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创新引领发展2014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REPORT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11 12

深海既是各国抢占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

空间，又是一个巨大的蓝色宝库，蕴藏着人

们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源。探测、开发深海资

源，开发相关技术、装备，已成为重要的国

际科技竞争焦点。2014年，上海成功研制

3000米级大型深水物探船“海洋石油721”

和无人深潜器“海马号”，在深海探测领域

实现再次突破。 

“海洋石油721”是由中船上海船舶有

限公司自主建造的大型深水物探船，专门从

事海上三维地震采集作业，工作水深达3000

米，可在5级海况和3节海流情况下采集深水

油气资源数据，能对“海底山川”进行“核

磁共振”般的精确扫描。“海洋石油721”

可与深水勘察船、深水钻井平台形成一条海

洋油气勘探、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产业链，

是国家海洋油气能源开采的重要技术装备。

深海探测研究不断创新再获新突破

“海洋石油721”交付，深海勘探拓至3000米

2014年，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立足上海制造业现状与优势，以“自动化、数字化、智

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发展方向，着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积极培育带动性强、

发展潜力大、技术密集度高、低碳环保的先进制造业，多项国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取得新突破，

一批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应用。继续开展大规模集成电路装备、新材料和新工艺关键技术与核心产品研

发，取得阶段性进展。中微刻蚀机获得韩国厂商重复订单，凯世通太阳能离子注入机实现海外销售，睿

励TFX3000光学测量设备通过韩国三星验证，国内首个基于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CD绝缘超导电缆示范

工程在宝钢成功运行。全面推进深空、深海领域高端装备制造的研发与产业化，取得多项突破。开展

11000米级全海深自航式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研制，大型深水物探船——“海洋石油721”成功交付，无

人深潜器“海马号”成功完成4500米海试，商飞ARJ21完成适航取证，C919大型客机进入总装，异

轨多星发射技术取得突破，成功研制多星发射上面级。 

2.3 精品上海

2014年，落实《上海市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2013—

2015年）》，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

范区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整车系

统集成和关键零部件技术攻关取得

新进展，整合资源持续支持共性关

键技术攻关，进一步推动上海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稳步发展。

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快推进

◆ 截至年底，上海已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12885辆，基本完成了2013—2015年计划推广目标。

◆ 上海国际汽车城、上汽集团与一嗨租车陆续推出面向机构和个人的新能源汽车租赁业务，创新新能源

汽车推广模式

◆ 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超级电容客车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作为公交车进行应用推广。上海制定的超级

电容城市客车标准成为保加利亚的行业标准，并被欧盟认可

◆ 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行活动自8月下旬启动，历时3个月，行驶里程近万公里，途径全国15个省市自

治区的64个城市，并在15个城市举办活动。在经历了自然环境大跨度变化的考验后，车辆都表现出了

良好的适应性和可靠性，充分检验了新能源汽车在多种气候、路况、海拔等自然环境下的适应性及零

部件性能和技术指标，展示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开展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果

◆ 上汽集团成为全球首批获得美国UL公司“UL2580大电池安全认证”的整车企业

◆ 11月，上汽集团旗下的新能源车队包揽了“必比登挑战赛”纯电动组、混合动力组和燃料电池组3项

全球第一，标志着国产新能源车进入世界第一阵营

应用推广
稳步推进

屡获国际认可

“万里行”
见证真实力

4月22日，由上海交大牵头完成的45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海马号”在南海成功完成海

试，这是中国迄今为止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海马号”的设计和建造

历时近6年，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全面掌握了大深度无人化遥控潜水器的各项关键

技术。

无人深潜器“海马号”4500米海试成功



第二部分  创新引领发展2014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REPORT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11 12

深海既是各国抢占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

空间，又是一个巨大的蓝色宝库，蕴藏着人

们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源。探测、开发深海资

源，开发相关技术、装备，已成为重要的国

际科技竞争焦点。2014年，上海成功研制

3000米级大型深水物探船“海洋石油721”

和无人深潜器“海马号”，在深海探测领域

实现再次突破。 

“海洋石油721”是由中船上海船舶有

限公司自主建造的大型深水物探船，专门从

事海上三维地震采集作业，工作水深达3000

米，可在5级海况和3节海流情况下采集深水

油气资源数据，能对“海底山川”进行“核

磁共振”般的精确扫描。“海洋石油721”

可与深水勘察船、深水钻井平台形成一条海

洋油气勘探、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产业链，

是国家海洋油气能源开采的重要技术装备。

深海探测研究不断创新再获新突破

“海洋石油721”交付，深海勘探拓至3000米

2014年，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立足上海制造业现状与优势，以“自动化、数字化、智

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发展方向，着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积极培育带动性强、

发展潜力大、技术密集度高、低碳环保的先进制造业，多项国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取得新突破，

一批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应用。继续开展大规模集成电路装备、新材料和新工艺关键技术与核心产品研

发，取得阶段性进展。中微刻蚀机获得韩国厂商重复订单，凯世通太阳能离子注入机实现海外销售，睿

励TFX3000光学测量设备通过韩国三星验证，国内首个基于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CD绝缘超导电缆示范

工程在宝钢成功运行。全面推进深空、深海领域高端装备制造的研发与产业化，取得多项突破。开展

11000米级全海深自航式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研制，大型深水物探船——“海洋石油721”成功交付，无

人深潜器“海马号”成功完成4500米海试，商飞ARJ21完成适航取证，C919大型客机进入总装，异

轨多星发射技术取得突破，成功研制多星发射上面级。 

2.3 精品上海

2014年，落实《上海市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2013—

2015年）》，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

范区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整车系

统集成和关键零部件技术攻关取得

新进展，整合资源持续支持共性关

键技术攻关，进一步推动上海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稳步发展。

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快推进

◆ 截至年底，上海已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12885辆，基本完成了2013—2015年计划推广目标。

