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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走进故宫，看到的是皇

城，是建筑，是文化。而看不到

的，是背后的技术。

让 科 技 与 文 化 共 生 ，让 科

技 助 力 文 化 创 新 ，引 导 社 会 向

上 向 善 发 展 ，是 故 宫 一 直 在 思

考的课题。

它历史悠久，也拥抱创新。

故宫与社会机构、科技企业展开

广泛合作，利用科技手段提升文

化遗产保护、展示传播和服务游

客能力，创造出大量文化和科技

融合的创新性成果；也在文化和

科技融合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积极

探索，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科

技相结合，典守珍护，不断提高遗

产保护能力。

形成一批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监测技术

古老的故宫里，其实布放着

很多现代化的遗产监测设施——

这也是开展文物预防性保护所采

取的必要监测手段。

故宫博物院拥有全国体量最

大、体系最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

与研究团队。近年来，故宫博物

院在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方

面的探索取得了系列成效。

针对目前古建筑等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问题，故宫

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依托，联

合国内高水平科研队伍，形成产、

学、研、用四位一体的联合攻关队

伍，开展技术研发和理论研究。

例如在“不可移动文物本体

劣化风险监测分析技术和装备研

发”项目中，针对监测装置“小型

化、低功耗、高精度、多参数、智能

化、实时稳定”的重大需求，项目团

队研发或集成了 7类 14种专用监

测装置，已经实地验证，形成一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监测技术。

“大型明清古建筑（群）安全

风险预警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面

向大型明清古建筑（群），基于建

筑物规模、密度、结构、材质、整体

空间与景观、可移动文物数量与

保存等多维度特征和历史风险数

据，研究古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

体系，编制安全风险判定与预警

体系及综合防控指南。例如，以

古建内人员异常行为风险分析预

警算法模型，研究高密度人流人

群动态精准计数技术；结合古建

自身属性和历史风险数据，研究

不同季节、不同时段、复杂天气等

因素影响下的火灾动态风险感知

及分析预警方式能力；基于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火灾探测

器及监测技术提出新要求，构建

古建筑（群）安全风险感知与预警

平台，并开展应用验证。

目前，故宫已形成完整的不

可移动文物监测与应对体系，以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

技术为依托，建立起故宫世界文

化遗产监测数据平台体系与应急

指挥平台，实现了“变化可监测、

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可

提前”的预防性保护管理目标，使

得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得到有效

保护。

用数字技术让文
物历久弥新

众多技术手段当中，文物的

数字化是最重要的预防性保护措

施。利用数字科技加速文物的数

字化资源转化，可以完整、准确、

真实地永久保存文物信息，形成

文物的数字档案，为故宫博物院

文物的保护、研究以及展示等提

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故宫博物院已拥有全

部 186 万件院藏文物的文物信息

资源，85 万件/套院藏文物影像，

采集制作了 1500 余件院藏文物

的高精度三维模型。此外，为配

合古建保护修缮工作的开展，故

宫博物院还重点采集制作了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养心殿、御花

园等区域的三维模型，采集了全

部开放区域的高精度 360°建筑

高清全景影像。视音频资源方

面，目前采集总时长超过 8500 小

时，覆盖古建修缮、文物修复、口

述历史、院内学术会议活动等多

个方面。

院藏文物基础影像采集工作

是近年来故宫开展的一项关乎故

宫文物保护利用的基础性工作。

这项工作任务繁重、时间跨度大，

需要集合全院和社会力量。为

此，故宫博物院专门开发了针对

文物基础影像采集工作的大数据

管理工具——院藏文物基础影像

采集数据看板，充分利用大数据

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加强文

物数字资源采集进展的动态统计

和实时反馈，对采集工作进行科

学化和精细化的管理与调整。

“数字故宫”也是数字技术助

力文物保护的生动实践。近年来

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数字文物库”

