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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孙 瑜
本报记者 刘 垠

《流浪地球2》里的徐工“钢铁螳螂”步履式

挖掘机开进了北京市通州区绿心公园；文心一

言大模型正以“热爱科学”为题作一首“藏头

诗”，人形机器人与观众展开有问必答的对话；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台让人们感受驾驶高

铁“飞驰”而过的体验，“迷你版”拉索、国和一

号一展国之重器的风采……

5月 20日，202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

科技周在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启

动，接下来的 11天，公众将在此开启一场沉浸

式体验“高精尖”“新奇特”的科技之旅。

人工智能让互动既有趣又有料

“热血沸腾探索奥，爱在心中永不改。科

学之路无止境，学海无涯苦作舟。”在科技部人

工智能展区，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以“热爱科

学”为题作了一首藏头诗，并用“东北话”朗读

出来，引得不少观众捧腹。

在文心一言大模型一旁，讯飞智能办公本

X2正在实时翻译工作人员的录音、辅助参观体

验人员记录笔记。“办公本搭载讯飞星火认知

大模型，支持口语文本书面化、自动生成会议

纪要，还能将手写笔迹转为印刷体，支持邮件

收发等办公功能。”科大讯飞产品演示经理王

宗武介绍。

走过科大讯飞展台，只见合肥孪生宇宙科

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周家豪正指着电子屏

幕里的虚拟人向观众介绍：“我们将人工智能

大模型和孪生宇宙AIGC虚拟人开发引擎相结

合，形成了逼真的可对话虚拟人。”

观众不仅能和虚拟人对话，还能实时体验

动作捕捉技术。对着一块手机屏幕，观众一

笑，一旁电脑显示屏里的动漫人物也笑起来；

观众一皱眉，它也皱起了眉头。

记者了解到，孪生宇宙 AIGC 虚拟人开发

引擎能提供从建模（照片建模+捏脸）、形象设

计（化妆、换装）、场景搭建、表情和动作捕捉、

镜头控制、直播推流的全链路操作体验。

“其中，动作捕捉技术支持创造高精度、高

灵动性、实时渲染、实时互动的电影级数字角

色。”周家豪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像《流浪地球

2》里的大块头“钢铁螳螂”步履式挖掘机，就用

到了该技术。

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打开了人们走向数字

孪生世界的大门。

在北大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的“小黑屋”

里，记者走入“眼球”内部，一探人体视力的奥秘。

裸眼360°沉浸式数字化空间通过计算记

者的位置，实时渲染出符合记者视角的“角膜”

