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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特别策划

好玩过瘾好玩过瘾，，来科技周打卡来科技周打卡

“用手使劲摇动银色手轮，不一会儿，本
来躺着的银蛋就能竖立起来。”正在体验旋转
磁场互动项目的小朋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北
京科学中心展台负责人介绍，它是通过旋转磁
场，实现电能和机械能的相互转换，带动了银
蛋旋转。另外，由于银蛋一头重一头轻，它旋
转起来之后，在重力、离心力和摩擦力的共同
作用下，便竖立了起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比如交流电机、测量仪表等设备中，都有旋转
磁场的不同应用。 （记者 胡利娟）

戴上3D跟踪眼镜，操作触控手柄就能实
现与标本的立体互动，形体较小的储藏物昆
虫在系统上都能看得十分清晰……小小“实
验员”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捕捉”到了
一只虫子标本，屏幕上随即显示出了虫子的
信息——茶色长臂金龟。这是中国海关科学
技术研究中心展区的检疫性有害生物3D数字
标本库，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掌握检疫有害
生物的方法。 （记者 史诗）

在“流动科技馆”展台的具象数学实验室，
每个孩子面前都有一个开放式的蓝色盒子，里面
装着各种教具，有的写着“四T之谜，请把4个T
摆在大小两个正方形内”，有的写着“三元正四
面体，请使用三块相同形状的巧块组成一个正四
面体”……小朋友们开动脑筋，用多种方法解决
数学难题。 （记者 吴琼）

编者按 戴上3D眼镜去“捕捉”昆虫标本、走入“眼球”内部一窥人体视力的奥秘、与人形机
器人面对面互动……5月20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近300个新奇有趣的最新科技成
果亮相全国科技活动周现场，吸引公众前来参观和体验。这些互动性强、趣味性浓的沉浸式科普体
验，让公众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前沿科技，培养科学思维，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全国科技活动周的人工智能 （AI） 展
区，每年都是时尚、炫酷和好玩的代名
词，更是大小朋友们最爱的打卡点。

智能机器人更“类人”

走进主会场，一台“彬彬有礼”的白
色小车立即吸引了小观众们的眼球，它时
不时会因被围堵而不得不暂停巡视自己的

“领地”。“这台名为小魔驼 2.0 的小白车，
是毫末智行自主研发的第二代末端物流自
动配送车，可以适应全天候24小时配送需
求，并根据指定路线实现点到点的全路径
无人配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别看它
个头不大，却拥有红绿灯识别、复杂路口
通行、礼让行人和车辆等多重功能，能在
混行、拥堵等复杂交通场景下通行，实现
物流的无接触智能配送，是智慧生活场景
下不可或缺的人工智能“快递员”。

“老爸快看，那边来了一台好酷的机器
人！”顺着孩子的话音，展区观众瞬间就被
达闼柔美人形智能服务机器人所吸引，在
观众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语音指令之下，机
器人做出各种相应的表演，其行云流水般
的动作和娓娓道来的讲解引发现场观众的

阵阵惊叹。
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款人形智能机器

人双手、双臂做出的动作之所以更加自然

和灵活，得益于柔性关节技术的使用。“柔
性关节是一种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机
械结构进行自适应调整的关节，通过控制

关节的柔性度和弹性来实现机器人的运动
控制，从而使机器人能够应对不同的环境
和任务需求。”

前沿科技更接地气

“热血沸腾探索奥，爱在心中永不改。科
学之路无止境，学海无涯苦作舟。”百度展台
上，大型语言模型文心一言以“热爱科学”为
题作了一首藏头诗，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

在现场互动中，文心一言不仅展示了
其文章、诗歌、故事的自然语言文本生成
能力，还展示了在机器翻译、问答系统、
语音识别等方面的应用。

小学二年级学生黄雨婷在AIGC数字人
展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对着手机一边跟
制作的数字人对话，一边用鼠标在电脑屏
幕上修修改改。不一会儿，一个生动的数
字人形象便跃然于屏幕。

合肥孪生宇宙科技公司工作人员黄元
启表示，这套引擎能低成本地为用户提供
从数字人建模、形象设计、场景搭建、表
情和动作捕捉、镜头控制、直播推流的全
链路操作，让“元宇宙不再高不可攀，人
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数字人”。

