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罗云鹏）8 月 26

日，深圳智能机器人灵巧手产业发展

大会举行。深圳市市长覃伟中在大会

致辞中说：“灵巧手作为具身机器人与

环境交互的末端执行器，是深度仿生、

柔性感知、微机电系统、高性能材料等

前沿技术交叉融合的集大成者，是实

现智能机器人技术变革跃迁的关键突

破口。”

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介绍了深圳

智能机器人灵巧手大赛情况，中国工程

院外籍院士、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张建伟

作主旨报告，深圳相关单位分别宣讲深

圳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产业空

间保障政策。会议期间，20 余家企业

集中展示了工业制造、医疗健康、特种

工业、家用服务等应用场景中的灵巧手

产品和技术。

覃伟中表示，深圳将以此次大会

为契机，充分发挥一流的创新生态、

完备的制造业体系、

创新资本集聚、链接

全球市场等优势，为

智 能 机 器 人 灵 巧 手

企 业 、机 构 、人 才 来

深创新创业，提供全

要素保障、做好全链

条服务、拓展全场景

应用。

大 会 由 深 圳 市

科技创新局主办、深

圳 市 人 工 智 能 与 机

器人研究院承办，是

全 国 首 个 深 度 聚 焦

灵 巧 手 领 域 ，集

“ 会 、赛 、展 ”于 一

体 ，促 进“ 政 、产 、

学、研、资、用”紧密

对 接 的 行 业 会 议 。

大会旨在探讨智能机器人灵巧手技

术最新进展、行业应用及未来发展机

遇，共商深圳发展智能机器人灵巧手

的实施路径，推动智能机器人灵巧手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产业交流与

合作。

深圳智能机器人灵巧手产业发展大会举行深圳智能机器人灵巧手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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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当你迈进博物馆的那一

刻，面对的不再只是“展柜式”的单一观

览方式，而是通过历史对比、实景演示、

三维虚拟等，沉浸式地触及文物背后的

历史，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晋阳古城

考古博物馆，观众不仅能跟随考古工作

者体验求知乐趣，直观地感受考古工

作，更能利用数字化等技术一睹晋阳古

城往日的辉煌。8月 27日，记者来到这

里，一探究竟。

步入博物馆展厅，在左右两侧的夯

土墙上，只见千年前的“匠人”背着砖

瓦、泥土，在卖力地堆砌城池；蹲在一个

个“四方格”里的考古人，拿着小刮铲专

注地“寻宝”。

“把考古现场‘搬’进展厅，是晋阳

古城考古博物馆最为别致的设计。”晋

阳古城考古博物馆馆长赵涛介绍。

在展厅内一处沙盘前，记者看到，

不少游客被模型上的动画特效吸引，沉

浸于古晋阳的历史故事中。晋阳古城

考古博物馆公众服务部讲解员吕岩介

绍，在展示晋阳城之战时，他们创新性

地采用了地幕加素模沙盘联动的方式，

将超大画面与高精度动画相结合，营造

出强烈的现场感。

“伴随着 3D 立体声效，这场历史战

役被生动、灵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

人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中。”

吕岩说。

一座晋阳城，半部华夏史。从春秋

时期开始营建，到唐代日趋辉煌，在北

宋初年战乱中废弃，晋阳古城存在了

1500 多年，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历史

传奇。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时的考古工

作者在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

附近，发现了数段城墙和三座小城遗

址，揭开了晋阳古城的神秘面纱。

历经几十年考古，今年 1 月，建于

小城遗址之上的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

正式对公众开放。它成为了太原市第

101座博物馆。

作 为 一 座 城 址 类 考 古 专 题 博 物

馆 ，晋 阳 古 城 考 古 博 物 馆 利 用 科 技

实 现 了“ 新 潮 ”表 达 ，让 游 客 在 欣 赏

文 物 的 同 时 ，沉 浸 式 地 了 解 文 物 背

后的历史。

赵涛介绍，为了更全面地展现晋阳

古城的生活风貌，博物馆制作了城内、

城外的生活长卷动画。激光投影、二维

动画等技术手段的叠加运用，将古代生

活场景复原得栩栩如生。观众仿佛置

身于一幅流动的画卷之中，随着视角的

变换，感受着古城的繁华与宁静，体验

着“人在画中游”的奇妙感受。

不 仅 如 此 ，在 互 动 体 验 区 ，墓 志

OLED 透明屏、壁纸屏等高科技设备将

文物融入声光电的趣味展示中。游客

可以通过触摸、点击等互动方式，深入

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感受历史的

厚重与温度。

科技的加持，让这座深埋于地下

1000 余年的晋阳古城，静静诉说着太

原这座千年古城的锦绣繁华。据统计，

自今年 1 月开馆以来，晋阳古城考古博

物馆接待观众超 14万人。

赵涛表示，未来，晋阳古城考古博

物馆将进一步更新活化利用手段，充分

挖掘晋阳乃至三晋历史文化内涵，让文

物活起来，让历史说话，让文化遗产走

近群众。

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新潮”科技重现古城繁华
北一半导体晶圆工厂项目、穆棱石墨新材料产

