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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电池材料与技术、全球首款人

工神经康复机器人系统、等离子纳米抛光

技术……6月28日，在世界经济论坛第十

四届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

坛）科技展示区，众多前沿科技集中亮相。

创新是本次论坛的 6 大主题之一，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170 场活动

中，与新技术和创新相关的就多达数十

场。“全球经济正在稳步复苏，科技创新

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成为众

多中外参会人员的共识。

近期，生成式人工智能受关注度持

续走高。此次论坛发布的《2023 年十

大新兴技术报告》预测，生成式人工智

能将在教育和研究等多个行业引发颠

覆性变革。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在会上表

示，近年来，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很活跃，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改写全

世界的游戏规则。

“近半年来，中国有接近 100 家公

司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张亚勤

表示，这些中国公司不仅开发大型语言

模型，也在图像视频生成、生物计算、教

育等领域开发诸多垂直模型。

谈及人工智能对产业和工作的革

命性影响，张亚勤认为，尽管有些产业

和工作或将消失，但更有创意、更高品

质、更有想象力、更有趣味、更有温情的

工作也将产生。

新冠疫情期间，科技在应对全球健

康与发展的挑战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潜力。此次论坛设置了“我们能否阻

止癌症”“延长人口寿命，提高生活质

量”等多个和健康相关的话题。参会的

中国创新疫苗企业代表康希诺生物董

事长宇学峰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市场规

模，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也是全球最

大的市场之一。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

创新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

要。目前，我国不仅是全球疫苗市场的

需求地，也日益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创新技术来源地。

“随着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不断发

展，科技创新成为创新疫苗企业从本土

走向全球的关键因素。”宇学峰表示，

“作为根植于中国的全球疫苗供应者，

我们一直在不停思考并积极行动，扎实

走好从科研、临床到产业化、商业化的

每一步，致力于为全球提供创新、优质、

可及的疫苗产品。”

全球经济稳步复苏的迹象已经展

露，国内企业订单、生产和产值有序回

升。“我对下半年的经济复苏充满希望，

在当前经济复苏起步、市场亮点匮乏之

际，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引擎，势必成

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参会的中

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泽表

示，其自主研发的 PLNP 纳米抛光技术

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借助这项技术，我们在杯壶、汽车

装饰件和丝网3个领域的产业技术实现

了突破。”于成泽说，“以丝网产业为例，

目前整个行业的丝网产品全部采用电解

抛光技术加工生产，这种技术不仅会污

染环境，还会消耗大量能源。PLNP 纳

米抛光技术成功应用于丝网产业，可以

解决这些弊端，引领丝网产业变革。”

展望未来，论坛联席主席梅拉夫·
奥伦表示，增强全球创新活力，是重启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稳步复苏
——众多前沿技术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科技展示区

◎本报记者 陈 曦
实 习 生 寇淑然

6月 28日，福建平潭外海海域晴空万里，现场施

工人员却悬着一颗心，眼睛死死盯着对接中的风机

叶片。10 时 10 分，在人机精准配合下，最后一支叶

片对接成功，全船“战友”一片欢腾……

3 个多小时后，随着现场吊装负责人在对讲机

中一声令下“主吊摘钩”，一台创世界风电新高度的

“大风车”迎风矗立，徐徐转动的风叶推动中国海上

风机走向大型化。

名为“率先号”的 16 兆瓦海上风机叶片长 123

米，能够同时容纳 300 个成年人并肩站立；叶轮直径

达 252米，相当于 6架 C919客机首尾相连；叶轮扫风

面积约 5万平方米，相当于 7个足球场。在额定工况

下，单台机组每转动一圈可发电 34.2度，平均每年的

发电量能够满足 3.6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用电。

选场址，摸清风的“脾气”

