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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5月2日电（记者房琳琳）
据《科学》杂志官网 1日报道，英国伦敦帝国理

工学院（ICL）计算机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方

法，可以自动构建能处理面部特征的 3D 变形

模型（3DMM），并将之应用于不同的人种。

如果你有一个长鼻子，你还可能有一个

长 下 巴 ，鉴 于 这 种 相 关 性 ，计 算 机 可 以 用

3DMM 表征你的独特面部，但它并没有储存

3D 扫描面部的每一个点的信息，而是列出了

几百个描述与平均面孔数字偏差的数值，包

括大致对应的年龄、性别和脸长等参数。为

尽可能处理各种不同的面部变化，3DMM 需

要集成许多面部信息，先扫描然后仔细标记

所有特征。目前的模型仅基于几百人的数据

构建，且大部分是白人，因此模仿不同年龄和

人种的能力有限。

ICL计算机科学家詹姆斯·布斯的团队开

发的新方法有三个主要步骤：首先，用一种算

法自动进行面部扫描，标记鼻尖和其他点位

信息；然后，用另一种算法根据其他标记信息

对所有扫描内容进行排序，将其组合成一个

模型；最后，进行算法检测并删除不合格的扫

描信息。

布斯团队将该方法应用于 1 万人的面

部扫描，创建了“大型面部模型”（LSFM），

用现有模型测试，发现其能更准确地描述

面孔。该成果即将发表在《计算机视觉期

刊》杂志上。

最近，布斯团队还在另一篇论文中，利用

新模型合成的 1 万张面孔来编辑了一个人工

智能程序，将偶然的 2D 快照转换为精确的

3D 模型。该方法可用于从不同的角度查看

相机上捕获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模拟其 20 年

后的模样。这种方法也能画出或制作出历史

人物形象。

新模型还可以很快应用于医疗。如果有

人失去了鼻子，整形外科医生可以根据脸部其

余部分，模拟出新的鼻子。面部扫描还可以用

于识别如威廉姆斯综合征等遗传疾病，提高通

过面孔特征判断患病可能性的准确率。

英国约克大学计算机视觉研究所威廉·
史密斯说：“布斯团队的工作为全面自动化人

脸识别过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识别人脸是人类大脑演化多年形成的超

能力，人必须从小适应多年才能培训出这一

技能，有些基因缺陷者甚至终身难以掌握

之。对于电脑，熟识人脸曾经是个标志性的

难题。谷歌曾经研发的人工智能识别图像软

件，在大数据训练后，仍然会将人类面孔错认

成猩猩。英国人的新突破是决定性的一步，

今后的机器福尔摩斯不会再认错人，甚至还

可以敏锐到认出整容之后的你。

迄今最精准数字人脸模型建成
可自动处理多人种面部特征

5 月 2 日 13 时许，伶仃洋上，重达 6000 吨

的最终接头像“楔子”一样将海底隧道连为一

体，这意味着迄今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

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即将全线贯通。

如一条巨龙，港珠澳大桥已腾跃在伶仃

洋上空。随着一桥飞架三地，粤港澳半小时

超级城市群经济圈加快形成，世界级大湾区

加速起航。

6000 吨巨无霸“海底
穿针”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桥—岛—隧一体的

大 桥 。 主 体 工 程 由 长 22.9 公 里 的 桥 梁 和

6.7 公 里 的 海 底 隧 道 组 成 ，隧 道 两 端 建 有

东 、西 两 个 人 工 岛 。 去 年 9 月 主 体 桥 梁 合

龙；难度更大的海底隧道工程一直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中。

海底隧道是国内首条于外海建设的超

大型沉管隧道，由 33 个巨型沉管组成。每

节管道长 180 米，宽 37.95 米，高 11.4 米，单

节重约 8 万吨。2013 年 5 月 6 日，首节沉管

顺利与西人工岛暗埋段对接，完成“海底初

吻”。今年 3 月 7 日，第 30 节沉管沉入海底，

全部 33 节沉管安装成功，贯通只差“最后一

步”：安装接头。

“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一个接头完成

了，才能真正变成一个隧道。一个隧道只有

一个接头，而且只能做一次，必须一次成功，

最终接头的方案搞了两年时间。”港珠澳大桥

岛隧项目总工办主任陈越说。

根据设计方案，接头处在海底约 28 米

深处的第 29 节和第 30 节沉管之间，留有 12

米长的空间。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副总工

程师高纪兵说，最终接头是一个巨大的楔

形钢筋混凝土结构，顶板长 12 米，重达 6000

吨。这个“巨无霸”如何精准安装到海底，

又正好“楔入”沉管之间？

“考虑风力、洋流、浮力等多种因素，误差

只允许在 1.5 厘米以内。”港珠澳大桥岛隧项

目总工程师林鸣说，“这在世界交通领域是史

无前例的，无异于‘海底穿针’”。

在伶仃洋上，一艘 30 万吨油轮被改造

为世界最大单臂全旋回起重船“振华 30”，

其“ 臂 力 ”达 到 12000 吨 ，是 隧 道 接 头 重 量

的两倍。随着现场总指挥一声令下，接头

被吊起后平移，达到海底预定安装处的上

方 ，徐 徐 下 沉 ，直 到 完 全 淹 没 于 海 面 。 从

缆绳的滑动可以看到，庞然大物仍在继续

下沉。

从 6点开始，历时 10多个小时，安装对接

成功。最终接头“楔入”水下接头处后，两侧

的顶推系统将止水带顶出压缩，以保证接头

临时止水，而且是“滴水不漏”，临时止水只有

30天有效。 （下转第三版）

6000 吨最终接头将海底隧道连为一体

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在即

“ 五 一 ”假 期 前 最 后 一 个 工 作 日 的

下 午 ，首 都 医 科 大 学 的 实 验 室 里 ，科 研

