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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向日葵种在空间站，会跟着太阳摇头
吗？”“空间站里有蚊子吗？”“北京烤鸭在太空站能
吃到吗？”9月6日，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
中国科技馆联合主办的“奇迹天宫，荣耀见证——
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首场活动”在中国科技馆
成功举办，活动现场中小学生向专家提出各种精灵
古怪的问题。

在活动现场，由航天员王亚平领衔的基地科普
导师团首批成员正式亮相。“太空出差三人组”在
轨飞行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
波从天宫发来视频寄语，在祝贺基地成立的同时，
鼓励孩子们成长为新的航天力量。学生代表向航天
员们赠送了自己创作的出舱行走科幻画，首飞航天
员杨利伟代表航天员回赠寄语板并现场签名。

“太空出差三人组”还给青少年们“出题”，
发布了科学和科幻两个方向的首批实验孵化项目
选题。

刘伯明发布的选题是围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术方向：利用空间站提供的长期微重力、有规律
的磁场和昼夜的快速交变，以及特殊辐射等环境条
件，对生命体的重力变化感应、空间辐射下的损伤
等方面进行研究，促进对生命现象本质的理解和认
识。例如，研究马铃薯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形状
与地球是否一致。

汤洪波发布的选题偏科幻方向：2049年上太空
可能就和坐飞机一样的便利。如果你是设计师，你
会如何设计未来的空间站呢？需要同学们以科学事
实为依托，展开合理想象，并设计你心中未来的空
间站。

聂海胜则给青少年们送上了一道附加题：大家
知道中国空间站的伙食非常好，但还没做到应有尽
有，有些特产还不能上太空，请同学们将自己家乡
特有的美食封装成符合航天标准的太空食物。

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与中国科技馆合作策划建设，旨在融合中国
载人航天独特的科普资源与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
系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载人航天科普教育活动。

活动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为全国青少年“同上一堂科学课”。王翔介绍
了中国空间站的结构。“中国空间站是采取系统设
计、分段发射、在轨组装的方式进行。”王翔介绍
说，中国空间站的搭建像积木一样组装而成。中国
空间站是大块头，非常重。即便选择了我国最大的
火箭——长征 5 号 B 来发射，一次性也发射不完。
怎么办？我国采取了分多步走的方式进行，把空间
站分成3部分，发射上天后，再像积木一样对接、
组装起来。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玉卓在寄语中表
示，要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
讲话精神，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呵
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希望广大青少年能够通过空间
站科创体验基地，走近航天科技、激发探索兴趣。

此次活动以中小学生开学季为契机，切实推动了青少年们通过与航天
工作者、在轨航天员交流学习，激发了青少年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科学
热情和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后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中国科技馆将
继续深化合作，积极开展载人航天科普教育与科创活动。活动实况通过全
国11家地方科技馆、362家农村中学科技馆以及102所馆校结合基地校同
步播出。

﹃
太
空
出
差
三
人
组
﹄
给
青
少
年
出
题

设
计
出
你
心
中
未
来
空
间
站

□□

科
普
时
报
记
者

李

萍

“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
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发展智能
经济。”在日前召开的智能经济高峰
论坛上，科学技术部副秘书长贺德
方提出，科技部将以推动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发
展绿色低碳经济为重点，全面提升
我国智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离不开芯片。在通用芯片领域，
中国一直被“卡脖子”，不过在人工
智能 （AI） 芯片设计方面却已有领
跑之势。特别是近年来，国家高度
关注AI芯片产业的发展，相继发布
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为芯片行业
建立了优良的政策环境，在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更好地为服
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撑。

“大规模集成电路使用了人类历
史上最复杂的设计制造工艺来实现
芯片设计。芯片是衡量一个国家综
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信息产

业的硬件基础。”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余浩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现有计算处理器芯片及图形
处理器芯片等基本架构的支持下，
使用云服务，人脸识别、物体识
别、声音识别、自然语言识别等，
人工智能应用得到了长足发展。但
由于现有处理器架构局限，计算所
利用能量的效率低，需要大量空调
来散热，因此这些基于大型数据中
心的云智能应用将消耗大量电力，
将会导致高碳的方式来实现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从而无法适
应我国急需要求碳达峰、碳中和的
背景及要求。

基于这一需求，如何低碳地实
现智能成为当今AI芯片设计及应用
的主要挑战。

余浩认为，其核心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工智
能计算模型；二是如何设计高能效
的硬件，用最低的能耗产生最高的
算力。

针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和人
工智能处理器的特点，余浩认为应
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找寻低碳的
方式实现人工智能。首先，通过网
络模型优化的方法来简化复杂的人
工智能计算模型，使用尽可能低精
度数据进行存储和处理，这样得到
的混合精度模型存储量和运算量可
以得到极大的压缩，从而大大提高
了硬件的读取和运算的效率；其
次，设计实现高效可配置的混合精
度处理器。根据不同精度网络层的
数据特征，通过可配置多精度脉动
数据流方式，实现对片上数据的最
大化重用和片上运算单元的最大化
利用，降低从片外读取数据的次数
以及片上资源的闲置情况，从而降
低芯片功耗。“同时，需要打破常
规，突破常规计算存储分离的结
构，通过设计存算一体架构来打破
存储墙的限制，消除数据移动的延
迟和功耗，大大降低数据交互量，
从而提高整体能效。这样，我们就

可以设计高能效的AI芯片，从而低
碳地实现人工智能应用。”