人工合成淀粉、“以虫治虫”生物
防 治 虫 害 、 处 理 厨 余 垃 圾 的 生 态 驿 站
……美好生活离不开生物技术的创新发
展。

实验室里“种”淀粉

真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吗？不需要种
地，也不需要绿色植物，以太阳光、水和
二氧化碳为原料，在工厂里就能源源不断
生产出淀粉。在此之前，农业种植是生产
淀粉的唯一途径，但这次，中国科学院天
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把全套“生产流

程”都“搬”到了科技周现场。
据展区负责人介绍，这项研究的特点

是不使用细胞，纯工业合成。“理论上来
说，用 4500 度电可以合成 1 吨淀粉，不仅
能够降低 80%—90%的土地和淡水资源消
耗，还能减少农药、化肥等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

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二氧化
碳到淀粉的合成，合成速率是玉米淀粉的
8.5 倍。“探索人工合成淀粉的过程，本质
上是用几年时间走过了自然界长达亿万年
的进化过程。”该负责人说。

“虫虫特工队”来了

“小绿袋里装的异色瓢虫，是农作物
害虫生物防治中的常用天敌；玻璃试管中
的管氏肿腿蜂、花绒寄甲，则为多种林业
害虫的重要寄生性天敌。”在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展区上演的“以虫治虫——虫虫特
工队”故事，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赏。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物防治
专家、正高级工程师仇兰芬介绍，利用天
敌昆虫防治林木虫害，可以大幅减少化学
农药的使用量，是既环保又有效的生物防

治方式。
北京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以侧柏

为例，林保人员每年对其进行重点防治的对
象便是天牛类蛀干害虫。“释放管氏肿腿蜂
就可应对。”仇兰芬解释，由于管氏肿腿蜂
钻蛀能力强，可钻进害虫的虫道寻找到寄
主，被认为是控制钻蛀性害虫的理想天敌。

不只是蛀干害虫克星管氏肿腿蜂，还
有捕食能手七星瓢虫、异色瓢虫、蠋蝽
等，天敌昆虫在植物害虫的自然控制中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我们人类默
默无闻的朋友。

走进元宇宙沉浸式近视防控科普互动展
区，来一场科普体验；在术锐腔镜手术机器
人展台前，看机械手“远程”剥离生鹌鹑蛋
壳……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会场，观众们真
切感受到了健康生活背后的技术保障。

沉浸式体验近视防控

“我居然进入眼球内部了！啊，我看到
眼底的血管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眼视光中心展出的元宇宙沉浸式近视防控
科普互动展区，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
边体验一边发出惊喜的赞叹。

展台工作人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
光中心视光师付豪告诉记者，这个科普互动
展区将元宇宙、AR技术和眼科多项技术联
合融入科普中，让用户在无穿戴设备情况
下，感受裸眼360°沉浸式数字化空间。

记者在现场进行了体验。随着位置的
变动，记者头顶上的26个全息投影摄像头
及时捕捉到了位移情况，迅速展现出不同
的眼球结构，在系统引导下，记者“穿
过”角膜和瞳孔，晶状体、玻璃体、眼底
血管和黄斑区域等部位的三维透视画面真
切地展现在眼前，效果非常逼真。

“除此以外，这个互动系统还能让人体
验不同程度的近视、散光、远视和正常视物
的真实感受，让公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进
一步了解近视防控的科普知识。”付豪说。

手术机器人远程剥鹌鹑蛋壳

在以“北京新征程”为主线的展厅一
角，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操作台前用机械手

“远程”操控着身后另一台机器的机械手，
精准地剥离着仅有 0.17 毫米的生鹌鹑蛋

壳，25分钟后，一颗完好无损但蛋壳被剥
离的鹌鹑蛋就展现在了众人眼前。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凯介绍，“这个机
器人叫术锐腔镜手术机器人，是他历经20
年研发并进入临床的单孔蛇形臂手术机器
人。基于仿生原理，搭载通过十余根超弹
性镍钛合金细杆牵拉的高刚度蛇形臂，内
窥镜可以“眼观八方”，机器手则灵活、精
准、有力。

“这个操作系统可让医生坐着进行手
术，通过一个2.5厘米大小的小创口，将1把
内窥镜、3把手术工具送入人体，然后通过
遥杆操作，就能在狭窄的体腔内完成各种
高难度手术，真正实现小孔办大事。”徐凯
介绍，“比起多孔腔镜手术机器人，单孔腔
镜手术机器人手术更便利，也更利于患者
恢复。”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地震、气象灾害频发，应急科
普成为科学应对和减轻自然灾害的重要一
环，也成为了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里备受
关注的体验项目。

