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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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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万佛洞前室

南壁，一尊残损的观世音造像，凭借窈

窕婀娜的身姿、细腻流畅的雕工吸引着

游客驻足。“她美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近日在龙门石窟游览的北京游客马女

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尊造像给她的

感觉是“既完美又遗憾，像是东方的‘维

纳斯’”。

马女士的遗憾是，这尊造像发髻以

下至鼻子以上部位已然损毁，面目变得

模糊，慈悲庄严的感觉无法全面呈现。

“即使再高明的维修技术，也无法在石

窟上再现这尊观世音造像当年的风

采。”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

心副主任范子龙对记者说。

所幸，数字技术为这尊 1300 余年

前的观世音造像带来了新生命。

“数字龙门”再现石窟
宏伟与精美

20 世纪初，一些国外探险家、学

者、摄影师在考察龙门石窟时，曾拍下

被破坏前的这尊观世音像照片。“这些

不同版本的老照片，不仅为推测破坏时

间提供了佐证，更为虚拟复原工作提供

了重要依据。”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

料中心主任高俊苹介绍，他们以历史老

照片为依据，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融合

三维数字化技术、颜色检测分析技术、

传统雕塑艺术等手段，结合同时期同类

型造像特征，按照一定规则，对这个观

世音像龛进行了造型虚拟修复、色彩虚

拟复原。

现 在 ，游 客 只 需 掏 出 手 机 ，通 过

App 对准像龛进行增强现实扫描，就

可以看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

复原后的观世音造像通体彩绘，面庞

丰腴、气质高贵，充满了婉约典雅的东

方美。

这是近年来龙门石窟数字化工作

的一个缩影。“数字龙门”是基于深厚

学术研究之上，将石窟考古、历史、文

化研究和现代技术融于一体的数字化

工程。

“建立科学全面系统地涵盖龙门东

西两山石窟、院藏文物和拓本以及流散

文物的高精度数据库，是龙门石窟数字

化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龙门石窟研

究院党委书记余杰说。

这些数据不仅可以与石窟保护研

究工作深度融合，助力科研工作提升，

更能结合虚拟修复、增强现实、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手段，多方式再现龙门窟

龛造像的宏伟与精美。

“比如龙门石窟有大量模糊碑刻

题记及浮雕纹饰，我们通过全光影采

录技术、全细节立体成像技术和三维

扫描技术的叠加，对石窟表面模糊部

位进行微痕识别提取，使其模糊的图

案 文 字 清 晰 化 ，让 其 所 蕴 含 的 丰 富

文 物 信 息 还 原 再 现 。”高 俊 苹 说 ，如

此 一 来 ，既 能 助 力 提 升 石 窟 寺 考 古

研 究 能 力 ，又 可 以 多 维 展 示 龙 门 石

窟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精美细腻

的雕刻艺术。

开启流散文物“数字化
回归”新路径

数字档案的建立，为研究人员用新

方式“守护”龙门石窟，打开了更广阔的

空间。

2021 年起，龙门石窟研究院将三

维数字技术运用于流散文物的寻探确

定原位、虚拟复位研究展示中，由此开

启了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字化回归”

的新路径。

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已相继完成火

顶洞菩萨头像等 3 件流失海外回归文

物、奉先寺北壁佛首等 4 件数字化回归

文物与石窟残存造像的“身首合一”，并

通过 3D打印进行复位展示。

“2024 年，我们新寻探确认了一件

2005 年由海外回归的唐代天王头像在

龙门石窟中的原位，再现其完整样貌。”

高俊苹说，“龙门石窟研究院还与北京

故宫博物院合作，促成北京故宫博物院

收藏的 9 件龙门石窟流散文物，以数字

化形式回归。”

打开小程序“云上龙门”，游客可以

在线体验“云游石窟”，百余处文化遗迹

尽收眼底；“云上龙门”还搭载了不少造

像的三维展示、多角度模型剖面、老照

片与现状对比等功能。

“望龙门石窟最美‘天花板’莲花

洞，与卢舍那大佛贴面而过……”走进

“无上龙门”沉浸体验馆，一场全息天幕

秀令观众直呼“人在画中游”。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龙门石窟的

展陈方式愈发灵活，文旅样态愈发多

样。赏玩龙门，游客有了更具科幻感、

沉浸感和交互感的潮流体验。

余杰认为，只有运用互联网思维、

通过数字化形式、借助高科技融合创

新，龙门石窟所拥有的丰富多元文化信

息，才能更好地走出去、活起来。

穿 越 龙 门 石 窟 千 年 岁 月

◎本报记者 孙 越

科技日报呼和浩特 6月 24日电
（记者蒋捷 张景阳）24 日，由中央宣

传部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开展

的“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宣

传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

浩特市正式启动。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组织媒体赴

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等地

采访调研，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各地

区各部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生

动实践和创新经验，深入报道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色举措和

典型事例，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

辑，全景展现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中华民族

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启动仪式后，各媒体将分批次赴

各地开展调研采访，持续推出全媒体报

道，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

体理念，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科技日报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刘园园）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