人 员 还 在 岗 位 上 辛 勤 地 忙 碌 着 。 与 此

同时，一场聚焦国家科技创新重点政策

落 实 情 况 的 北 京 市 属 高 校 院 所 座 谈 会

也在此进行。

“国家科技创新重点政策落实得好不

好，科研人员的获得感是关键。”全国政协

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座谈会上表示。

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如何分配一直是

科研人员关注的焦点。据悉，为切实增强

科研人员获得感，北京市先后制定实施了

“京科九条”“京校十条”等政策，以及 14个

配套实施细则。

“政策明确规定，北京市科技成果转

化所获收益中按不少于 70%的比例用于

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

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北京市科

委主任许强介绍。此外，在突出知识价

值导向、探索科研人员激励机制方面，北

京也走在了前面，在全国率先开展股权

激励试点，并深化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

试点政策。

“去年以来，为落实国家、北京科技创

新政策，我们也陆续制修订了一批管理办

法，对科研人员进行‘松绑’和‘激励’，

2016 年北京市农科院成果转化和技术服

务 收 益 共 计 8800 多 万 元 ，比 前 年 增 长

约 20% 。”北 京 市 农 林 科 学 院 院 长 李 成

贵介绍。

在享受国家科技创新政策红利的同

时，部分科研管理人员坦言，在执行政策的

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惑。“好些政策是指导

性的，没有实施细则和明确的‘红线’，我们

会担心在执行过程中是否会产生国有资产

流失问题。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管理层、

法人是不是会承担相应责任？”北京工业大

学副校长聂祚仁问道。

“由于一些政策没有细则，加上执行层

面的工作人员不熟悉新的科技政策内涵，

用传统思维介入管理，可能导致创新政策

落地受限。希望能加强沟通，营造有利创

新的环境。”李成贵说。

针对与会者的困惑，万钢一一进行

了回应。他指出，事实上，在国务院发布

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若干规定》中，对于单位领导是

有一项“免责条款”的。该条款规定：单

位领导在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没有牟取

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免除其在科技成果

定价中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产

生的决策责任。

随着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推进，

科研单位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万钢表示，

在推进国家科技创新政策落地的过程中，

科研单位要勇于承担、大胆尝试，不能囿于

以往的经验把自己束缚住了。“就像大象从

小就带着脚圈，以至于它长大了依旧还会

被小小的脚圈固定住。”

万钢还在会上多次强调，科技创新需

要专业化的服务人员，要尽快建立落实科

研财务助理制度，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能再让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去跑报销窗

口了”。 （科技日报北京5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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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2日电（记者华凌）许

多研究认为，不对称飞羽的出现和飞行能力的

出现相关。那么，一些恐龙何时开始“展翅高

飞”？《自然—通讯》2日刊登了一项由中国和加

拿大科研机构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的成果：从

中国东北一个留存羽毛痕迹近乎完整的骨骼

化石中，发现了一种生活在距今约1.25亿年的

恐龙新物种——滕氏嘉年华龙，即一种小型肉

食性恐龙。这将有助于理解恐龙向鸟类演化

过程中与飞行能力相关的重要特征演变，也为

早期羽毛的演化提供了新证据。

滕氏嘉年华龙身长 1 米略多，前后肢及

尾部均有大型羽毛。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

徐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滕氏嘉

年华龙生长在早白垩世时期，最重要的信息

来自羽毛。通过对化石上留存的羽毛痕迹进

行光学显微镜和激光加强荧光观测，我们认

为它有着与始祖鸟非常类似的羽毛，显示出

鸟类早期演化过程中广泛出现的‘四翼’形

态，这是代表与鸟类祖先亲缘关系最近的恐

龙类群之一。更重要的是，它尾羽羽轴两侧

的羽片宽窄不同，与鸟类不对称的飞羽相

似。这表明对飞行至关重要的不对称飞羽的

出现时间要更早。”

恐龙“展翅高飞”添新证

新华社记者 叶 前 周 强

5月 2日 13时许，伶仃洋上，重达 6000吨
的最后接头像“楔子”一样将海底隧道连为一
体，这意味着迄今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
澳大桥主体工程即将全线贯通。

图为“振华30”起重船吊起重约6000吨的
最终接头，准备放到预定位置。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大国重器
显神威

