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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 夹 起 纸 张 的 碎 屑 放 在 玻 片

上，一手将染色剂滴在碎屑上，再用解

剖针将其分割成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碎

纸末……近日，在南京市博物总馆文

保部的文保实验楼，工作人员吴楚苒

正娴熟地分解一张文物修复纸的结

构。随后，他将这块玻片放到纤维显

微仪下，一旁的电脑屏幕上立即显示

出一束束交错纵横的纸张纤维。有了

纸张的这些“体检”信息，文物修复师

们就可以判断它们适合修复哪些文

物，让文物焕发生机。

在南京市博物总馆文保部，吴楚苒

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埋在故纸堆

中，为文物“望闻问切”。

近年来，南京市博物总馆文保部已

修复国家一级文物“吴煦档案”暨文献

史料中的 1047 件（套）古籍、文书文献

等文物，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 38

件（套）纸质文物，并开展纸质文物虫霉

消杀及脱酸技术、色笺纸染色工艺及其

他修复用纸张材料工艺研究。在文物

保护工作者手中，那些发霉、残缺、破损

的古文书、古文献、古书画得以延年益

寿、重焕华彩。

量体裁衣，精准诊断
文物“病害”

进入南京市博物总馆文保部的文保

实验楼，记者仿佛走进了一座“文物医

院”。在实验楼一楼大厅，纤维显微镜、

等离子高效脱酸机、红外照相机、电子天

平、高清摄像机等仪器仿佛是一个个“医

生”，为穿越时光的文物一一“把脉”。

“文物修复讲究‘望闻问切’。我们

首先会采集文物的基本信息，譬如拍照

记录原件残损形态，检测其酸碱度、色

差度、写印材料溶解性、生物病害等情

况，根据文物病害的评估，确定修复等

级，然后用充氮灭氧的科技手段对文

献、古籍、书画等文物进行灭菌杀虫处

理。”南京市博物总馆文保部主任李玮

以“吴煦档案”暨文献史料的修复经历

向记者解释，2015 年，他们接手这批文

物时，由于其存放时间久远，文物上出

现了大面积虫咬、糟朽、污渍等病害。

针对不同文物纸张种类、纸张纤维性

质，团队对文物病害进行全面调查，同

时，运用色差仪、酸碱度检测仪等仪器，

开展文物酸情检测和病害评估，确定科

学脱酸保护方法。

文物穿越时光来到观众面前时，不

少带着焦黄、脆化的病态，这正是文物

酸性较大的体现，需要通过碱液清洗、

中和等手段，让文物长久保存。

在南京市博物总馆文保部，等离子

高效脱酸机成为给文物脱酸处理的新

“医生”。“机器会用等离子束激活纸张

纤维，我们再根据文物的重量、酸化程

度等信息，配制脱酸液，用雾化方式将

脱酸液喷洒在文物表面，让其渗透进文

物纸张纤维里中和酸性。”李玮说。

力求匹配，积累文物
补纸大数据

文献脱酸后，文物修复师们便可以

为它们“动手术”了。但选择什么样的

修补纸张，也需要精准匹配。

打开纤维显微仪的分析系统，记者

看到，不同长度、直径、组织纹理的纸张

纤维图片被保存在系统的图库中。这

套系统还可以分析纤维弯曲与扭结指

数、纤维细胞与非纤维细胞的比例。

“修复纸质文物时，如果文物有碎屑

脱落，我们会将碎屑放到纤维显微镜下

观察其纤维结构，再为文物匹配质地相

近的补纸；但如果文物保存良好，我们便

通过测量文物的厚度、色度、帘纹等指

标，选择补纸。目前，我们也在一点点积

累纸张文物纤维结构的大数据。”南京市

博物总馆文保部藏品修复办副主任巫骁

边说边打开实验楼纸库的大门。只见纸

库的货架上摆满了不同色泽、质地的纸

张。浙江奉化的苦竹纸、四川夹江的竹

纸、安徽岳西的桑皮纸、贵州丹寨的迎春

纸等各类纸张位列其中。

为了让修复的补纸跟文物更好地

匹配，修复师们在借助高精度仪器确认

补纸的色泽、柔韧性、理化性能的同时，

也要考虑补纸的老化程度对修复效果

的影响。有些纸张采购回来后，会先在

库房里存放两三年，等性能稳定后再使

用。有时，文物修复师们还会选取原料

制作纸浆，力求最大程度与年代久远的

纸质文物的质地相吻合。

文物修补后，修复质量如何确定？

李玮介绍，在修复“吴煦档案”暨文献史

料时，团队开展过相关理化性能数据的

对比和跟踪监测，检测文物的纤维组

织、柔韧度、翘曲度、白度等性能的变化

数值，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科

学评判纸张保护修复实际效果。

“文物修复不仅仅要确保文物的完

整性，也要让文物恢复它真实的美感与

质感。”李玮说。

以 独 运 匠 心 换 千 年 华 彩
——南京市博物总馆文保部创新技术让纸质文物恢复美感

这是属于卓越青年科学家的荣耀时刻。

