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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任先生的学生和多年在他指导下共事的晚辈，我有幸

目睹和感受了任先生为我国草业科学所作的贡献及其为学为

人之道。

他大学时报考畜牧系畜牧专业，就是为了改善国民营养结

构。任先生认为，草虽然不能直接当饭吃，但“肉皆是草”，有了更

多、更好的草，才有更多、更优质的肉、蛋、奶。

别人觉得苦寒的西北，在任先生眼里却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和

试验区，也成了任先生一辈子割舍不下的地方。98岁高龄生病住

院时，他还梦见了在草原上工作的情景。

任先生就像一团火，照亮了许多学生的成长成才路。为了兼

顾野外实验和课堂教学，任先生当时每周前 3 天在兰州上课，后 4

天回到草原工作。在论文署名、项目奖励等方面，任先生总是尽

可能让学生排在自己的前面。

“小草寂静无声地贴着地皮艰难地生长，却把根深深扎到

许 多 倍 于 株 高 的 地 方 。”任 先 生 曾 这 样 写 道 。 他 就 像 一 株 小

草，不管外界的纷繁复杂，无视环境的艰难困苦，始终保持着

旺盛的生命力。临近百岁时，任先生还开创了我国农业伦理

学研究的先河。如今期颐之年仍在草业科学的大路上缓慢而

坚 定 地 走 着 ，他 也 真 正 实 现 了 自 己“ 为 天 地 立 心 ，为 生 民 立

命”的人生追求。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退休教授 张自和

“ 为 天 地 立 心 ，为 生 民 立 命 ；与 牛 羊 同 居 ，与 鹿 豕 同

游 ”。 任 继 周 先 生 扎 根 西 北 七 十 余 载 ，为 我 国 的 草 业 科 研 、

教 育 和 生 产 的 发 展 立 下 汗 马 功 劳 。 任 继 周 先 生 就 像 那 广 袤

无 垠 的 西 北 草 原 ，看 似 无 奇 ，却 蕴 藏 着 无 尽 的 生 机 与 力 量 。

他 教 会 我 如 何 做 人 ，如 何 为 社 会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 将 全

部 心 血 都 倾 注 在 自 己 热 爱 的 事 情 上 ，并 像 草 一 样 牢 牢 扎 根、

坚韧不拔。

——兰州大学科研人坚守与传承学风工作室成员、新闻与
传播学院硕士生 张佳欣

自小在缺水的地方长大，猛一天来

到珠江口，站在伶仃洋的岸边，吹着腥

腥的海风，望着暗流涌动的茫茫大水，

甘肃定西人王刚，突然有股难以名状的

情绪从心底升腾而起，很快弥散全身、

溢满心房，令他不知不觉湿了眼角。

这么多的水，这么大的水，简直奢侈！

然而，他很快就领略到了大水的威力。

王刚，2007年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

工作履历丰富，曾在天津港待过一年，与

同事们共同建设30万吨级的码头，也去

过国外，同样从事码头建设。2012 年 7

月，他又来到广东，参与港珠澳大桥的建

设，这一干，就是三个春夏秋冬。

2016年10月的一天，王刚和中交第

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同事们一起，

初次来到中山。面对浩浩汤汤的大水，

早已多方了解伶仃洋水况的他，仍感到

巨大的压力潮水般扑面而来。作为一名

普通的建设者，在他看来，建设港珠澳大

桥已是自己事业的巅峰，而此次建设深

中通道则是又一个巅峰。由巅峰到巅

峰，不是单凭流汗就能实现的，王刚和他

的同行者们要付出很多——激情与热

血，坚毅与果敢。

按照设计，在深中通道的建设过程

中，西人工岛尤为关键。这座岛处于茫

茫大海之上，承担着海上桥梁段与海底

隧道段的过渡转换任务，是座“会师”