“小黄鹿”守护校园安全

走近中国地震局展台，被涂装成卡通
风的智能终端机坐落在展台一角，鲜艳的
明黄色机身上分布着褐色的斑点，俨然是
一头可爱的长颈鹿。别看它长得“萌”，这
台地震预警和安全科普终端承担着守护校
园安全的重任。

“30秒，有感，请勿惊慌！”随着穿透
力十足的提示音，终端机顶部的黄灯倏然
亮起，屏幕上则不断闪烁着倒计时的秒
数，下方还显示着震级、烈度、震中距离
等信息。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地震预警功
能，当终端检测到地震波，就会发出预警

并对地震波抵达的时间进行倒数，提示师
生进行避险。”

在没有地震来袭的时候，“小黄鹿安全
学园”就开课了。终端内置了多款AR体感
小游戏，“地震时应该躲在哪里？”站在终
端前的孩子敏捷地横跨一步，抱着头蹲
下，屏幕上的卡通人物也随之蹲在了“课
桌”旁。“哪些是不能带进校园的危险物
品？”孩子们立刻蹦跳着举起双手，用虚拟
的“篮球”砸向屏幕上的剪刀、打火机等
危险物。这样的学习形式告别了枯燥的死
记硬背，潜移默化地提高青少年的防灾减
灾意识。

北斗破解震区通讯难题

强震的发生，往往会导致震区停电停
网、信号中断，给后续救援造成很大困
难。“北斗震讯通”大震应急指挥通讯平
台，就是为应对这一问题而诞生的。

拿起形似对讲机的“单兵手持智能终
端”，屏幕上显示出“灾情上报”“震害分
析”“应急通讯”等板块。工作人员介绍，

“这台终端基于北斗定位和北斗短报文通讯
功能，只要将它分配到每个县的巡视员手
中，一旦发生强震、信号不通，就可以通过
终端进行灾情信息采集上报，与指挥中心进
行应急通讯，并查看避难场所等信息。”

这 台 终 端 还 具 有 防 水 功 能 ， 能
在-20℃—55℃的极端环境下工作，电路
常开的情况下也能运转24小时。科研人员
为它铸就了一副“刀枪不入”的身躯，又
配备了“十八般武艺”，相信在未来的灾
情中，“北斗震讯通”能有效避免震区

“失 联 ”， 为 受 灾 群 众 抢 出 宝 贵 的 救 援
时间。

让天有“可测”风云成为现实

在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展台，体验

者戴上VR眼镜，就可以近距离观察海洋洋
流的分布，还可以置身海洋内部，触手体
验海洋里最狂暴的“舞蹈”——旋涡。

原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
科研人员把地球“装”进了实验室。“这是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 （简称

‘寰’）。它通过超级计算机进行大规模计
算，以地球系统各圈层数值模拟软件为核
心，集成了大气、海洋、陆面、植被生
态、大气化学、海洋生化、陆地生化7个分
系统模式，能够模拟大气圈、水圈、冰冻
圈、岩石圈、生物圈的演变规律，能够重
现地球的过去、模拟地球的现在、预测地
球的未来，帮助科学家进行有针对性的地
球试验。”该展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地球上的空气、江河湖海、山石冰
雪、生命体……这些纷繁万物都可以被科
学家装进“寰”，让天有“可测”风云成为
现实。

触 摸 AI， 感 受 前 沿 科 技 创 新 脉 搏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生物技术，让绿色低碳生活触手可及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胡利娟

科 技 引 领 ， 为 生 命 健 康 保 驾 护 航
□ 科普时报记者 罗朝淑

应 急 科 普 ， 助 力 防 灾 避 险
□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史 诗

观众在近视防控展区互动体验 吕钟 摄

小朋友和人形智能机器人互动 吕钟 摄

在科技感满满的展区中，居然有一只小
鸡正在迷你“鸡圈”里昂首阔步！工作人员
指着小鸡说，“它也是我们生态驿站的一环。”

据介绍，生态驿站是将社区产生的厨余垃
圾粉碎后投入黑水虻虫处理设施，利用它的食
腐性特点，只需6—7天，就能将厨余垃圾转换
为黑水虻虫和虫沙。高蛋白、高脂肪的黑水虻
幼虫可用来喂鸡、喂猪，作为饲料投入鱼菜共
生系统。虫沙经过发酵成为有机肥，种出的植
物又回到人类的餐桌上。 （记者 毛梦囡）

现场直击

银蛋立起来了

我抓到害虫了

我吃的是“垃圾”

看看谁的方法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