10 月 19 日，“科学探索奖”2024 年颁奖典

礼在上海隆重举行。聚光灯、红毯、鲜花……

在亲友和线上线下观众的见证下，49 名获奖

人接受属于他们的掌声和褒奖。

正如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人才

官奚丹所说，从创办至今，“科学探索奖”坚

持为基础科研投射一束光，让科学家们成

为真正的明星。举办颁奖典礼，正是希望

将默默无闻的科学家推向舞台中央，激励

更多的人们关注科研探索，永葆对科学的

憧憬与信仰。

“科学探索奖”是一项由新基石科学基金

会出资、科学家主导的人才遴选公益奖项，是

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

之一。这一旨在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心无旁

骛地探索科学技术“无人区”的奖项，奖励对

象为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作的青年

科技工作者，男性 45 周岁及以下、女性 48 周

岁及以下。每位获奖人在 5 年内获得总计

300万元人民币奖金，且可自由支配奖金的使

用。自 2018 年设立以来，该奖项已累计资助

297位青年科学家。

“科学探索奖”的发起人希望，它能让一

批年轻科学家心无旁骛，没有后顾之忧地站

在科学最前沿，做其他人想做但做不出、不敢

做，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研究。

当天走上领奖台的，正是这样一些有雄

心、敢冒险的年轻人。

“1 秒的 1/60，是人眼的时间分辨率；0.1

纳秒，是 5G 赫兹传输一个字节所需的时间；

但今天，我要讲的是更短的时间尺度，万亿分

之一秒。”清华大学教授周树云的研究，就是

探究这一领域。

在这样的时间尺度上，科学家探索用光

来调控固体材料的物理性质，改造它的“基

因”。周树云的研究，就是要探索二维材料及

拓扑材料的非平衡态超快动力学和光致新奇

物理效应，尤其是致力于实现周期光场驱动

的瞬时能带调控和瞬态相变。

“想象一下，用一个万亿分之一秒分辨率

的设备摄像机，拍摄电子在材料中跳舞的‘电

影’，那是多么神奇。如果我们能用飞秒脉冲激光去调控材料的物理性质，我们

就有希望实现更高速度的器件。”周树云畅想。

四川大学教授张茹奋战的前沿则是神秘的地球深部。“深地工程科学的前沿

探索，基本都是在地壳的岩石中进行的，而且越往深处走就越难。”张茹说。

在世界埋深最深 2400 米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张茹团队利用其低本底、低

噪音、低扰动的“三低”特殊条件和及其位于青藏高原东麓的特殊地理位置与环

境，开展深地科学与地质时变原位探测实验（GeoDEX）。她的工作，就像在“聆

听地球内部‘声音’”，为人类未来在深地“寻宝”，比如能源开采等，突破基础的科

学问题。

这群最具创新魄力和活力的年轻人，正在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

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

无疑，这并非易事。好在，他们足够坚持。

北京大学教授伊成器研究人体内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核酸修饰，以及

它们如何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他说，希望能通过操控这些核酸修饰，精准地编

辑、纠正遗传信息当中的错误，探索疾病干预与治疗的新方案。“这当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现在药物研发的主流策略，但是对于探索未知，我感到非常

兴奋。”

本年度最年轻的获奖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冯建东，在经历了化学本

科、物理学博士、生物工程博士后之后，回到他少时的初心——探索单分子的“思

想实验”。

为了测到单分子，冯建东团队制造了单个的纳米级尺寸的孔结构；为了看到

单分子，他们发展了新的化学显微镜技术。未来，他们希望发展更有力的工具，

操控单分子。

“认准的事情就要坚定去做。”回顾科研历程，冯建东感慨，从测单分子到看

到单分子，2018 年他从零开始建实验室，前 3 年没有发表研究论文，但还是坚持

了下来。

“我们还开展了另一个跨界方向，至今已投入 6 年多，是我投入研究资源最

多的项目，直到近期才看到了一些结果。”冯建东说，“我也不知道未来会走到哪，

但我相信这里会有发现。”

