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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4月 18日，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

项目，《奔流：从上海出发——全球城市

人文对话》（以下简称《奔流》）首季巴黎

场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暨

巴黎论坛于塞纳河畔的布隆尼亚尔宫

举行。2024 年正值中法建交 60 周年和

“中法文化旅游年”，也是巴黎奥运年，

中法政、商、学、艺界代表出席了活动。

为东西方文明对话
创造契机

法国参议院法中小组副主席樊尚·
卢奥在启动仪式致辞中表示，上海与巴

黎可以水为媒，面向未来，在城市治理、

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人文等多方面携手

合作。他相信《奔流》项目将进一步巩固

和加深中法人民情谊。启动仪式上，活

动主办方向法方赠送了上海城市形象画

册《上海：无限可能》和中国艺术家为《奔

流》特别创作的中国画鸢尾花瓷盘。

《奔流》巴黎论坛以“奔流·面向未

来的无界之城”为题，聚焦上海与巴黎

人文联结与城市发展，探讨中法建交

60 周年为东西方文明对话创造的可能

契机。主旨演讲嘉宾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伍江，法国建筑科学

院院士、院长马丁·罗班围绕河流与历

史遗产，分享了对水岸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洞见。

伍江提出，江河交汇的地理位置会

影响城市发展，以苏州河两岸公共空间

变迁为例，不仅是滨水生态空间建设成

果，也是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更是社会

进步发展的契机。马丁·罗班则认为，

巴黎与上海分别以巴黎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等盛会为契机，为人类文明进步、

城市居民福祉进行了有益探索与实践。

多角度共议跨界合作
与产业创新

河流滋养城市，并启迪着人文艺术

创作者，推动文明互鉴。法国策展人、

前法国驻沪总领馆文化领事柯梅燕，上

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家泠，法国赛努

奇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易凯，华东师范

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袁筱一，

蓝带国际全球总裁安德烈·君度，上海

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

等 6 位中法人文艺术领域嘉宾，分别从

艺术、文学、美食、城市传承变化与河流

的共生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互鉴。

创新推动“无界”，经贸界代表及行

业领袖分享中法建交 60 周年以来的机

遇与合作。对外经贸大学法国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索邦大学博导赵永升，雅

高集团大中华区总裁罗凯睿，苏富比中

国艺术品高级董事溥炜，上海丝所科技

文化公司创始人彭阳，上海静安苏河湾

功能区代表及法国巴黎拉德芳斯全球

商务区代表等 6 位嘉宾从水之精神出

发，从不同角度共议跨界合作与产业创

新间互动和融合。

呈现中法人文艺术交流
绚丽拼图

《奔流》首季巴黎场系列活动持续

18 天，跨领域、跨国度、跨媒介，汇聚城

市的历史记忆、美食之味、建筑之美、绘

画之魂、影像之力，呈现中法人文艺术

交流的绚丽拼图。

苏州河主题展以荣获 2023 年度百

种上海好书的《上海图鉴：苏州河》为基

石，精心筛选相关图文素材，全方位、多

角度展示苏州河悠久历史，以及两岸城

市的更新与发展。

“中华餐饮世界表达·2024 相约巴

黎”活动邀请非遗本帮菜传人和法国蓝

带厨师通力合作，以食物为媒介，展现

中法文化的融合和中法友谊的不凡。

两场重量级东方艺术展览——《行

走江南园林》《水岸丹青》，分别通过中

式园林与水墨画、瓷器缂丝等不同艺术

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东西方艺术的互鉴对“美”的深化和

跃升。

“一条河与一座城”双城对话影像

艺术展聚焦河流的变迁和城市生活方

式的演变，展现了上海与巴黎的摩登之

美和人文底蕴。

《奔流》首季巴黎场系列活动由上

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牵头发起，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一江一