岛、“连接”岛，可以说是深中通道建设

的重中之重。建成之后，外观呈菱形的

西人工岛长达 625米、最宽 456米，面积

约 13.7 万平方米，相当于 19 个标准足

球场大小。若从空中俯瞰，西人工岛犹

如一只展翅在伶仃洋海面上的鲲鹏，又

似一只美丽的风筝。在满足基本交通

服务的基础上，西人工岛上还将设置隧

道管理站、救援站、通信站等必要的运

营管理设施，以及路政、交警、消防执勤

点、直升机停机坪、救援码头等。

这一海中仙岛，将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多功能新地标。

这座岛未来的分量如此之重，王刚

和他的同事们，又怎能不觉得“压力山

大”呢。

海中筑岛，港珠澳大桥已有示范在

前，西人工岛与港珠澳大桥人工岛一样，

也是采用“钢圆筒围岛”的施工方式。

在港珠澳大桥施工过程中，工程师

们发现，筑岛位置的海底，有深达 15 米

至 20 米的淤泥层，无法采用常规的抛

石斜坡堤，或者重力式沉箱结构围筑岛

堰，很令人头疼。

工程师们还给这个讨厌的淤泥层

起 了 个 形 象 、生 动 的 名 字——“ 水 豆

腐”。“豆腐”也就罢了，还是“水”的、

“滑”的，抛石、沉箱落到“水豆腐”上，就

像脚底下抹了黄油，很快会滑出去，根

本固定不住。

用钢圆筒围岛，则可以直接固定在

海床上，中间再排水、吹填砂，形成人工陆

域，可以很快形成稳定的结构，对海洋环

境的污染也是最小的。经过周密计算，建

设团队计划用57个直径28米的巨型钢圆

筒，在伶仃洋上围出西人工岛的岛堰。

王刚和同事们抵达中山后，首先要

做的事，当然是考察施工现场。

然而，经过对钢圆筒振沉位置的海

床仔细探察之后，所有人不由得紧张起

来。这里的海床，因泥沙长年累月地沉

淀堆积，产生了优质的工业用砂资源，

曾引发过大量的人为盗采。毫无节制

地挖掘，导致施工海域海床地层硬度参

差不齐，表面坑洼不平、深浅不一，同时

又附着了厚厚的淤泥，有的地方很软，

有的地方却遍布夹砂层，甚至厚达几

米，硬度极为惊人，足以使钢圆筒变形

甚至破裂。

显然，这里的地质条件，比港珠澳

大桥人工岛的施工条件恶劣多了。

关键在于，若在这样起起伏伏、软

硬不一的“水豆腐”上实施振沉，钢圆筒

受力不均，加之水流快速冲击，很容易

造成位置偏差，精度根本无法保障。这

可是在大海中筑岛，设计师们都经过了

精密的计算，只有严格按照设计施工，

才能保证顺利圆满，否则，极可能失之

毫厘，谬以千里！

功亏一篑的局面一旦出现，将是难

以承受的后果。

那段日子，王刚率领一支由十几人

组成的攻坚团队，白天现场考察，晚上

则和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研讨技术方

案。严谨的科学态度，催生了激烈的讨

论，有时甚至像在争吵。为了西人工岛

的顺利建设，每个人都把脑洞开到了极

限，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该表达的都表

达了……这时候要的不是一团和气，而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夜里 12 点前，王

刚办公室里的灯就从没熄灭过，讨论到

凌晨一两点钟也不是啥新鲜事。

每一位参与者都很清醒：这些按设

计需要振沉海底的 57 个钢圆筒，这些

将要围出西人工岛轮廓的 57 个钢圆

筒，是这座岛屿的生命线，哪一个都不

能出现半点差池，他们也不允许这种差

池出现在自己手中。

海床地质问题一天不解决，后续的

钢圆筒振沉精度将无法掌控，施工也就

无法进行。

那些日子，海底的这些硬质夹砂

层，这些裹着“黄油”的“铁板烧”，成为

横亘在王刚与周公之间的“王屋太行”，

令他无法进入深度睡眠，常常是好不容

易睡着，一个念头跃出脑海，人立即又

清醒了。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始终是攻坚

克难的不二法宝。

随着各式各样的方案不断汇聚，终

于有条可行性建议浮出水面，成为众人讨

论的核心：当初，为了便于香港国际机场

的施工，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立

足自主研发，克服了重重技术壁垒和技术

难题，研发建造了全国产化的深层水泥搅

拌船，主要是用来将软土硬化加固处理。

如今，大家运用反向思维，认为完全可以

将其应用在将硬砂层变软上。

方向找到，立即行动。

好一番技术攻关，中交第一航务工