“晶状体”“玻璃体”等部位三维透视画面。技

术加持下，眼球内部细节逼真地展现在记者眼

前。通过互动小游戏，记者还体验了不同程度

的近视、散光、远视视物的真实感受。

大国重器彰显硬核科技范儿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科技周还将不少大国

重器“请”进了展馆，呼应“热爱科学 崇尚科

学”主题，参观者们得以零距离感受、理解国之

重器的硬核科技范儿。

“迷你版”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又称拉

索），向参观者诉说它和宇宙之间的神秘故事。

眼前铺在绿土地上的大“圆盘”，实则位于

四川省稻城县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上，是目前

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伽

马射线探测装置。它接住从外太空“洒”向地

球的宇宙射线，帮助科学家发现宇宙深处的未

知世界，破解宇宙射线起源的谜题。

就在 10 天前，经过 8 年预研、4 年建设，拉

索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入运行，成为目

前国际粒子天体物理三大实验设施之一。

“这个真好玩！”只见一个小朋友兴致勃勃

地登上了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台，化身高铁

驾驶员。

随着小朋友按下“启动”按钮，显示屏上的复

兴号动车组沿着轨道运动起来。突然，动车组遇

到一场暴风雪，展厅工作人员随即引导小朋友按

下“紧急制动”按钮，动车组成功避免了危机。

经过呼啸而过的复兴号，我们来到国和一

号展台。这款历经十余载打造的大国重器，用

剖面展现核动力机组和产房模型，复杂的零件

闪烁着“绿色低碳”的耀眼光芒。

据介绍，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和一

号关键设备已实现自主化设计和国产化制

造。2023 年，国和一号将全面实现 100%设备

国产化能力；到2025年，将建成“技术上最先进

最安全、装备上完全自主可控、经济上有显著

竞争优势”的三代核电产业链。

403 秒，不过是短短六分多钟，中国“人造

太阳”——EAST 装置却用来刷新世界纪录。

反映它工作原理的模型也被搬到展台。

就在一个月前，正在运行的世界首台全超

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成功实现了403秒

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刷新了

2017年托卡马克装置高约束模式运行101秒的

纪录。这对探索未来聚变堆物理基础问题，加

快实现聚变发电意义重大。

绿色低碳赋能高质量发展

展厅中，绿色低碳产品随处可见。一罐罐

蓝色、粉色、沙土色的颗粒物引起不少人“围

观”。别看这些颗粒物微小，它们在净化水质

方面可发挥着大作用！

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人员胡映明介绍：

“这些颗粒物是新型高效臭氧催化剂，用于支

撑不同行业废水深度处理达标排放。配合新

型高效臭氧催化剂，内循环—流化床臭氧催化

氧化技术的污染物去除率明显高于传统臭氧

催化氧化技术。”

在“双碳”主题展区，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房

子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这是雄安城市计算

（超算云）中心近零能耗建筑模型。”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基于近零

能耗设计，雄安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近零能

耗建筑运行碳排放降低60%。“作为雄安新区标

杆数字化低碳建筑，它交出了一份建筑业高质

量发展的‘绿色’答卷。”该工作人员说。

在近零能耗建筑模型一旁，世界首列氢燃

料混合动力 100%低地板有轨电车引起了记者

注意，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有轨电车，全线无

接触网运营，最高运行时速 70公里，可持续行

驶 100 公里以上，一次快速加氢只需 15 分钟，

最大载客量为354人。

展厅外的一台白色箱式氢气内燃机发电

机，则向人们描述了未来新能源及储能的广阔

前景：具有技术先进、性能稳定、可靠性高、可

燃烧粗氢的特点，且实现零碳排放及近零气体

污染物、零固体颗粒物。不仅如此，它还具有

发电效率高、建站灵活、对使用环境要求较低

等优势。

据悉，这个全球第一款商用的氢气内燃机

发电机组，目前已实现量产。

惠民科技走进百姓生活

中国气象局展区前，不少参观者正在排队

等待一场“穿越台风”之旅。观众坐上皮椅，戴

上VR设备，台风眼的宁静美好，台风涡旋区的

惊涛骇浪，台风过境时的强大威力尽收眼底。

在以“北京新征程”为主线的展厅一角，国

产自主原创的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正在操作

人员指令下用机械臂剥一颗鹌鹑蛋。

“比起多孔腔镜手术机器人，单孔腔镜手术

机器人手术更便利，更利于患者恢复。”术锐创始

人、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徐

凯介绍，该手术机器人将造福更多中国患者。

在术锐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一侧，颅内病

灶磁共振监测激光消融治疗系统也在“护航”

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国内首个、全球第三个获

批的磁共振引导下颅内激光消融设备，可实现

病灶损毁全程可视化、可控化，解决了脑外科

微创手术缺乏过程结果反馈的难题。

与创新医疗器械产品一同守护人民生命

健康的，还有高科技消防产品。这里不仅有身

姿敏捷的消防机器狗，也有防爆消防灭火侦察

机器人。

“这款消防灭火机器人，采用锂电池电源

作为动力源，可远距离操控。”工作人员小刘介

绍，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能替代消防员到

达易爆炸、灾情严重的火灾现场，具有灭火、音

视频侦察、有毒有害气体侦察、灾区环境侦察

等功能。

此外，不少高科技新材料为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贡献了科技力量。这不，“可加热”的椅子