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地方

志办公室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支持，上海报业集团和上海市对外文化

交流协会主办。

在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奔流》

作为使者，在上海与巴黎之间搭起沟通

桥梁，在文化交融中彰显两座城市的独

特魅力。

苏 州 河 对 话 塞 纳 河
——“中法文化旅游年”项目《奔流》系列活动在巴黎举办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2日电 （记者

张佳欣）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菲利普·
瓦尔特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量

子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利用一

种新型资源高效平台展示了多个单光

子之间的量子干涉。发表在最新一期

《科学进展》上的这项研究代表了光学

量子计算领域的一大进步，为开发更具

扩展性的量子技术铺平了道路。

光子之间的干涉是量子光学中一

种基本现象，是光量子计算的关键。它

涉及利用光的特性（例如波粒二象性）

来诱导干涉图案，使编码和处理量子信

息成为可能。

传统的多光子实验通常采用空间

编码，即在不同的空间路径上操纵光子

来诱导干涉。然而，这些实验需要复杂

的设置和众多组件，耗费大量资源，并

且在规模上具有挑战性。

相比之下，由维也纳大学、意大利

米兰理工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选择了一

种基于时间编码的方法。这项技术操

纵的是光子的时间域，而不是它们的空

间统计信息。

为了实现该方法，他们在维也纳大

学克里斯蒂安多普勒实验室开发了一种

使用光纤环路的创新架构。这种设计可

以重复使用相同的光学元件，从而以最

少的物理资源实现高效的多光子干涉。

论文第一作者洛伦佐·卡洛西尼解

释说，在实验中，他们观察到了多达8个

光子之间的量子干涉，超过了大多数现

有实验的规模。由于该方法的多功能

性，干涉图案可以重新配置，实验的规模

也可以调整，同时光学设置还不会改变。

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空间编码

方法相比，新方法所实现的架构具有更

高的资源效率，为更广泛使用、易于访

问和可扩展的量子技术打开了大门。

光 量 子 计 算 技 术 的 突 破 ——

多个单光子间量子干涉获证

科技日报北京4月22日电（记者刘
霞）据韩国科学技术院官网19日报道，该

机构科学家将电池中常用的阳极材料与

适用于超级电容器的阴极材料集成在一

起，开发出一种高能量、高功率钠离子混

合电池。该电池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充电，

有望替代锂离子电池，应用于电动汽车、

智能电子设备和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相

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储能材料》杂志。

在自然界，钠的储量是锂的 500 多

倍，钠离子电池技术近年来备受关注。

但现有钠离子电池有很多缺点，包括功

率输出较低、存储特性受限、充电时间较

长等。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出

了这款能快速充电的钠离子混合电池。

这款钠离子混合储能系统集成了

通常的电池阳极材料和适用于超级电

容器的阴极。但通常电池阳极储能慢；

而超级电容器阴极材料则电容量相对

较低。为提升新电池储能速度并增加

其容量，研究团队利用两种不同的金属

有机框架对其进行了优化合成。

通过在金属有机框架的多孔碳中

纳入精细活性材料，研究团队开发出了

动力学性能更优异的阳极材料，也合成

出高容量阴极材料，还将阴极和阳极之

间能量存储速率的差异最小化，得到了

这款具有高存储容量及快速充放电速

率的混合钠离子储能装置，有望成为锂

离子电池的可行替代品。

新电池可在几秒内快速充电，能量

密 度 达 247 瓦 时/千 克 ，功 率 密 度 达

34748 瓦/千克，且历经 5000 次充放电

循环后，库仑效率仍接近 100%。该电

池可广泛应用于移动电子设备、电动汽

车、大规模电网系统等诸多领域。