程局有限公司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钢圆

筒基础DSM预处理核心技术，用以降低

硬质土地层强度，使钢圆筒工艺适用于软

硬不均的地质条件，为在外海软弱地基上

修筑人工岛等建筑提供了崭新、快捷、可

靠的施工方法，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这艘水下深层搅拌船，王刚他们习

惯称之为“砂桩 6号”。

该船上有三根标志性的圆管，如果

说这艘船就是一台巨大的搅拌机的话，

这三根管就相当于搅拌机的搅拌头。

它们沿着将要振沉钢圆筒的预定位置，

用钻机深入到夹砂层，注入泥浆作为砂

砾之间的“润滑剂”，然后开始搅拌，直

至使这一区域变得柔软，达到施工要

求，使钢圆筒振沉时更容易穿透这些硬

质层，确保钢圆筒能平顺、精确地振沉

到设计位置。

西人工岛建设中遇到的第一个大

难题，就这样被王刚他们解决了。

（本文节选自《龙腾伶仃洋——深
中通道建设纪实》，有删改，作者系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深 蓝 搅 拌

科技与艺术双向奔赴，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6 月 25 日至 30 日，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在

重庆市永川区举行。重庆科技电影周在展示影视行

业前沿科技的同时，还邀请众多来自国内外影视界和

科技界的嘉宾围绕新技术如何赋能电影工业进行了

探讨。

人 工 智 能 带 动 电 影
行业进入 3.0 时代

虚拟拍摄、人工智能展示、后期特效、智能全流

程……电影周期间，众多国内外影视行业的前沿科技

亮相影视科创展览现场。

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展区展示了该院与华为公

司合作开发的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以让“李白”

用 8种外语吟诗，而且音质不变、口型一致。利用天图

万境公司与华为公司联合开发的人工智能音频大模

型，通过声音克隆技术，只需一人就可以为整部影片

配音，大幅降低了电影后期制作成本。

在 电 影 周 举 办 的“ 科 技 创 新 赋 能 影 视 产 业 ”

“ 虚 拟 制 作 与 电 影 工 业 升 级 ”等 4 场 主 题 沙 龙 中 ，

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成为业内关注

的焦点。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

人工智能带动电影行业进入 3.0 时代，势必会给电影

的生产带来影响与改变。不过，人工智能虽然会深刻

影响影视行业，但更多的还是在降本、增质、增效层面

发挥作用，为影视行业提供重要的数字资产加持，并

不会替代人类进行影视创作。

“在电影行业，技术一直在改变我们的摄制方

式。”好莱坞特效师麦特·贝克说，人工智能制作的东

西可能很真实，但并不是原创。“我不希望人工智能

剥夺我们的共情能力，不希望它让我们忘掉初心。”

他说。

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中国影视摄影师学

会副会长马平，从人工智能技术角度分析了电影产业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他认为，人工智能会打开人们无

法想象的巨大创新空间，短期表现为降本增效、产业

驱动。长期来看，人工智能虽然不会取代原有工种，

但一定会优化原有的影视流程、任务，帮助创作者将

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创意范畴中。未来的影视

制作极有可能由现在的机构制作变为个人制作。

虚拟制作成影视拍摄
新手段

电影周开幕式上揭晓了首届电影金数字荣誉，电

影《长空之王》虚拟拍摄项目等 23 个项目或企业获得

年度杰出自主研发技术、技术创新应用和杰出视觉效

果荣誉。作为国内首部大规模尝试采用 LED 虚拟拍

摄的院线电影，《长空之王》把天空素材投射到长达

七八百米的 LED屏幕上，拍摄效果非常逼真。

参与《长空之王》幕后制作的洲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刘俊介绍，从 2023 年开始，虚拟拍摄正式

