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应用大数据应用
““算法算法””别成别成““算计算计””

素 心

在相同平台、相同时间预订同一
航班，不同账号显示的机票价格相差
近千元，有的会员价甚至比普通用户
还贵；有人预订酒店失败，换个手机
查询，价格竟然涨了……

暑期以来，各地迎来旅游旺季。
人们频繁地使用在线旅游平台购买机
票、订酒店，与此同时，大数据“杀
熟”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不少消费
者更是苦叹“懂我的人坑我最深”。

数据“杀熟”背后，是商家对
“算法”的滥用。当算法成为“算
计”消费者的工具时，便触及了商业
伦理的底线。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
大数据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大数据的战略意义不单在于
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更在于对这些
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

不可否认，大数据算法的精准推
送，满足了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信
息需求，通过定制化、智能化的信息
传播机制，实现了用户与信息的快速
精确匹配，大大降低信息传播和获取
的成本，为生活带来便利。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可以收集产
品、客户、供应商等方面的大数据，
获取重要的信息资源。越来越多的企
业已经将数字化应用于日常采购、营
销、宣传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作为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并行的要素，大数据正在为企业高效
生产提供不竭动力。

从大数据赋能企业生产效率的视
角看，数据科学、预测分析和大数据
应用也会为企业供应链管理带来彻底
变革。大数据技术对于提高供应链效
率及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
用，不仅能促进供应链高效、合理地
分配资源，提升协同能力，而且有助
于实现供应链管理的技术创新及更好
的风险控制。

获取大量的内部运行数据有助于
企业的下一步创新，而大量的用户使
用数据，则能够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
务。

沧州一家医疗设备生产企业，就
在用户佩戴日常监测设备的过程中，
成功检测到数据的小幅异常，并给予
用户做专项身体检查的建议。正是及
时的数据收集反馈，让用户第一时间
发现潜在的疾病风险并接受专业治
疗，以阻断病情发展。

也是因为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
析，才让虽与用户远隔千里万里的沧
州企业，在第一时间为用户进行远程
设备维护，避免设备故障的发生，并
大大降低维护成本、提升设备使用效
率。

大数据是把“双刃剑”，用好
了，则能够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更好
地为用户服务，实现资源在企业、行
业之间的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进一步增强企业跨界能力。

无论何时，应用大数据，都需秉
持规范发展理念。

只有共同营造一个风清气朗的数
据时代，大数据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所
用。

222 虚拟仿真 让医学生“沉浸式”学习

头戴 VR 设备、手持操
作工具，无须真实的人体组
织，一场虚拟仿真的人体局
部解剖就这样开始了。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北
京大学医学部、上海复旦大
学、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等院校，学生都可以利用这
样轻便的虚拟仿真设备进行
模拟训练。而这一设备，正
是位于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奥医（沧州）科技软
件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

传统虚拟仿真的教学设
备，每套采购价格约 20 万
元，且这种教学设备组合繁
琐、对使用场景要求较高，
但即便如此，高昂的投入也
不能保障学生“独享”教学
资源，虚拟仿真课堂的真正
价值难以体现。

奥医（沧州）历时一年
多搞研发，最终推出移动版
VR人体解剖系统。这套重量

仅为390克的VR一体机，可
支持近万个数字模型、中英
文注解翻译、200多组仿真
动画等数字资源流畅使用，
系统涵盖 22 项三维交互功
能，还支持无线投屏、多人
协同操作，且设备采购成本
大大降低。

如今，不仅国内头部医
学院校纷纷来沧寻求“量身
定制”，海外客户也陆续递来
橄榄枝。

数字仿真的发展促进了
虚拟仿真的落地。

近年来，奥医 （沧州）
搭建起了虚拟仿真云教中
心，教师只需将 PPT一键导
入编辑器，即可生成直观立
体可交互的3D课件，以满足
课堂教学、网络教学、科研
比赛、资源库建设等多场景
应用；学生端则采用 AR技
术，实现所有三维资源的AR
化展示。内质的 AR 教材，

可以匹配和同步国内所有出
版社出版的基础解剖材料；
学生端和教师端通过信号连
接，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接收
老师发送的3D课件和测试习
题，高质高效地完成课程预
习和测试任务；数据端负责

收集教师和学生的使用情
况。之后，系统会根据反馈
自动生成 3大模块、20个维
度的教学数据，为院校在日
常教学管理、学科建设、资
源库建设、科研等方面提供
更多大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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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远程运维成“标配”