距离福建长乐海岸线 35 公里，深蓝的海面上泛

着波光，这里是 16兆瓦风机“征战”的疆场。

我国拥有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

为“国之重器”在茫茫大海上寻找一个合适场址“御

风逐海”，是摆在“捕风人”面前的首要任务。

“这里年均风速超过每秒 9 米，海上风电年均可

利用小时数达3500—4000小时，是我国唯一可以跟北

欧媲美的海上风电场。”三峡集团福建公司副总经理

刘建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台湾海峡类似于一条宽阔

的山间峡谷，叠加东南沿海常年受冬夏季风、海陆风

和热带气旋的影响，形成“狭管效应”，使福建海域成

为世界三大风口之一。

如何在风口找准机位？三峡集团风资源评估团

队从摸清风的“脾气”入手，构建起高时空分辨率、长

时间序列的网格化海上风资源数据库，自主研发海

上风资源数据可视化系统，实现对我国海域任意地

理位置的风能资源全方位分析研判。

“该系统除了具备对风能进行多年平均统计的

常规功能，还可以从多个维度对风资源时变特征进行分析，对发电量进行估算。”

刘建平告诉记者，正是借助此“利器”，评估团队才能对海上风资源做到了然于

胸，最终将 16兆瓦风机的场址锁定在福建平潭外海海域。

装叶片，百米高空上演“穿针引线”

叶片吊装是 16兆瓦风机安装过程中最难也是最关键的工序。

福建平潭外海海域，一年中约有300多天有6级以上的大风。在风力的作用下，高

空吊装时巨大的叶片和轮毂极易产生晃动。而叶片在安装对接时，需将176颗直径42

毫米的高强螺栓插入直径为45毫米的螺栓孔内，安装误差须控制在1.5毫米以内。

为安全、优质、高效地完成528次“穿针引线”，实现3支叶片的精准对接，项目施

工方从广东调来全球首艘2000吨级第四代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白鹤滩”号。

刘建平表示，“白鹤滩”号向上竖起的桩腿长达 120米，水面之下的桩腿直插

海底，穿过淤泥直达硬顶层，支撑平台立于海上。配置的 DP2 级别动力定位系

统，可以保障作业者在风高浪急、暗流涌动的复杂作业环境中做到“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台”。

“为降低毂轮和叶片的晃动，我们还在塔筒上安装了‘扰流块’。”参与吊装的

中铁大桥局平潭风电项目总工程师陈文盛对记者表示，在吊装过程中，工程团队

给叶片绑了 6根人工揽风绳和 2根机械揽风绳，随着吊装过程中叶片受力情况的

变化，信号员与起重司机密切配合，实时调整，从而保障了叶片的精准对位。

6月 28日下午，在人机协同配合下，3支风机叶片完成全部吊装，16兆瓦风电

机组露出了它完整的样貌。下一步，机组将进入并网的调试和试验阶段，预计在

7月上旬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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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 亮 吴纯新

科技日报北京6月28日电（记者何
亮）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将8月

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并规定国家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

主任梁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设立

全国生态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全

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

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梁鹰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习近平总

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2005年 8月 15日

考察湖州市安吉县，首次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这一论断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将 8月 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体现了

首创性、标志性、独特性，具有鲜明的辨

识度，有利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有利于新征程上持续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梁鹰指出，目前距今年8月15日全国

生态日只有一个多月，有关方面要加强组

织领导，丰富形式内容，扎扎实实开展好

第一个全国生态日活动，确保取得实效，

并以此为契机，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走向深入。

8 月 15 日设为全国生态日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6 月

27 日，第五届雁栖湖会议在京举行

2023 年高端制造前沿十大科学问题

发布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

大学丁汉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

华大学雒建斌教授，与来自德国、俄罗

斯、英国等国家的学者共同向全球发

布会议凝练的 2023 年高端制造前沿

十大科学问题。

这些问题分别是：如何实现原子

级可控制造；机器人化制造如何影响未

来制造范式；高能束增材制造如何实现

精准控形控性；如何基于任意元素与结

构创制新物质；如何实现机器人类人技

能作业；极端光场制造中载能粒子的时

空演化机制及效应是什么；如何实现异

质异构跨尺度制造；如何实现性能驱动

的高附加值制造；如何实现高效高性能

多尺度激光制造；如何实现面向未来制

造的机器人系统。

丁汉和雒建斌表示，十大科学问

题是对高端制造领域科学问题的凝练

与聚焦，这些问题围绕激光制造、微纳

制造、机器人化智能制造 3 个方向，从

100 余个覆盖不同领域的候选问题中

研讨凝练而成，并面向全球公开发布，

以激励更多的科学家对新的科学问题

发起挑战，进一步推进高端制造相关

科学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据悉，第五届雁栖湖会议由中国

科学院和北京市联合举办，会议聚焦

高端制造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旨在

分析科学前沿问题，推动科学发展和

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与国际学术

交流，为关键领域提供跨学科和跨行

业创新能力的科技支撑和战略咨询。

2023年高端制造十大科学问题发布

6 月 28 日—30 日，2023 北京
国际防灾减灾应急安全产业博览
会在北京首钢会展中心举办。本
次博览会以“发展应急安全科技、
助力建设平安城市”为主题，展品
涉及智慧消防、航空救援、VR 防
灾、警用安防和应急系统等装备。

