人”品类，以“仿人化”为核心，
融合力控、 具身算法及机器视

觉，构建全栈技术体系。 其产品
以极简型号满足汽车家电、3C
电子、食品医疗等行业复杂任务
需求，已在多领域实现规模化应
用。 联合创始人兼 CEO王世全
表示，此轮融资标志着非夕商业
化全面加速，为产品扩产、业务
扩展及技术探索提供坚实基础。

成立于 2016 年的非夕科
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通用智能
机器人公司，由斯坦福大学机器
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核心成员

创立。 非夕首创 “自适应机器
人”这一新品类，以“仿人化”
为核心理念，将人类“手感”抽
象为极致的力控能力，将“手眼
协调” 的行为模式转化为机器
人具备泛化操作能力的层级式
智能系统，大幅提升机器人复杂
工况的应对能力、工艺的通用性
与适应性。

非夕牵头制定的国家标准
《机器人自适应能力技术要求》
已发布，填补国内外空白。 公司
服务数十家全球头部客户，在
3C电子、汽车家电、食品农业等
领域实现智造升级，与系统集成
商、高校建立紧密合作，奠定可
扩展的商业基础。

非夕依托“通用力控+AI原
生架构+数据闭环”，助力构建跨
行业机器人基础设施。 投资方高
度认可其发展潜力， 咏归基金称
非夕为“定义赛道的科创企业”，
广发信德看好其复杂作业能力，
高榕创投认为其通用性与可靠性
已获充分验证，期待更大进展。

非夕科技完成 C轮亿级美元融资
通用机器人商业化进入加速期

备受关注的上海轨道交通 23 号
线建设又传来好消息。 6 月 26 日上
午， 一期工程土建 6 标华东师范大学
站 （原江川东路站）—紫竹高新区站
区间上行线盾构机于华东师范大学站
西端头井顺利始发， 标志着该区间正
式开启盾构隧道施工新阶段， 这也是
上海轨道交通 23 号线全线建设的重
要节点之一。

上海轨道交通 23 号线一期工程
土建 6 标包含两站一区间， 分别为紫
竹高新区站、 华东师范大学站及紫竹
高新区站—华东师范大学站区间。 盾
构区间为双线隧道 ， 上行线长度
1015.998 米， 下行线长度 1016.012
米，采用 1台盾构机掘进施工。 盾构机
从华东师范大学站西端头井出发，沿

东川路向西掘进，途经绿带河、虹梅南
路隧道、江川东路、樱桃河、广场路等
关键区域， 最终抵达紫竹高新区站东
端头接收井。

上海轨道交通 23 号线一期工程
土建 6 标由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建设，中铁十四局承建。 上海申
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五分公
司在工程筹备阶段充分发挥主导作
用，严格把控各个环节，推动项目团队
全面落实精细化管理。

在设备验收上， 制定严格的标准
化流程，对盾构机出厂、下井安装等关
键环节进行严格把关； 在条件验收环
节，全面落实盾构始发条件验收体系，
细化各项验收指标，筑牢安全防线；同
时， 强化应急机制建设， 突出实战导
向， 针对施工中可能出现的渗漏水等
风险，多次牵头组织专项应急演练，切
实提升施工团队应急处置能力。

上海轨道交通 23号线一期工程线
路全长约 28.6公里，沿途设 22 座地下
车站，串联起闵行开发区、紫竹高新区、
徐汇滨江等核心区域。 作为上海市轨道
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23 号线建
成后将有效提高徐汇滨江地区和吴泾
地区的轨道交通支持能力并加强闵行
南部地区与中心城的交通联系，有力完
善城市交通布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6月 26 日， 闵行区委副书
记、代理区长吴强到可口可乐饮
料（上海）有限公司调研，了解
企业经营运行情况。

吴强一行首先参观了可口
可乐中国协作中心，听取企业负
责人关于产品矩阵、企业社会责
任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详细
介绍。 作为全球饮料行业的领军
企业，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为消
费者提供 20 多个品牌、100 多
种口味的饮料选择， 涵盖汽水、
非碳酸饮料等多个品类。 此外，
可口可乐还是唯一一家全方位
赞助在中国举办的夏季奥运会、
冬季奥运会、残奥会、特奥会、世
博会、大运会及青奥会的企业。

在座谈会上，企业负责人详
细介绍了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

的发展历程、运营模式、战略布
局及经营现状。 坐落于闵行区紫
竹高新区的可口可乐饮料 （上
海）有限公司，是美国可口可乐
公司在大中华（包括香港、澳门、
台湾） 及蒙古市场的地区总部，
设有管理中心、 中国浓缩液工
厂、亚太研发中心和亚太技术中
心。 其中，中国浓缩液工厂为可
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及蒙古的所
有装瓶工厂提供饮料浓缩液和
主剂， 生产品类多达 360 余种，
规模位居亚洲第一、 全球第二，
是可口可乐全球供应链中的重
要一环。

吴强对可口可乐公司长期
立足闵行， 为闵行的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吴强表示，外资企业的引进

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
变化，我们期待企业保持定力、
坚定发展信心； 希望可口可乐
公司充分发挥跨国企业优势，
将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引入中
国市场， 同时也将在中国研发
的产品推向全球舞台， 既持续
扩大在华投资规模， 更实现高
质量发展； 政府高度支持集研
发、 生产与总部功能于一体的
外资企业运营模式， 闵行区将
围绕客户体验场景创新等领
域， 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
体系， 为企业发展提供更优质
的营商环境。 也希望紫竹高新
区持续提升服务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协同高新区企业为闵行区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