钠离子电池可几秒钟完成充电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开发出

一种对航空航天工业中使用的复合材

料进行热无损检测的新方法。该方法

将使材料的控制更加可靠，并防止内

部缺陷导致信号丢失。相关研究发表

在《无损评估杂志》上。

为了诊断成品零件，使用无损检

测方法不需要拆卸物体或使其退役。

一种传统方法是热检测，将其中材料

表面加热，并使用热成像仪记录其冷

却时温度。但目前所用方法存在许多

困难，因为材料在加热时表面粗糙且

发射率不均匀。温度随时间的变化会

导致热干扰和内部缺陷造成的温度

“信号”丢失。

新方法的本质是利用强制冷却与

主加热脉冲相结合，来检测航空航天

工业所需的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塑料中

的缺陷。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工业层析成像

中心高级研究员阿尔谢尼·丘尔科夫

表示，在加热后的某个时间点对研究

表面进行强制冷却会导致一个有趣的

现象：当样品表面下降到其初始温度，

而内部结构仍然“散发”热量。这些隐

藏缺陷仍会发出显著温度信号，温度

对比度的大小明显增加。因此，在“抑

制”表面噪声的背景下，缺陷的温度痕

迹更加明显。

丘尔科夫称，人为增加温度信号

会增加检测内部缺陷的可能性。此

外，与传统的热控制程序不同，组合加

热和强制冷却程序不需要高热负荷即

可在缺陷区域提供可靠的结果。

根据研究结果，科学家正在开发

一种新型便携式探伤仪，可用于监测

光学透明和半透明复合材料的缺陷，

其原型机将于 2024年底完成。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俄研发出控制航空材料质量新方法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2日电 （记

者刘霞）一个由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

剑桥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家组

成的国际团队，正在探索将人工智能

（AI）较新分支——因果机器学习用于

诊断和治疗的潜力。他们的最新研究

指出，因果机器学习可以提高治疗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尤其是为个性化治

疗提供了机会，有助改善患者健康状

况。相关论文发表于 19 日出版的最

新一期《自然·医学》杂志。

研究负责人、慕尼黑大学 AI管理

研究所所长斯特凡·弗雷里格尔教授指

出，经典机器学习可识别模式并发现相

关性。但因果关系中的因果原理对机

器而言仍是盲区，机器无法解决“为什

么”的问题。然而，在作出治疗决定时

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包含因果关系。

例如，在治疗糖尿病时，经典机器

学习能预测具有一系列风险因素的患

者罹患该疾病的可能性。而因果机器

学习可回答：如果患者服用抗糖尿病

药物，会对患病风险产生什么影响，即

它能衡量一个原因（药物处方）的影

响。它还可估计另一种治疗方案是否

优于目前处方药二甲双胍。

不过，弗雷里格尔指出，为估计某

种假设疗法的效果，AI 模型必须学会

回答“假设会怎样”这类性质的问题。

鉴于此，他们给机器制订了规则，使其

可识别因果结构并将问题表示出来。

然后，机器必须学会识别干预措施的

效果，并理解现实中的后果如何表示

为输入计算机的数据。结果显示，因

果机器学习能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因果机器学习展示诊疗疾病潜力

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22 日电 （记

者张佳欣）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研

究发现，人类神经元并不像小鼠的神

经元那样以环路形式传递信息，而是

主要沿着一个方向进行通信。这一

机制提高了人脑处理信息的效率和

能 力 。 相 关 成 果 发 表 在 最 近 的《科

学》杂志上。

大 脑 新 皮 层 是 关 系 人 类 智 力 的

关键结构，厚度不到 5 毫米。在大脑

最外层，200 亿个神经元处理无数的

感官感知、计划行动，并构成人们思

想意识的基础。这些神经元是如何

处理所有这些复杂信息的？这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如何“连接”