“数字多宝阁”“全景故宫”等项目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让文化

资源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

前不久，故宫博物院还联合

高校和科技企业成功申报了“十

四五”重点研发项目“大型综合性

博物馆数字孪生关键技术研究与

服务示范”。该项目将通过研究

数字孪生理论和构建方法，搭建

数字孪生公众服务平台，为数字

孪生相关技术在博物馆行业中的

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验证和应用

示范。项目成果将在故宫博物院

北院区进行展示。

故宫博物院期待，将来能够

进一步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和

文物领域科技应用水平，带动解

决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支撑引

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文物

保护拥有更坚实的依靠，也让穿

越千年的文化得以永续保存，历

久弥新。

让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

来故宫的游客会发现，故宫

的垃圾桶不是那么好找了。

绿色发展理念要深入人心，

就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故宫博

物院希望通过“零废弃行动”，向

故宫工作人员、向每年前来的游

客潜移默化地传递这样的绿色发

展理念。

“故宫零废弃”项目自 2020

年起分为两个阶段逐步推进，即

“零废弃办公”和“零废弃游览”，

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

则，对院内非开放区域和游览区

域进行废弃物的合理管理，提高

资源利用率，将故宫博物院打造

成为国际领先的零废弃博物馆。

通过环境行为研究，分析最

佳布点位置，故宫垃圾桶数量大

幅减少。调整后的垃圾桶布局更

合理，景观更少被打扰，保洁员工

作区域也更集中，分类效率大大

提升。“故宫零废弃”项目还通过

各种宣传体验活动，倡导游客及

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关注并践行

垃圾分类行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

在要求。作为国家级博物馆、世

界文化遗产地，故宫博物院始终

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绿色

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提升游客

环境保护意识，培养游客环境保

护习惯。

故宫也期待更多的文旅文

博单位共同携手，共同推动更多

博物馆加入到零废弃建设的行

列当中。通过真实的零废弃探

索，一起讲好中国博物馆的绿色

故事，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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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回眸，纵观古今，文明因创新而重塑，传统借科

技而升华。乡土深处的文化根脉、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日，第六届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暨第三届青

少年文化科技论坛在故宫博物院举行。第六届全国青少

年创·造实践活动以“绿色低碳中国”为主题，第三届青少

年文化科技论坛则选择“乡土中国”为主题，青少年铺洒创

造热情，用现代科技手段让跨时空的文化瑰宝展现在我们

面前。

在此次活动中，他们对创新实践、科技与文化的融合

以及如何让古老遗迹焕发生机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

这次，让我们听他们说。

让传统借科技而升华
——青少年文化科技作品选萃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此前，我们以考古实习生的