业园和氧化石墨烯全产业链项目、年产 20 万吨大轴

纸及生活用纸……日前，黑龙江省二季度招商项目

“擂台赛”在牡丹江市穆棱市落幕。

“抓招商就是抓发展。”近日，牡丹江市经济合作

促进局副局长鲍晓明告诉记者，2024年上半年，牡丹

江市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63个、增长 31.3%，入统项目

413 个、增长 169.9%。这份沉甸甸的招商引资成绩

单，为牡丹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积

蓄了强大后劲。

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

这类活动已非牡丹江市首次举办。近年来，牡

丹江市通过“擂台赛”等多种活动，充分调动各地招

商引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

据介绍，上半年牡丹江市开展招商活动 47 次，

市县两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外出招商 70 批次，新签

约项目 441个，签约额 487.1亿元。

其中，估算投资约 120 亿元、装机容量达 180 万

千瓦的林口县建堂抽水蓄能项目，正加速推进可研

阶段平硐施工工作。该项目负责人夏磊高度评价了

牡丹江市服务企业发展的做法：“牡丹江市全流程跟

踪服务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及时协调我们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难点、堵点，让项目高效落地。”

普惠的政策、高效的服务、良好的环境，既是优

化营商环境的“软实力”，也是助力招商引资的“硬实

力”。牡丹江市对重点项目跟踪盯办、重点问题提级

督办、专班服务包办、领导包保全面负责。

“我们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常态化组织企业

家恳谈会、政银企对接会，帮助企业解决水电气热、

融资贷款等问题 310 个。”鲍晓明介绍，牡丹江市实

施“产业专班+项目办”推进机制，由“关键少数”带

头招商，各条战线迅速行动。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牡丹江市招商引资提质增

效。上半年，牡丹江市招商项目落地率与资金到位率，分别达到 93.7%、33.7%，显

示出其招商引资工作的成效。

打出强链组合拳

近日，在牡丹江市穆棱经济开发区，总投资 3亿元的 AI智能家电生产加工项

目附属用房设备安装收尾在即，生产设备陆续进场安装调试。

围绕产业延链、扩链招商模式，穆棱市依托北一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龙头企

业带动，相继招引 AI智能家电生产加工、空气源热泵、浙江庆鑫半导体测试机等

项目，形成上下游相互匹配的产业链条发展模式。

聚焦“招什么”，牡丹江市打出延链、补链、强链的组合拳，围绕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等新兴产业领域，对接央视动漫集团、杭州华澜微电

子等目标企业，与广药王老吉、河北生活用纸协会等进行深入洽谈对接。北一半

导体晶圆工厂、泓昌新材料石墨烯产业园、年产 20 万吨大轴纸及生活用纸等重

点项目实现签约。上半年，牡丹江市引进相关产业项目 357 个，其中 196 个新签

约项目开工建设。

聚力“怎么招”，牡丹江市围绕以商招商、展会招商不断扩大“朋友圈”。牡丹

江市推动以商招商，与贵州黑龙江商会、福建食品加工产业协会、广东黑龙江商

会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推动特华得肉灌制品二期等 19

个亿元以上的项目落地。

聚“链”成势，扩“圈”增友，“源头活水”不断为牡丹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力。

“引源头活水，促开花结果。”鲍晓明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牡丹江市将全

力以赴抓招商、上项目、兴产业，增强振兴发展后劲，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招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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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 荣

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本报记者 朱 虹 李丽云

图为大会现场展示的智能机器人灵巧手产品（8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7日电 （记者