进入国内影视行业的创作视野。目前，影视工业流程

开始更多采取“后期前置”的方法完成制作，不仅可以

节约大量置景成本，也能为行业带来非常大的数字资

产积累。

“相比于传统拍摄，虚拟拍摄大约可以节省 30%—

40%的拍摄成本，节约近 60%的时间。”永川科技片场

运营商、达瓦未来（重庆）影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卢

琪说，虚拟拍摄真正用于电影制作，与近年人工智能、

LED 技术的突破息息相关。以永川科技片场 LED 虚

拟拍摄棚为例，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了特效实时渲

染效率质量，且达到电影拍摄质量要求。这让影视棚

里完成一整部电影的拍摄而不再需要各种转场成为

可能。

水戏影视题材作品《记忆之河》的水戏就是在永

川科技片场拍摄完成的。该片对众多虚拟拍摄技术

的结合运用，有效解决了拍摄时大面积水面反光的问

题。成片清晰程度不亚于真实的场景拍摄。该技术

还能做到一边拍摄一边成片。

卢琪透露，从 2024 年初开始，在永川科技片场进

行虚拟拍摄的网络剧、网络电影、院线电影项目已达

到 14个。接下来公司还将建设新棚，充分满足行业虚

拟拍摄需求。

在影视科创展览现场，不少参展企业还展示了最

新的虚拟制作技术。如天图万境研发的人工智能图像

分割技术，能够在任何背景下识别并区分不同的物体和

场景，打破了传统电影“抠像”技术对绿幕的依赖。

虚拟制作正逐渐成为电影行业拍摄的新手段。

重庆科技电影周上，人工智能等技术备受关注——

科技让电影更好拍更好看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饮食以五谷杂粮为主，肉、

奶占比较少。“以粮为纲”的观念长期影响着国人，

土地大都用来种粮食，畜牧业的组分很少，草原牧

区与农耕地区处于分割的状态。畜牧业薄弱，致使

我国农业结构发展不均衡。

改变中国农业结构、改善国民营养来源成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草地农业科学家任继周矢志开

拓草业科学的动力。他在国内提出大力发展草地

农业，提出要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即

充分利用占国土面积 41%的草地，种草养畜、“藏

粮于草”。

为了更好地研究牧草，任继周和同事们建立了

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试验站建在海

拔 3000 米的天祝抓喜秀龙草原沟谷滩地上，地处

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会地带的乌鞘

岭下，年平均气温 1℃。说是试验站，但它仅由两顶

帆布帐篷组成，一顶住人、一顶作为实验室。当时

的实验设备也十分简陋：桌子、装土样的纸袋子、实

验记录本、铁锹、蒸馏瓶，天平是用药店小杆秤改造

的，采集杖是用铸铁水管自制的。

试验站里无煤炭，任继周等人就捡拾牛粪烧

火 做 饭 ；草 原 紫 外 线 很 强 ，晒 脱 了 他 们 一 层 又 一

层 皮 ；6 月 的 草 原 晚 上 温 度 很 低 ，他 们 就 把 蒸 馏

水 瓶 揣 进 怀 里 防 止 冻 裂 ，在 阵 阵 狼 嚎 声 中 酣 然

入睡……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任继周和同事们坚持

不懈用他们在试验站自建的气象站做记录，到实

验样地按设计观测、记录牧草生长情况及环境数

据，摸清了草地生态系统一年四季的变化。他的

很多科研成果和重要发现都始于这个时期，包括

在 全 国 率 先 开 展 草 地 围 栏 、划 破 草 皮 改 良 草 原 、

试行高山草原划区轮牧、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

划破机燕尾犁等，为后续草原学向草业科学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下图拍摄于 1956 年 5 月的一天。那天任继周

在甘肃天祝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上观测消融的雪

水，远处的草原专业师生正在用自制的气象百叶箱

采集数据。

任
继
周
：
悠
悠
寸
草
心
，
深
深
爱
国
情

在重庆永川科技片场在重庆永川科技片场，，观众体验观众体验““虚拟拍摄虚拟拍摄””技术技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王全超摄摄

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开幕式上，由永川区

与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共建的“西部电影科技创

新中心”揭牌。双方将共同开展电影关键技术的自主

创新研究、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同时，中

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还将通过创新中心提供电影

产业全链条的技术检测和认证服务。双方还联合发

布了国内首个科技影视数字技术与服务的“科技影视

数字资产平台”。

不只是永川。今年 6 月，重庆市电影局授牌了首

批 6 家“重庆影视基地”。除了永川科技片场外，江津

白沙影视基地、大渡口四号仓库影视基地、重庆两江

影视动漫文创园、巴南影视基地和武隆天生三桥影视

基地也成功挂牌。

为更好地助推数字时代电影工业系统发展，重庆

在科技电影周期间推出的数字文化应用——“文化·
光影重庆”，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VR 等技

术手段，创新设计了电影创作管理、拍摄资源服务、影

院发行管理、惠民放映服务四大场景，重塑电影全流

程工作体系。

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重庆市电影局局

长，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党委书记、台长管洪说，重庆

将以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的举办为契机，不断

提升重庆电影管理、制作和服务水平，加快打造具有

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西部科技影视城，助力电

影强国和文化强市建设。

数字赋能重庆打造影视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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