和马甲，就吸引了不少参观者上前体验。

“椅子和马甲里都添加了石墨烯纺织物。”

展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通电的情况下，石

墨烯产生的热能以平面方式均匀地辐射出来，

可以很好地被人体接受。

这款“可加热”的椅子和马甲的身影，曾出

现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它们在低温环境下

快速启动，为工作人员带去了贴心的温暖。

本届科技周期间，科技部还将联动相关部

门、地方开展“轮值主场”活动，以人工智能、生

物多样性、碳达峰碳中和、航天科技、海洋科技

等为主题，组织开展特色科普活动，让公众在

科普盛宴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和热情。

沉 浸 式 体 验“ 高 精 尖 ”
——2023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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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全国科技活

动周盛大开幕，以“热爱科

学 崇尚科学”为主题，广泛

开展面向公众的特色科技活

动。

这是一年一度的科普盛

宴，“菜品”越来越丰盛，“口

味”越来越丰富，“食客”越来

越满意。主场展览展示了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双碳”科

技等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成就

和公众能够充分体验互动的

特色科普成果，科学之夜、科

技列车行、全国科普讲解大

赛、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全

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等一系

列科普示范活动陆续举办，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

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

社区农村、中小学校开展形

式多样的科普服务活动……

科技已走到公众身边，触手

可及。

当搭载 41 个智能柔性

关节的人形智能机器人一边

与你“唠嗑”一边跳舞“凹造

型”，当你坐进复兴号动车组

模拟驾驶台体验一把“开高

铁”……科技的酷炫值现场

拉满。当 你 通 过 展 览 了 解

到，人工合成淀粉突破自然

光合作用局限，应用免疫与

基 质 调 节 细 胞 治 疗有望为

半月板损伤提供新的治疗手

段……科学的魅力值节节飙升。科学之光已被点

燃。或许，此时此刻，热爱科学的种子在发芽，崇尚

科学的热情在迸发。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翼。大力推

动科学普及，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涵养全社会热

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氛围，将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厚植根基。

全国科技活动周在短时间内汇聚丰富的科普

资源，集中展示一批科技创新领域的新技术、新产

品，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科技活动。

科学之光在 5 月熠熠生辉。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被点亮的科学之光要持续闪耀，就需要保护、传递

科学的火种，需要我们持续地、常态化组织科普活

动，不断探索公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形式，进一步提

高科学家做科普的积极性，培养更多既能做好科

研又能做好科普的科技人才。科学普及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努力，要进一步健

全科普组织体系和协调机制，更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的作用。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入实施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正当时。期待更多、更高

质量的科普活动闪亮登场，在贴近公众生活

的良性互动中弘扬科学家精神，形成热爱科

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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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活动周

5月 20日，2023年全国
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
启动式在北京市通州区绿
心公园举行。本届科技活
动周以“热爱科学 崇尚科
学”为主题，同步举办主题
展览，展示人工智能、生物
技术等科技创新成就。

图为参观者体验复兴
号动车组模拟驾驶台。

◎本报评论员

图⑦图⑦ 22..00油动直驱六旋翼无人油动直驱六旋翼无人
机机。。

图⑧图⑧ 虚拟现实可视化体验虚拟现实可视化体验 VRVR
眼镜眼镜。。

图⑨图⑨ 微距透镜微距透镜XRXR屏屏。。
图⑩图⑩ 新冠疫苗智慧生产车间新冠疫苗智慧生产车间

模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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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图④ 颅内病灶磁共振监测颅内病灶磁共振监测
激光消融治疗系统激光消融治疗系统。。

图⑤图⑤ 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
图⑥图⑥ 石墨烯智能发热画石墨烯智能发热画。。

图①图① 一位学生在操作汽车转向器一位学生在操作汽车转向器。。
图②图② 智能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智能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
图③图③ 自动定位操作型关节手术机器自动定位操作型关节手术机器

人展台人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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