滕氏嘉年华龙复原图

5 月 2 日，由世界最大单臂全旋回起重船

“振华 30”进行吊装沉放，港珠澳大桥沉管隧

道最后 12 米的接头在约 29 米深的海底成功

着床。它的对接成功标志着港珠澳大桥海底

隧道全线合龙，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主体

工程也将迎来全线合龙。

这个重达 6000 吨的“巨无霸”接头吊出

1.5厘米精度，令世人惊叹。

承担最终接头吊装的起重船“振华 30”

轮，是振华重工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起重船，

有“大国重器”之美誉。该船总重 44000吨，排

水量约 26 万吨，船长 297.55 米，船宽 58 米，甲

板约 2.5 个标准足球场大。此次最终接头的

重量为 6000 吨，而“振华 30”的单臂固定吊装

能力可以达到 1.2万吨，相当于最终接头重量

的两倍。如果要将被吊物吊起后进行 360 度

旋转，“振华 30”的全旋回起重能力也能达到

7000吨。它的“臂力”相当于能够同时吊起几

十架空客 A380飞机。

据介绍，在此前的海试和后来的航行中，

“振华 30”轮如同“移动的陆地”，非常平稳。

但即便如此，海上作业、海底对接，想要纹丝

不动几乎不可能，尤其是吊装 6000 吨重的庞

然大物保持全程稳定，更是难上加难。

浮吊作业所处的航道，来往船只多，水流

极不稳定。“吊装最担心的就是最终接头在空

中倾斜、摇晃。”“振华 30”轮船长姚振华自 4

月初上船后就背负着重压。“最难掌控的是最

终接头入水后，由于缓慢下水，水的浮力水面

和水流对最终接头的波动，极易造成对接中

的偏差。”

经专家计算，最终接头完全下水后对吊

臂的拉力减轻至 1900 吨。长长伸出的吊臂，

在起吊和下放过程中，浮吊的微量倾斜，都可

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最终接头安装最

关键的时刻，“水下姿态保持非常重要，要让

最终接头在误差极小的范围内成功安装，接

头四个角都安装上了 GPS 定位系统。”此外，

“为了确保船体在前后左右 5厘米范围内保持

平稳，前期监测人员为船体设计安装了一套

沉管安装定位系统。”来自港珠澳大桥岛隧工

程的现场监测人员介绍。

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最终接头在海底安

装对接成功后，立即展开焊接，要以精湛的技

艺确保海底隧道“滴水不漏”。经过特殊培训

的 160名焊接突击队员已经到达施工场地，备

战超过两公里的接力焊接。要知道，水下焊

接与陆上焊接完全不同。

振华重工钢构事业部副总邹继祥介绍

说，海底封闭的空间，作业环境很恶劣。焊接

钢接头的作业空间只有 80厘米，四面墙、几百

公斤一块的钢板全要靠人工完成，设备无法

进入。焊接时还会导致空气混浊，但为了尽

快完成，又必须让尽可能多的工人进入操

作。在半个月内，工人们必须与千斤顶抢时

间。在深海的环境下作业，他们还将承受巨

大的心理压力。

（科技日报上海5月2日电）

振华30：“海底穿针”，功夫了得
本报记者 王 春

科技日报讯 （杜英 邸金）“巴黎协议

旨在将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幅限制在相对

于工业化前水平的 2℃以下。但是，鉴于

近期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我们发现只有

湿润地区能接受这个目标，而干旱地区将

承受更大变暖风险。将全球增温控制在

1.5℃目标内是必要的。”近日，兰州大学大

气科学学院教授黄建平领导的课题组在

《自然—气候变化》杂志发表的最新科研成

果这样指出。

该研究称，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干旱半

干旱区升温比湿润区高 20％—40％，但其

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只有湿润区的约

30％。“占全球陆地面积 42%的干旱半干旱

区养育着世界 38%的人口，且主要分布于

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全球升温

2℃，干旱半干旱区将承受玉米减产、地表

径流减少、干旱加剧和疟疾传播等气候灾

害。”黄建平解释说。

“贫穷落后的干旱半干旱区虽然排

放的温室气体微不足道，但其承受的气

候灾害却比高温室气体排放的湿润区发

达 国 家 严 重 得 多 。”课 题 组 成 员 于 海 鹏

说。观测结果显示，干旱地区已经出现

了显著的增暖，而由于生态系统脆弱，它

们面临着更为可怕的土地退化与荒漠化

风险。

该 研 究 不 仅 从 观 测 和 气 候 模 式 资

料中发现了上述现象，还从理论上提出

了 造 成 上 述 现 象 的 能 量 平 衡 机 制 。 通

过预估表明当未来全球平均升温达 2℃

时，湿润区升温仅为 2.4℃—2.6℃，而干

旱 半 干 旱 区 增 温 或 达 3.2℃ —4℃ ，比 湿

润区多约 44％，而气温增高所导致的玉

米 减 产 、地 表 径 流 减 少 、干 旱 加 剧 和 疟

疾 传 播 等 气 候 灾 害 在 干 旱 半 干 旱 区 最

为严重，从而进一步扩大全球社会经济

发展的区域差异。

考虑干旱地区风险

全球变暖须控制在1.5℃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