图为参展商在演示新型太阳
能无人机。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应急科技

保障安全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8日电（记者

刘垠）记者 28 日从科技部获悉，中拉技

术转移中心揭牌启动仪式在广东省东莞

市举行，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出席活动

并发表致辞。他说，中拉友好历久弥新，

深入人心。为落实 2021 年中拉科技创

新论坛合作共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将共同建设中拉技术转移中心。此

次揭牌启动仪式，标志着中拉技术转移

中心从合作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张广军强调，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

中国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伙伴。中

拉技术转移中心将进一步为中拉整体合

作增添新的内涵。希望中拉双方将中心

打造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深化

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构建互利共赢

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通过组织企业对

接交流洽谈、适用技术培训、先进技术示

范等方式，进一步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见

效，服务中拉高质量共同发展。

揭牌启动仪式后，中拉双方代表出

席中拉技术交流合作发展论坛，围绕

“创新合作、共享发展，中拉‘一带一路’

高质量对话”主题深入交流。

中拉技术转移中心从合作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8日电 （记

者陆成宽 杨仑）28 日，记者从中国科

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

空天院）获悉，利用自主研制的 500 毫

米口径激光通信地面系统与“吉林一

号”MF02A04 星，空天院成功开展了

星地激光通信实验。该实验获取的卫

星载荷数据质量良好，可满足高标准

业务化应用需求。这标志着我国已成

功实现星地激光高速通信工程应用。

空天院激光地面系统技术负责人

李亚林介绍，当前星地通信主要采用

微波技术，但微波频段资源有限，常用

的 X 频段仅有 375 兆赫（MHz），近年

来开始应用的 Ka频段也只有 1.5吉赫

（GHz），难以满足星地海量数据传输

需求。与微波相比，激光频谱资源极

其丰富，带宽可达数百吉赫。

“如果将频段比作道路，那么 X频

段是单车道，Ka频段是 4车道，而激光

可容纳成百甚至上千车道。利用激光

通信每秒可传输1部高清电影，相较于

现有的微波通信速率高出1—2个量级

（10倍到1000倍）。”李亚林解释。

同时，由于激光的发散角很小、能

量高度集中，激光地面系统接收到的

功率密度高，所以卫星能够“轻装上

阵”，以远小于微波通信载荷的体积、

重量和功耗实现超高速率的通信。此

外，激光还具有很强的抗电磁干扰能

力，用激光作为载波进行数据的发射

与接收，能够显著提高星地通信的安

全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空天院院长吴

一戎表示，目前我国遥感卫星探测获

取的海量数据无法及时全部接收问题

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卫星应用效能

发挥。在充分利用现有微波地面站的

基础上，积极布局国家卫星激光通信

地面站网，“激光+微波”的组合运行

模式有望彻底解决我国星地通信瓶颈

问题，可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

发展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更好的

技术支撑和服务。

星地激光高速通信工程应用实验取得成功

科技日报讯 （贺德波 王帅 记者

何星辉）近日，随着试验列车 55311 次

从贵阳北站驶出，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铁

路电力牵引供电系统远动调试高效完

成，贵南高铁贵州段联调联试圆满结

束，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运行试验主要是

通过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列车运

行图参数测试和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

检验高铁线路各系统正常与非正常条

件下运输组织的适应性，为完善科学合

理的运输组织方案提供技术依据。

在贵南高铁建设中，中铁武汉电气

化局以数字建造、精益管理为抓手，从工

程测算、深化设计、施工生产、试验检测、

交付运维5个阶段着手，聚焦数字化、智

能化、集约化和标准化，先后投入接触网

智能检测小车、简统化腕臂预配平台、数

字化接触网吊弦预配平台等先进工装，

以科技赋能贵南高铁建设。特别是结合

贵南高铁项目特点，中铁武汉电气化局

研发应用了无源远动通道调试系统，有

效解决了前期远动调试工作滞后带来的

项目效益流失、施工质量和安全难控制

的难题，保证项目按期达标开通。

据悉，贵南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

铁路网包头到海南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黔桂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