在一起的。

研 究 人 员 解 释 说 ，此 前 ，人 们 对

大脑皮层神经结构的理解主要是基

于小鼠等动物模型的发现。在这些

模 型 中 ，相 邻 神 经 元 频 繁 地 相 互 交

流，就像在对话一样。一个神经元向

另一个神经元发出信号，然后那个神

经元发回信号。这意味着信息经常

循环流动。

新研究检查了 23 名接受神经外科

手术治疗耐药性癫痫患者的脑组织。

为了能观察到人类大脑皮层最外层相

邻神经元之间的信号流动，该团队开发

了一种升级版“多面体”技术，可同时监

听多达 10 个神经元之间发生的通信。

他们通过测量来绘制网络图，总共分析

了近 1170 个神经元之间的通信通道以

及大约 7200个可能的连接。

研究人员发现，只有一小部分神经

元进行相互“对话”。对于人类来说，信

息往往朝同一个方向流动，很少直接或

通过循环回到起点。

研究人员让人工神经网络完成了

一项典型的机器学习任务：从语音数字

的音频记录中识别正确的数字。模拟

人脑结构的网络模型比以小鼠的网络

模型对这一任务的反应更准确，效率也

更高，在小鼠模型中达到相同性能需要

相当于 380 个神经元，而在人类模型中

只需要 150个神经元。

这些对人类新皮质中信息处理的

新发现可为完善人工智能网络带来新

灵感。

人 类 智 力 超 群 之 谜 破 解
神经元单向通信机制显著提高大脑处理信息效率

记录多达 10个神经元活动的“多
面体”实验装置。
图片来源：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2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天文学

家正在给黑洞做“计算机断层扫描”

（CT）。他们利用一种神经网络以及

相当于 CT 扫描的三维（3D）技术，首

次重建了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人

马座 A*附近的高能爆发事件图。研

究 结 果 发 表 于 22 日 的《自 然·天 文

学》，更清晰地呈现了黑洞周围的耀斑

是如何形成的。

超级计算机模拟显示，以吸积盘

结构绕黑洞旋转的物质会在名为耀斑

的高能事件中周期性喷发。这类事件

可在 X 射线、红外线和无线电波中观

察到。不过，从观测数据中重建这些

耀斑的 3D结构一直非常困难。

人马座 A*是位于银河系中心一

个极度明亮且复杂的射电波源，也是

离地球最近的超大质量黑洞，被认为

是研究黑洞物理学的最佳目标。2022

年，多国科研人员合作项目发布的“开

创性成果”——人类获得的首张黑洞

照片，拍摄对象就是人马座 A*。近年

来，科学家一直在追踪人马座 A*的高

能爆发事件。

研究团队此次提出了一种新的成

像技术，与医学CT中使用的技术类似，

他们将其命名为“轨道偏振层析成像”。

基于这一新技术，团队再利用阿

塔 卡 马 大 型 毫 米 波/亚 毫 米 波 阵 列

（ALMA）在 2017年 4月 11日的观测结

果，研究了无线电波长的耀斑的 3D外

观。用这个数据集重建 3D图像，会因

为距离和亮度变化颗粒细节而存在困

难，因而研究团队用一种基于神经网

络的新计算机技术，并利用黑洞的预

测物理性质和电磁辐射过程对该神经

网络进行约束。

最后得到的图像显示，耀斑可能

源于吸积盘上的两个亮斑，吸积盘几

乎是正对地球。这些亮斑绕黑洞顺时

针旋转，其旋转轨道半径为地日距离

的一半（约 7500 万千米）。重建后的

耀斑结构与之前的计算机模拟类似，

验证了人们对黑洞周围极端环境的大

致理解。

天文学家相信，不仅仅是银河系，

几乎每个星系中央都存在着一个超大

质量黑洞，它们像是星系的发动机。黑

洞也是神秘的，它吞噬落入其“捕获范

围”的一切物质和光线，正如其名字一

样难以探知。好在，即将落入黑洞的物

质会在黑洞周围形成一个旋转吸积盘，

这个不时发亮的结构，是我们观察黑洞

的窗口。半个世纪前，我们对其仅能做

理论推理，今天，我们有黑洞的“照片”，

还有“X 光片”和“引力波图”。随着手

段升级，黑洞的秘密将一步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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