◆ 上海国际汽车城、上汽集团与一嗨租车陆续推出面向机构和个人的新能源汽车租赁业务，创新新能源

汽车推广模式

◆ 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超级电容客车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作为公交车进行应用推广。上海制定的超级

电容城市客车标准成为保加利亚的行业标准，并被欧盟认可

◆ 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行活动自8月下旬启动，历时3个月，行驶里程近万公里，途径全国15个省市自

治区的64个城市，并在15个城市举办活动。在经历了自然环境大跨度变化的考验后，车辆都表现出了

良好的适应性和可靠性，充分检验了新能源汽车在多种气候、路况、海拔等自然环境下的适应性及零

部件性能和技术指标，展示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开展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果

◆ 上汽集团成为全球首批获得美国UL公司“UL2580大电池安全认证”的整车企业

◆ 11月，上汽集团旗下的新能源车队包揽了“必比登挑战赛”纯电动组、混合动力组和燃料电池组3项

全球第一，标志着国产新能源车进入世界第一阵营

应用推广
稳步推进

屡获国际认可

“万里行”
见证真实力

4月22日，由上海交大牵头完成的45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海马号”在南海成功完成海

试，这是中国迄今为止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海马号”的设计和建造

历时近6年，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全面掌握了大深度无人化遥控潜水器的各项关键

技术。

无人深潜器“海马号”4500米海试成功



第二部分  创新引领发展2014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REPORT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13 14

2014年，上海着眼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重大需求，以“感知、融合、服务”为主导，进一步开

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示范应用，促进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与新模式，推动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加快助力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加速

MEMS专用设备及先进传感器研发。建成与CMOS兼容的高集成度传感器规模化制造平台，研制出全

球最小尺寸AMR三轴单芯片磁传感器并量产，完成了硅基发光器、硅基探测器、光传感器ASIC的流片

与试产。开展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和导航技术攻关。推进下一代演进5G标准预研，开展产业关键共性

技术研发，推动3G、TD-LTE蜂窝网与WLAN无线局域网的融合。加快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创新和产业

化，成功研制首颗40nm北斗射频基带一体化SOC芯片——航芯一号，并应用于国产手机。在大数据的

采集、存储、分析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建成国内首个一站式大数据综合平台Transwarp 

Data Hub 3.0和内存计算数据库YunTable 4.0。智慧城市建设步伐持续加速，《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

建设2014—2016年行动计划》颁布实施，明确了下一轮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及任务。

2.4  数字上海

中国是为数不多掌握“一箭多星”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之一。但现役运载火箭的多星发射，只能

把卫星放在一个轨道，对于不同轨道的卫星仍旧束手无策，由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多星发

射上面级实现了多星异轨发射，被形象地称为“太空巴士”。多星发射上面级具备“自主机动、快速

部署”的特点，可在轨飞行48小时，主发动机具有20次以上的重复启动能力，最多可一次性实现10

多颗卫星的发射，大大提高了现役火箭的发射能力。

成功研制卫星运载“太空巴士”，实现异轨多星发射

ARJ21-700作为国内首架完全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型支线飞机，自2008年首飞成功以来，

已相继完成了颤振、失速、最小离地速度等高风

险关键科目试飞，并顺利进行了高寒试飞、北美

自然结冰试飞、RVSM试飞、载荷试飞、功能和

可靠性试飞等一系列高难度局方审定试飞，累计

安全飞行2870余架次、5100余小时，实现3万余

公里环球飞行壮举。6月，首批交付客户的105架

机、106架机先后实现首飞，12月30日完成适航

取证，预计2015年初交付成都航空公司并投入市

场运营，将成为民航市场的新生力量。截至年

底，已累计获订单278架。

国产ARJ21-700飞机获民用航空运输“入场券”

现如今，大数据带来的思维革命正改变

着我们的生活。然而对于拥有大量数据的众

多企业而言，最大的瓶颈仍然是如何在有效

的时间内处理和分析已有的以及正在产生的

海量数据。上海通过科学规划大数据产业布

局，建平台、引人才、聚企业、汇资源，在

大数据的存储、分析及应用等关键技术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

直面大数据，三年行动计划初现成效

4月，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推出国内首个一站式大数据综合平台Transwarp Data Hub 

3.0（TDH3.0），可以帮助企业更加快速、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TDH3.0在全面支持Hadoop 2.0和

Spark技术的基础上，还可以支持PL/SQL和R语言的交互式分析引擎Inceptor、实时在线处理引擎

Hyperbase，以及流处理引擎Transwarp Stream。目前，TDH3.0已成功应用于电信、金融、电商

等行业的数据分析业务中。

国内首个一站式大数据综合平台发布

12月，上海云人信息有限公司研制推出YunTable 4.0内存数据库，并成功应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期权市场回放平台的后端数据平台，可以支持1000人同时对股票期权历史数据的实时分析。

YunTable 4.0采用了列存2.0、动态数据分发、内存计算等多项创新技术，可支持大规模并行处理，

能对海量数据进行秒级的实时分析，包括多个大表之间的复杂查询等。未来，YunTable 4.0将在互联

网广告、运营商、智能电网等行业进一步推广应用。

YunTable 4.0内存计算数据库成功推出

2007.12.21

ARJ21腾飞时间表

2002.4.30

2005.12.31

2008.11.28

2014.12.30

2015年初

交付首家客户

取得适航证

首架ARJ21-700首飞成功

首架ARJ21-700飞机总装下线

完成全部飞机结构图纸的发放

国务院批准立项研制ARJ21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