陆成宽）人体究竟是如何外排磷酸盐

的？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记者 27 日

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悉，利用冷

冻电镜单颗粒技术，来自该所等单位的

科研人员，对磷酸盐外排蛋白 XPR1的

结构和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

XPR1 磷酸盐的转运和调控机制。相

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磷是人体含量第六的常量元素，每

个成年人大约含有 1 千克的磷。现代

研究表明，磷几乎参与生命体所有的生

理进程。

成年人每日从食物中获取约 1000

毫克磷酸盐，其中约 700 毫克磷酸盐在

消化系统和泌尿系统中被人体吸收，剩

余的磷酸盐通过尿液和粪便排出体

外。被吸收的磷酸盐中，有 85%储存于

人体骨骼和牙齿中；14%进入细胞内

液，维持细胞内的磷酸盐稳态；约 1%的

磷酸盐进入血清中，维持人体组织间的

磷酸盐稳态。

尽管磷酸盐在人体中如此重要，但

过多的磷酸盐积累仍会引发许多不良

后果，包括心血管、肿瘤、抑郁和神经元

疾病等并发症。因此，将多余的磷酸盐

排出细胞外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科学家已经找到哺乳动物

唯一的磷酸盐外排蛋白 XPR1。但是，

XPR1 如何在细胞上力挽狂澜，救磷失

衡细胞于‘水火’？目前学界仍然没有

搞清楚。”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姜道华坦言。

在最新的研究中，科研人员解析

了 XPR1 处 于 关 闭 、开 放 和 结 合 肌

醇-6 磷酸的三种不同构象的高分辨

率结构。根据结构和功能结果，科研

人员发现，XPR1 中有三个由正电氨

基酸形成的位点，利用正负电吸引的

方式结合磷酸根；当这些磷酸根结合

到 XPR1 后，会诱导 XPR1 发生构象变

化，形成一个贯通细胞膜的通道，使磷

酸根离子流出细胞。

该研究还发现，XPR1 的结构类似

于转运蛋白，但不同于绝大多数转运蛋

白采用的交替开放的转运机制，其采取

一种新颖的类似于通道的门控机制外

排磷酸根。

姜道华表示，这项研究首次阐明了

SPX 结构域通过结合多磷酸肌醇调节

XPR1 的通量，提出多磷酸肌醇感知和

磷酸盐输出之间的耦合机制。这些发

现对人体磷酸根稳态研究至关重要。

人体磷酸盐转运和调控机制揭示

“针对这次贺兰山山洪，我们的项

目产品预报出有二到三级风险，还是

比较准的。”8 月 26 日，宁夏银川市气

象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邵建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

流共同影响，宁夏 8 月 24 日至 26 日出

现一次连续降雨过程。其中 24 日，北

部贺兰山等地降中到大雨，局部降暴

雨到大暴雨，水利部加派一个工作组

专程赶赴宁夏防汛一线。

文中开头邵建所说的“项目”，是

指宁夏科技厅 2018 年立项支持的自

治区重点研发项目“致洪暴雨精准格

点化识别预警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

执行期为 3年。

翻开项目书，其研究内容一目了

然，即“基于天气雷达、卫星、自动站等

观测资料，利用 Titan外推技术和风暴

自动识别跟踪技术，结合高分辨率、高

更新频次的网格预报产品，开展基于

任意位置的宁夏致洪暴雨监测预警技

术与应用研究”。

“简单来说，就是在 72 小时之内，

如果降雨达到一定量级，系统会启动

计算程序，然后根据数据实时生成格

点化的致洪暴雨概率。围绕这个概

率，能知道哪个地方有可能出现山

洪。”邵建说。

科研人员每隔 5 公里设置了一

个监测预报点。监测每天进行两次，

分别是 8 时、20 时。一般暴雨来临前

24 小时内准确率最高。从 8 月 23 日

20 时的情况来看，该系统预计 24 日

贺兰山沿山的山洪暴发概率在 50%

以上。

实际情况是，当日贺兰山沿山银

川段以及石嘴山市平罗县、银川市贺

兰县两县东部，个别乡镇累计降雨量

达到了 60 到 100 毫米，而银川市的年

平均降水量仅为 193毫米。

2021 年，宁夏气象台将这一项目

成果集成到现有的宁夏智能化集约化

预报业务平台试运行，实现了区、市、

县三级一体化致洪暴雨预警预报业务

升级，为有效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风险识别提供了技术支撑。

谈及研发初衷，邵建说这要归功

于自己的“十万个为什么”。

同样是 20 毫米降雨量，为什么山

洪会在贺兰山发生而不是在六盘山？

为什么会在贺兰山北段发生而不是在

南段？2018 年，作为宁夏气象台首席

预报员，邵建产生了要做相关课题的

想法。

在邵建的牵头下，课题组围绕宁

夏北部的贺兰山及南部的六盘山沿山

地带展开研究。针对每一条山洪沟，

他们都做了指标体系，并对发生洪涝

及致灾的可能性作出判断。

研究具体是怎样开展的？邵建介

绍，第一步，初步建模；第二步，根据降

水量等相关数据，判断有多少毫米降

水能使这条沟里出现山洪；第三步，在

先前的基础上判断哪里有风险，把它

反算成致洪概率。

随 着 研 究 不 断 深 入 ，邵 建 的 疑

问也被一步步解开。他发现，受地

表、地形以及不同天气系统影响，同

样的降水量在不同的山洪沟内会出

现差别。

“近年来，气候的极端性特征在逐

渐增强，尤其今年很明显，极端降水

多，导致地表山洪容易出现。”宁夏科

技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张磊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公共安全领域