数字仿真系统的发展应用，正赋能沧州的千行百业，助力机械制造、化工、教学

等行业“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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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苏丹、美
国、几内亚、委内瑞拉……
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
公司的客户已遍及全球百余
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际客户享受到
了远在沧州的企业全天候的
远程运维服务。

便捷高效的服务背后，
是中拓不断升级的数字仿真
技术的加持。

远隔万里的沙特阿拉伯
的广袤沙漠中，一款来自中
国沧州的龙骨机被应用于某
大型项目中，用于承担这一

关键部件的生产。沧州中拓
公司的这一设备，加工精度
可达毫米级，公司提供的全
天候远程运维服务，更是赢
得了顾客的赞誉。据统计，
自这一设备在沙特阿拉伯的
项目投入使用后后，设备故
障率低于 0.5%，相较于同类
产品，效率提升了30%。

在中拓公司的冷弯技术
研发中心，数字仿真系统被广
泛应用于冷弯成型过程的运算
优化。通过三维模型和三维
动画，客户可以直观地看到
整个产品的成型过程。这种

立体的方案展示，不仅可以
让客户对产品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还能预见生产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提前
作出调整。

这种新颖的展示方式，
让国外客户赞不绝口。

去年底，中拓公司成为
进博会上为数不多的签约西
门子的民营企业。双方“牵
手”后，西门子为中拓提供
高品质的自动化及驱动产
品，并为中拓生产的冷弯成
型设备建立数据中心，实现
在线监控、远程协助、智能

维护等功能。而中拓则可以
为西门子的用户提供优质的
冷弯成型设备及更高效的生
产方案。双方正共同开展技
术研发和创新，努力探索在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建立
等诸多领域的合作。

从今年开始，中拓发往
全世界的设备，都可以在西
门子官网上查询。西门子控
制系统的加入，不仅使得中
拓生产线的操作更加简便，
还可以通过实时监控和数据
分析，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
化管理和维护。

333 整合系统 建成智慧“大脑”

近日，在沧州大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厂区的自动
装载现场，司乘人员将货
车停在指定位置后，通知
智能装车系统管理人员。
接下来，无需人工装卸，
现场设备自动灌装，大大
提升了效率，减少了安全
隐患。

近年来，沧州大化利用
数字仿真技术，实现了信息
数字化、决策指令化、指令
数字化，公司管理层级也由
10级减至3级。

在控制中心，生产管控
平台大屏幕上，呈现出不同
颜色的提示，分别反映了设

备运行指标情况——指标处
于正常状态时显示绿色，稍
有异常就会显示黄色，异常
情况加剧就会显示橙色，如
果达到通常所说的报警程
度，指标就会显示成红色。
一旦指标出现异常，显示
黄、橙、红颜色，系统就会
立即给出提示，让每一位操
作员、调度员根据不同颜色
的提示，第一时间对运行指
标进行“纠偏”，让生产更加
高效。相较于之前的运行方
式，使用数字仿真技术后，
设备报警发生的次数下降了
约 90%。不仅如此，工作人
员还通过编程、设备改造等

方式，解决了从前需要频繁
编辑指令的问题。如今，厂
区各种设备的操作基本实现
自动化，控制中心工作人员
对生产环节的操作频次仅为
投运初期的15%左右。

数字仿真带来的还有设
备维护的智能化。沧州大
化推行了基于数字化的设
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
将设备的档案、检修、备
件等静态信息和振动、温
度、电流、巡检、工艺指
标异常等动态信息进行整
合，形成了设备状态评估
结果，实施预防性维护，实
现了设备的一体化管理。以

往，工作人员在厂区进行巡
检，需要将数据抄写在本子
上，并根据经验判断数据是
否异常。如今，他们配备了
智能设备，需要人工观察的
数据相较之前也减少了。

虽然工作人员依然需要
每小时进行一次巡检、24小
时不间断，但如今，公司采
用了可视化智能化巡检新模
式，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准确
率。巡检信息通过系统分
析，会以数字、图片和视频
等形式，向相关管理人员进
行推送，从而实现现场巡检
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数
字化。

数字仿真数字仿真数字仿真
激活沧州企业激活沧州企业激活沧州企业“““神经元神经元神经元”””