现阶段，我国的 AI 芯片技术发
展越来越具有自主性，产业趋势向
好，随着不同领域对AI专用芯片的
需求增大，尤其以云平台、智能汽
车、机器人等人工智能领域为代
表，AI 芯片的应用场景也将会越来
越丰富。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众多
不可控的因素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
展，也让半导体行业的走向伴随着
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些不确
定性引发了国内外整机企业在芯片
供应链安全方面的担忧，让国产芯
片设计企业从中找到了历史发展机
遇。”余浩坦言，低碳与AI芯片的结
合，在这场机遇中无疑将提高中国
信息产业的技术水平，迎来数字中
国的进一步发展，并推动人工智能
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
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并低碳的
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低 碳 ， AI 芯 片 产 业 的 新 路 标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9月2日至7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
北京举行。位于国家会议中心展区的故宫博物院展位，运
用数字技术再现故宫的建筑工艺、历史典故等内容，吸引
众多观众参观体验。

左图：9月7日，观众在故宫博物院展位体验数字文
物库。

右图：9月7日，观众在故宫博物院展位观看故宫角
楼建筑工艺视频。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数字故宫数字故宫””
服贸会吸睛服贸会吸睛

大海被夜色笼罩，“实验6”科考
船外的海面一片漆黑。一个直径1.6
米多、高2米多的圆柱形“铁架子”
被探灯照亮。在缓缓伸出右舷的机械
悬臂控制下，它犹如鱼跃龙门一般融
入大海。船舷处，有人静静观望，等
待它再次跃出水面。

这是9月6日发生在南海的一幕。
这个“铁架子”是CTD（温盐深测量
仪）采水器，一种综合海洋科考船必
备的利器，是用于获取海水的物理、
化学参数并采集海水的装置。24根一
米多长的深灰色采水瓶并列围成一个
圈，构成了采水器的核心。CTD位于
采水器的底部，它的传感器可以用来
测量海水的温度、电导率和压力。

“实验6”抵达预定的第一个科考
站点后，CTD采水器被放入大海。这
里位于珠江口近海，深度大约25米，
几分钟后，就采集到了9瓶水。

在后甲板遮蔽仓工作区，科考队
员们早已拿着各类水样瓶等候。CTD
采水器采集完海水返回甲板后，他们
兴奋而有序地靠前来，从采水器底部
的出水管接取海水。随后，这些水被
拿去过滤，经过初步处理分析后储
存，用于开展海洋化学和海洋微生物
方面的研究。

自“实验6”踏上首航之旅时，采

集样品、处理样品、储存样品、记录数
据，这样的工作是科考队员们的日常。

移动的海上实验室

9月6日上午，“实验6”离开广
州新洲码头，赴珠江口-南海北部海
域执行观测科学考察任务，计划航期
10天。这是一艘正在南海行驶的船，
更是一个移动的实验室。

“实验 6”是一艘中型综合科考
船，由中国船舶集团708所设计、黄
埔文冲公司建造。这艘科考船填补了
目前国内中型地球物理综合科考船的
空白，是国内首艘采用最先进的混合
冷却及D型吊舱推进技术的科考船，
实现了国产大容量地震空压机和国产

科考升降鳍板的首次装船应用并取得
成功。

除此之外，“实验6”创新性采用
了控制气泡干扰的船型一体化设计技
术，成功解决了快速性与抗气泡干扰
性之间的矛盾。“实验6”还采用了内
凹的小球鼻设计，仅增加较小的阻力
就保证气泡下泄最优路径，有效减少
了对船底的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等
声学设备的干扰。

“实验 6”配置了通用干性实验
室、通用湿性实验室、生物化学实验
室、洁净实验室等现代化船载实验
室，以及样品冷藏和冷冻室，总面积
超过330平方米，能现场进行多学科
的样品处理与分析，并卫星通讯实现
与陆基实验室同步数据传输。

带着科考使命奔赴南海

珠江径流及中尺度涡旋等高强度
海洋动力过程会对大湾区及南海北部
海域产生重要影响，围绕南海北部跨
陆架陆坡交换与中尺度暖涡的环境生
态效应这一科学问题，“实验6”首航
的科考队伍将开展水文动力、生物化
学、海洋底质沉积、生物资源利用等
方面的研究。

“实验6”首航首席科学家、南海
海洋所副所长杜岩研究员介绍，为了

完成这一科学任务，科考队员使用
“实验6”配备的全海深多波束测深系
统、可视化多通道柱状采泥器、万米
温盐深剖面仪、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
仪、海表涡通量观测系统、海空红外
探测仪等高技术装备，并布放国产海
翼水下滑翔机、漂流浮标、抛弃式温
盐深剖面仪、大气探空仪，进行综合
立体观测。

截至发稿前，科考队伍已对14个
站点进行了采样，获得大量的海水样
本和沉积物样本，及南海北部中尺度
暖涡南北断面的水文、气象数据。由
于台风“康森”正在向西北方向移
动，“实验6”调整了原定航线，一方
面是为了避风，一方面是增加新的科
考目标。“等到台风过后，再次勘察走
过的一些站点，对比台风前后涡旋相
关参数有何不同。这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杜岩说。

中科院广州分院分党组书记、院
长陈广浩指出，“实验6”致力于维护
南海及其岛礁国土安全、环境安
全、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为服
务国家经略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有力的
科技平台支撑。

（科普时报“实验6”船9月8日
电）

“实验 6”，一个正在南海移动的实验室
□□ 代小佩

9月6日，“实验6”综合科学考
察船从广州新洲码头起航。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