身份，走进北京通州路县故城的

田野，感受到在规制向度之外，大

地所蕴含的生命力。

今天，考古工作者在科技的

帮 助 下 ，能 够 发 现 隐 藏 的 大 世

界。举一个例子，遇到天气不好，

不能上工的时候，我们就常跟着

北京考古院的尹达老师学习植物

遗存分析，一窥路县故城先民的

日常生活。

目前以植物遗存分析、稳定

同位素溯源等为代表的科技考古

手段，已经成了考古学的新二级

学科。相信在高新科技的助力

下，考古学的视野将会日益开阔

与深入。

实习虽然仅有短短 3个月，但

令人难忘。在探方里铲土刮面十

分累人，考古界前辈坚忍不拔、坚守

初心的宝贵品质，是鼓舞我们前进

的精神动力。高新科技也日益成

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得力助手。

目前，中国的考古学正迎来

鼎盛发展的新时期，我们作为新

一代考古人，也将带着前辈的嘱

托与期望，“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

最好成绩”。

——王呈祥（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

发现隐藏的大世界

我们的学校坐落于北京市昌

平区南口镇，詹天佑先生曾是我

们的名誉校长。110 年前，中国人

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从

我们小镇旁边穿过。

2016 年 ，京 张 高 铁 开 始 修

建。科技冬奥、绿色奥运的理念

也在同学之间传开了。

每当在校园里看到中国自主

研发、拥有最新科技的京张高铁

列车以 350 公里的时速风驰电掣

地驶过时，我们的心里都充满了

骄傲！

我们想把两条铁路都体现在

科技节的模型作品里，但是京张

高铁为了保护长城和十三陵，直

接从军都山下穿过，离我们学校

最近的京张高铁八达岭站，是一

个从外面看不见的车站，是一个

目前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铁地下

车站！

普通的模型很难表现出它所

拥有的“逆天黑科技”。于是我们

想到了利用融媒体技术，把科技

作品和视频相结合，达到更好的

展示效果。未来，我们还会在作

品里添加长城的内容，将古老的

历史文化遗迹用最新的科学技术

展现出来，让更多的同学看到。

作为后来人，我们要努力学

习，善用新技术，但不沉溺于新技

术带来的舒适和安逸，传承先辈

的创新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一起

走向未来。

——陈若玉 周函冰（北京市
昌平区南口铁道北小学学生）

用新技术展现古老历史遗迹

不知道大 家 是 否 有 过 类 似

“时空穿越”的体验？如果说这世

界上真有时间机器的话，那我们

暑假在云南纳西族阿纳果村的经

历，可以算是“回到了过去”，回到

了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不是闹

钟，而是各种不知名的小鸟；在村

子里溜达一下，大部分院子还保持

着传统的样子，这一切都让习惯城

市生活的我们目不暇接；爬上村旁

的小山，在如盖的绿树丛中，偶尔

回头一望，灰色的屋瓦与飞檐像大

海的波浪一样连成一片。

感谢这次文化科技论坛，给了

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挑战一下我

们这个年纪的学生们可能不太会

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让乡村文

化传承下去，而且是以一种可持续

的方式传承下去。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

重回阿纳果村，与和善的纳西朋友

们一起，围坐在篝火旁，和他们阐

述我们的想法，然后一起去行动，

去实现我们这个小小的创意。

——尚瀚云（北京市第四中
学学生） 纪麟隽（北京师范大学
第三附属中学学生）

用创新手段传承东巴文化

这 次 活 动 ，锻 炼 了 我 们 的

动 手 能 力 ，也 让 我 们 体 验 到 亲

手设计的乐趣。看着回收的塑

料瓶不再只是用完就扔掉的废

物 ，而 是 被 高 科 技 改 造 为 有 趣

有 用 的 雨 衣 ，这 让 我 们 非 常 有

成就感。

这次活动，还让我们知道了

“宝贝”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就藏在我们曾经认为的废弃

物中。

回收塑料瓶是小事，变废为

宝成了让我们自豪的大事！能用

自己的双手化腐朽为神奇，用更

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大家传播零废

弃理念，感受低碳生活的重要性，

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故宫零废弃”活动，以小见

大，从身边的垃圾分类，到资源转

化利用，再到生态环境转变，通过

故宫博物院的影响力，让大家更

好地了解环保理念。

我 们 从 这 项 活 动 中 得 到 启

发 ，受 益 匪 浅 。 作 为 东 城 区 少

年 宫 的 小 组 员 ，作 为 新 时 代 的

好 少 年 ，我 们 向 大 家 发 出 倡

议 ：零 废 弃 离 不 开 每 个 人 的 努

力 与 付 出 ，希 望 大 家 都 从 点 滴

做 起 ，以 实 际 行 动 爱 护 我 们 的

地球家园。

——王晴茹 邓雨涵 李邦赫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学员）

一个瓶子的变身

2017 年 1 月 14 日，第一届全

国中小学生创·造大赛在北京市

中关村中学启动。那年，我初一，

创造的种子在我懵懂的心中扎根

发芽；也是那一年，我与学校的蒲

公英创客社团结缘。

转眼间，全国青少年创·造实

践活动已经走过六个年头，我在

中关村蒲公英创客社团与之共同

成长至今。我在创造的过程中，

收获颇多，总结下来，就是“自治

地造、合作地创；创新地造、科学

地创；共享地造、专业地创”。

通过创造，我学会了自我管

理 和 团 队 管 理 ，一 个 人 可 以 爬

得 很 高 、一 群 人 也 可 以 走 得 很

远 。 在 创 造 的 过 程 中 ，我 深 刻

感 受 到 了 中 国 古 代 工 匠 精 神 ，

明 白 了 科 学 探 索 的 意 义 ，领 悟

到 了 传 统 借 科 技 而 升 华 的 真

谛，这便是传承！

通 过 创 造 ，我 了 解 了 创 新

不 是 凭 空 捏 造 ，科 学 的 进 步 需

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向上

摘星。这种脚踏实地的科学精

神 激 励 着 我 不 断 深 耕 ，精 益 求

精 已 经 成 为 我 的 人 生 格 言 ，这

便是传承！

通过创造，我收获了朋辈共

享的快乐，志同道合的伙伴是我

收获知识与成长的快乐源泉。我

在老师和学长的帮助下成长，见

到学弟学妹们遇到困难，我和伙

伴们也会出手相助，一棒接着一

棒，这便是传承！

去年的今天，我作为获奖者

站在故宫博物院的领奖台高举证

书。今天，我作为一名即将进入

大学的高三学生，作为蒲公英创

客的一粒种子，更是作为见证了

创·造实践活动和青少年文化科

技论坛发展的青少年学生代表，

向陪伴我们一路成长的叔叔阿姨

们道一声辛苦了！希望全国的青

少年朋友们继续将创造的精神传

承、发扬。

——卿梦泽（北京市中关村
中学学生）

始于创·造 久于传承

（本报记者张盖伦整理）

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我们

古城保护小分队走进山东青岛灵

山卫古城，历时近一年，通过查阅

文献、调查走访、志愿服务活动

等，全面了解了古城的前世今生，

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

我 们 分 头 行 动 ，深 入 社 区 、

古城街道和农家院子，了解了灵

山卫的乡土风情和逸闻趣事，体

验号称青岛最古老的百年大集

之一——灵山卫大集。

在 当 地 的 街 道 办 工 作 人 员

和 史 学 专 家 的 指 引 下 ，我 们 调

研 了 古 城 遗 迹 保 护 情 况 ，参 观

了城隍庙、王进士府等遗址，走

进 为 乡 村 文 化 保 护 而 修 建 的

“ 山 村 记 忆 馆 ”，探 寻 灵 山 卫 改

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和社会

发 展 情 况 ；最 后 同 学 们 还 联 合

灵山卫街道办组织宣传垃圾分

类、倡导绿色出行、发放文明礼

仪宣传单等创建文明典范城市

的志愿服务工作。

此次调研和志愿服务活动激

发了大家保护传统文化，建设文

明家园的热情。

我们作为新时代少年，在学

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做好历史遗迹保护

工作。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
区实验初级中学古城保护小分队
（团队成员：董胡杨 李佳录 朴震
鸿 陆俊彦 王文融 张知见）

探寻灵山卫乡村文化

2月18日，第六届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暨第三届青少年文化科技论坛
举行。图为同学们展示自己的科技小发明。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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