本报记者 吕 坤

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正式发布 《2023 中国保险业
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据了解，这是保险
业协会连续第5年组织行业编
写社会责任报告，系统呈现了
2023年保险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具体举措和突出绩效。《报
告》用详实的数据及860余个
案例，全面展示了保险业充分
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
功能，认真做好金融“五篇大
文章”，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中的行业价值和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国家防灾减灾救
灾体系建设。保险业着力提升
巨灾保险承保能力，通过保险
产品创新，扩展保险责任，优
化保险服务，满足各地区差异
化保险保障需求，增进和提高
国家灾害综合管理水平。《报
告》显示，2023年，针对多
地持续强降雨状况，保险业第
一时间启动大灾响应机制，向
北京、河北等 16个秋季水灾
地区及时赔付126亿元。持续
拓展巨灾保险保障，巨灾保险
已在 10多个省落地运行。截
至 2023年底，城乡居民住宅
地震巨灾保险累计为全国
2134万户次家庭提供了 7918
亿元的地震风险保障，累计赔
付逾1亿元。

扎实做好科技保险，服务
新质生产力发展。《报告》显
示，2023年，科技活动主体
保险业务保单数量 3.8亿件，
科技活动主体保险业务赔款支
出138亿元。保险业大力支持
国家重点战略和重点领域科技
创新，首台（套）、新材料保
险补偿机制为全国各类重大技
术装备和全国重点新材料首批
次应用提供了近万亿保险保
障，集成电路共保体共计为
24家集成电路企业提供保险
保障约1.34万亿元。

大力发展绿色保险，服务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报告》显示，2023年，
保险业积极实施绿色运营，倡导绿色生产生活，促
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助力行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其中，66 家机构建立了 ESG 管理制
度，占参与调研公司的1/2。绿色保险业务2023年
保费收入 2298亿元，占行业保费 4.5%；提供保险
保障709万亿元。

加快推进普惠保险，全面践行金融为民发展理
念。《报告》显示，2023年，保险业持续提升农业
保险保障水平，为 1.64亿户次农户提供保险保障
4.98万亿元，同比增长 9.1%；针对小微企业等经
营主体和老年人、新市民等特定群体，研究开发个
性化、差异化、保费低廉、保障适度的保险产品，
为 1305万户次中小微企业提供保险保障，为 60岁
以上老人提供人身险保险产品数量近 1万个，4.5
亿人次的60岁以上老年人得到人身保险保障。

积极服务健康养老，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保
险业服务“健康中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优化商业医疗保险产品供给，助力养老
保险体系建设，促进多层次医疗、养老保障有序衔
接，助力织密保障网络。《报告》显示，2023年，
大病保险覆盖人群达到 12亿人，保险业积累的养
老准备金超过6万亿元、长期健康保险责任准备金
超过2万亿元。商业保险机构养老社区项目建设数
量（包括在建和建成） 129个，企业年金受托管理
规模近2万亿。

加快数字化转型，积极发挥金融科技作用。保
险业积极推进综合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相互融
合，有力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加速深化数字
化转型，运用科技力量赋能业务发展、风险管理，
并以数字化科技提升客户服务效能。《报告》显示，
2023年，保险行业加大科技投入，提升服务质效，
重疾险平均理赔天数中位数5天，比上年缩短1天；
年度专利申请总数6469项，AI坐席服务量31亿个。

践行行业主体责任，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报告》显示，保险业聚焦保险从业人员，
持续深化消保理念入脑入心，超过70%的保险公司
员工消保培训覆盖率达到 100%；截至 2023年末，
保险机构设立公益基金会 18个，行业公益捐赠总
额超9亿元。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引进来和走出去。
《报告》显示，2023年，保险业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超过700次，同比增长43%；为跨境贸易服务提供
保险保障 1.9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一带一
路”再保险共同体成员公司累计为188个国家和地
区的 1.72万项次中国海外利益项目提供保险保障，
保障境外资产总规模逾4.49万亿元。

发布会上，人保财险党委委员、副总裁降彩石
介绍了保险业服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和金
融科技发展现状。他表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
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做好防灾救灾和减灾工作是
保险业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国寿寿险党委委员、副总裁
刘晖在介绍了保险业服务健康养老的具体实践情况
时表示，当前，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年
人口的养老、医疗，乃至更高层次的社交互动、自
我实现等需求，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最迫切的民生
需求之一。养老金融具有长期性的内在特征，保险
行业参与养老金融体系建设具有天然优势，要立足
民众多元保障需求，丰富健康养老保险供给；同时
要用好保险长期保障功能，夯实社会养老资金储
备；此外，还要加强构建康养服务生态体系，丰富
健康养老服务供给。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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