的科技项目支持力度，在自然灾害监

测、防震减灾、文物保护等方面为人民

群众增添更多福祉。”

宁夏：致洪暴雨格点化监测让山洪可追踪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讯员 何 琪

（上接第一版）

为野生生物物种打造
“生命之舟”

在昆明植物所里，除了漾濞槭，迁

地保护的华盖木、滇桐等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也已经开花结果。

据统计，云南实施的极小种群野

生 植 物 物 种 拯 救 保 护 项 目 超 过 120

个，建设了 14 个保护小区（保护点）、

13 个近地和迁地基地（园）、5 个物种

回归实验基地，受保护物种达 44 个，

30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脱离了灭绝威

胁……

丁 鲲 说 ，云 南 在 全 国 率 先 提 出

极 小 种 群 物 种 拯 救 保 护 理 念 ，积 极

开 展 极 小 种 群 物 种 拯 救 保 护 ，迁 地

保 护 2 万 余 种 动 植 物 资 源 。 云 南 国

家 重 点 野 生 动 植 物 物 种 保 护 率 达

84.91%。

除了致力于极小种群物种保护外，

昆明植物所里还有一座为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量身打造的“生命之舟”，这就是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种质库长期、有效地保存了各类

野生植物种子、植物离体材料、植物

DNA、大型真菌、微生物种质资源和动

物种质资源，保藏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主

任伊廷双说。

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库共收集保存各类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2 万余种、30 余万份，其中野生植物种

子 1 万余种、约 10 万份，保藏量居亚洲

第一。

守护人地和谐的千年
古茶林

在普洱市澜沧江畔，延续千年的景

迈山古茶林依然郁郁葱葱，茶农们开始

采摘秋茶。

2023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普洱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这也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

遗产。

澜沧县委副书记、普洱景迈山古茶

林保护管理局局长张丕生说，布朗族先

民在迁徙途中发现野生茶树，认识到云

南大叶茶不喜欢被太阳直接暴晒的生

长习性，形成了乔木下种茶树的“林下

茶”种植技术，很好地利用生物多样性，

比如用鸟、蜘蛛等来解决茶林的病虫害

防治问题，乔木落叶等给茶树提供养

分；创造了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

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的山地人

居环境，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的合

理分配和可持续利用，形成人地和谐的

古茶林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

景迈山独具魅力并非“自然天成”，而是

得益于世世代代的传承和久久为功的

保护。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表示：“亚洲象

北上南归、延续千年的普洱景迈山古茶

林申遗成功，人与自然相生相伴、保护

与馈赠，正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最

鲜艳的绿色主题。”

（上接第一版）
一系列品牌活动创新开展，让正能

量澎湃大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

培育网络文化新风尚——

《人民江山》《跟着总书记学历史》

《风雨落坡岭》……2024年 3月，2023中

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结果

发布，550 个网络正能量作品脱颖而

出，引发网民关注好评。

近年来，有关部门发挥网络优势，

创新方式方法，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积极

培育网络文化新风尚。

开展“何以中国”“网络中国节”“节

气里的大美中国”等主题活动，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可感可知；举办“中

国人的故事”“中国好网民”等网络互

动引导活动，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等典型事迹网上宣传，推

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网络文

明环境；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向网上延伸，实现网上网下文明建

设有机融合……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

文化建设，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

给，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广大

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社会

共建共享网络文明蔚然成风。

营造综合治理新生态——

“ 过 去 一 年 来 ，中 央 网 信 办 累 计

清理拦截违法违规信息 5745 万余条，

处 置 账 号 、群 组 781 万 余 个 ，关 闭 下

架网站平台超过 4800 家，推动网络生

态 持 续 向 好 ……”2024 年 7 月 ，中 央

网 信 办 发 布 的 网 络 生 态 治 理“ 成 绩

单”引人关注。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

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是

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

全面推进网络法治建设，有关部

门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加

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深化网络举报

和辟谣工作，不断优化社会协同治理

的制度机制，凝聚网络治理强大合力，

网络空间生态环境日益清朗，人民群

众在网络空间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清风徐来，文明花开。

8 月 28 日至 29 日，以“弘扬时代精

神 共建网络文明”为主题的 2024 年中

国网络文明大会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这场网络文明领域的盛会，将凝聚亿万

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把网络空间

打造成为有价值认同、有人文关怀、有

情感归属的美好精神家园。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以 文 明 之 光 照 亮 网 络 家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