的高速铁路。贵南高铁建成通车后，从

贵阳至南宁将从现在的5个多小时缩短

至 2 小时左右。同时，贵南高铁将与成

贵、贵广、沪昆等多条高铁线路接驳，对

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完善西南中

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增强区域整

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贵南高铁贵州段开始运行试验

（上接第一版）
穆言灵的公公穆蔼仁在上世纪 40

年代来到福州，在鼓岭生活过多年，她

的丈夫穆彼得也在福州出生。自 2015

年首次来福州“寻根”后，穆言灵一直致

力于宣传鼓岭文化，她创建了面向外国

友人的鼓岭英文网站，并组织了多次

“寻梦鼓岭”活动。

在穆言灵等人努力下，鼓岭故事的

主人公从最开始的加德纳家族逐渐增

多，扩展至穆蔼仁家族、柯志仁家族、福

益华家族、蒲天寿家族、柏龄威家族等

多个家族，“鼓岭之友”的朋友圈越来越

大。近日，穆言灵和其他“鼓岭之友”成

员们一起，写信给习近平主席，一段段

动人的鼓岭故事就此更多呈现在世人

面前。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表示，“鼓岭

之友”的经历再次证明，中美两国人民

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

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对此，穆言灵深表赞同：“我们都是

这份遗产的继承者，必须珍惜、传承、弘

扬好它。”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及多个与

鼓岭相关的动人故事：拍摄了众多鼓岭

照片、103 岁高龄的林恩先生，留下“我

热爱中国人民”遗言的福益华医生，把

部分骨灰撒在闽江的穆蔼仁先生……

穆言灵对此深为感动。“一些外国

家族在福建生活超过 40 年，他们对中

国有着深沉的爱。”她说，“鼓岭的历史

告诉我们，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们，大家存在差异，但可以

共建友好情谊，并代代相传。”

加德纳家族的后人李·加德纳也专

程来到福州参加论坛。他深情回忆起

在习近平主席关心下，自己的家人得以

故地重游、圆梦鼓岭的故事。

“随着鼓岭故事的传播，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欣赏鼓岭的美景，

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感受尊重、友爱、和

平、互助的鼓岭精神。”李·加德纳说。

87 岁的蒲光珠带着孙女凯茜出席

了 28 日的论坛。“我的祖父、父亲都曾

在中国生活，如今我又带着孙女来到中

国，这是我们家族五代人与中国割舍不

断的情缘。”蒲光珠说。

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加上此次

鼓岭之行的亲身体验，凯茜表示，自己

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前辈们那样深深地

眷恋着中国，自己作为教师，会向学生

们积极传播鼓岭文化，把这份情谊传承

下去。

习近平主席帮助美国友人圆梦鼓

岭的感人故事、对两国民间友好寄予

的殷切希望，在论坛与会嘉宾心中引

发共鸣。大家纷纷表示，从贺信中，再

一次强烈感受到习近平主席亲和友

善、关爱人民、重情重义的深厚情怀和

领袖风范。

来自美国艾奥瓦州的友好人士卢

卡·贝隆，对习近平主席讲到的“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印象尤为深刻。

卢卡·贝隆说：“鼓岭故事蕴含的相

互尊重、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的精神给

予我们深刻启示。‘鼓岭之友’和福建人

民的友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激励，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有责任维护好这样

的纽带，书写鼓岭故事的新篇。”

“正如习主席所说，‘国与国关系发

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多走动、多

交流才能增进了解和情谊。”中国外商

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余放说，“我们需

要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互动让两国人

民加深了解，这样合作共赢的大门才会

越开越大，中美关系才会行稳致远。”

“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 28 日

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主题为“传承友

谊薪火 共创美好未来”，由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鼓岭之友”部分成员等中美各界

人士参加。

（新华社福州6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