管总局 24 日联合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

增长点的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将围绕 6 个方面重点

任务，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消费稳定增长。

“ 近 两 年 ，我 国 消 费 需 求 不 断 释 放 ，消 费 市 场 稳

步 回 暖 。 2023 年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为 82.5%，是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国家发展改革

委就业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 加 速 演 进 ，大 数 据、云 计 算 、人 工 智 能 、物 联 网 、区

块链等新技术手段不断涌现，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正

在 深 刻 改 变 人 类 生 产 和 消 费 ，这 将 为 消 费 供 给 迭 代

升级提供众多新机遇。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关键是要把蕴藏的巨大消费

潜力释放出来。”该负责人说，消费新场景是消费新业

态、新模式、新产品的系统集成，对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措施》围绕餐饮消费、文旅体育消费、购物消费、

大宗商品消费、健康养老托育消费和社区服务消费明

确了 6 个方面重点任务，并提出了 17 项政策举措。

围 绕 培 育 文 旅 体 育 消 费 新 场 景 ，《措 施》要 求 ，

深 化 旅 游 业 态 融 合 创 新 。 开 展 数 字 赋 能 文 旅 场 景

建 设 行 动 ，积 极 发 展 数 字 艺 术 、沉 浸 式 体 验 等 新 业

态 ，支 持 利 用 网 络 直 播 、短 视 频 平 台 开 展 线 上 旅 游

展 示 活 动 。

在培育购物消费新场景方面，《措施》提出，利用新

技术拓展购物消费体验。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

虚拟现实（VR）全景和数字人等技术，拓展电商直播场

景。发展线上“虚拟家居布置”“虚拟试衣”等产品展示

业务，促进沉浸式体验消费。

关于培育大宗商品消费新场景，《措施》提出，拓展

汽车消费新场景，打造高阶智能驾驶新场景；丰富家装

家居消费场景，推进室内全智能装配一体化和全屋智能物联；打造电子产品消

费新场景，加大柔性屏、超级摄影、端侧大模型等软硬件功能开发，开拓智能穿

戴设备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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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6月 24日电 （记者

李禾）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

要保障。在生态环境部 24 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应急

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天威表示，

我国将重点河流环境应急“一河一策一

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兜底性的重大

举措，总体上形成了全国重点河流环境

应急准备“一张图”，加快推进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环境应急准备体系。

“一河”是指通过资料收集、影像分

析和现场踏勘，调查掌握在水污染事件

发生时，河流上可储存受污染水体的情

况，以及便于实施截流、引流、投药、稀

释等处置措施的环境应急空间与设施

等，摸清河流底数，建立河流信息清单；

“一策”指编制河流突发水污染事件环

境应急响应方案；“一图”指构建事件应

对指挥示意图。

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截至

目 前 ，全 国 已 完 成 2365 条 重 点 河 流

“一河一策一图”，完成率为 94%，摸清

了 20 余万处环境应急空间和设施点

位，“十四五”将实现重点河流“一河一

策一图”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我国还

将进一步聚焦环境风险集中、事件多

发的化工园区，推动第一批 17 个试点

园区探索建设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

急三级防控体系，即污水“一级防控不

出厂区、二级防控不进内河、三级防控

不出园区”。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时

段，我们连续 3 年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2022 年—2023 年，

全国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2.95 万余

项，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取得实效。”

李天威说，生态环境部强化环境应急演

练，推动基层环境应急能力建设。2023

年，全国省市两级环境演练共 536 次，

20 多个省份组织开展了“一河一策一

图”专题环境应急演练，有效提高各级

环境应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突发环境事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

性。发现得越早，介入得越早，处置得

越早，事件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就越

小。”李天威说，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

强化应急保障，逐步建立健全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工作机制，按照重大敏感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省级统筹、市级落实、县

级协同的工作原则，明确承担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工作的机构及人员，强化应急

队伍建设；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初步建

成国家环境应急物资信息库，推进建设

政府储备、企业代储、第三方服务支持、

企业生产保障的多层次多元化环境应

急物资储备体系等。

全国重点河流环境应急准备“一张图”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