这正是前辈们希望看到的。在颁奖典礼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新基石科学基

金会监督委员会主席王志珍说：“你们的心里已经充满着自己真正要做的‘大事’

‘有趣的事’‘重要的事’了。从今天开始你们踏上科研生涯新的征程，不愿再去

追逐已有的热点，也不想将发表几篇 CNS（学术界对三本顶刊即《细胞》《自然》

《科学》的简称）文章作为目标了。”

“号角已经吹响，奔向未来，去开创新的科学天地吧！”王志珍勉励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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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凤

10月 19日，由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
限公司承办的“你好，北京”摄影作
品展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展览分
为“自然之美”“历史之美”“人文之
美”“创新之美”4 个板块，共展出
208 幅作品及 6部视频作品，以摄
影师的视角展现北京的多元面貌，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与推广北京优
秀文化旅游资源。

图为观众观看展览上的优秀
视觉作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你好，北京”

摄影作品展开展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鲟芯

1 号”“国夏 3 号”“京科糯 768”……10

月 18日至 19日，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

种业大会在北京市通州区举办，来自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多项优秀成果精

彩亮相。

在大会第二届水产种业专业论坛

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

所发布了国内外首款鲟鱼育种芯片

“鲟芯 1 号”。这一成果在扩大新品种

生产规模、缩短新品种培育世代等方

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水产养殖是首都现代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此，我院水产所在国

内外率先建立鲟鱼种质资源表型和

基因型联合鉴定平台，全面掌握了鲟

鱼的性状特征和全基因组选择育种

中重要性状调控位点，显著提高了品

种选育的精准度和效率。”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院长燕继晔说，特别是水产

所培育的鲟鱼新品种“京龙 1 号”，填

补了我国肉用鲟鱼长期没有良种的

空白，是我国水产科技创新的一项重

要突破。

一粒良种，万担好粮。据了解，

自北京市种质创制及品种选育联合

攻关项目设立以来，该院承担了玉

米 、蔬 菜 、小 麦 、大 桃 和 水 产 5 个 领

域的科技项目，经过项目的执行选

育 了 耐 热 不 结 球 白 菜“ 国 夏 3 号 ”、

耐寒耐抽薹快菜品种“捷丰寒冠”、

耐寒越冬辣椒新品种“胜寒 742”等

一批优质品种。“近年来，我院蔬菜

研 究 所 培 育 各 类 蔬 菜 新 品 种 超 过

640 个，引领我国蔬菜品种 4 次更新

换代，10 余个品种入选农业农村部

主 导 品 种 。”在 大 会 蔬 菜 种 业 论 坛

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张利

喜表示。

为加快推进玉米新品种的转化

应用，在大会开幕式签约环节上，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与江苏

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兆

育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丰度高科

种业有限公司签署了玉米品种战略

合作协议。“近年来，我们先后选育并

通过国家审定玉米品种 200 多个，其

中京科系列品种已累计推广超 5 亿

亩，为我国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发挥

了积极作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

米首席科学家赵久然表示，未来，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将继续深化与企业

的合作，推动更多优质品种走向田间

地头。

北京农科院多项成果亮相中国北京种业大会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强 通讯员李兴
昊 史莎）“要面向世界军事和科技前沿，

面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凝聚军地智慧与

力量，最大限度发挥各方优势，形成推进

前沿交叉科技融合创新的整体合力。”10

月19日，由国防科技大学主办、该校前沿

交叉学科学院承办的第四届前沿交叉科

技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国防科技大学副

校长陈金宝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据介绍，本次论坛主要围绕前沿科

技创新、学科交叉融合、交叉研究成果等

话题，聚焦先进光子、精密测量和智慧地

球等领域和方向深入开展研讨交流。

浙江大学校长杜江峰院士在报告中

指出，近三十年来，随着实验技术的巨大

进步，人们对自旋的调控达到了新的高

度，现已能在微观尺度上对单个自旋的

量子态进行高精度的控制和测量，为开

启全新的自旋应用带来了重大机遇。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

任王赤院士指出，进入 21 世纪，新一轮

月球探测模式由单一科学探索向科学

与应用并重转变，由单一任务向多任务

联合探测发展。和单次任务不同，月球

科研站将具备大尺度、长时间、多点同

步观测的特点，为月球科学探索和观

测，开展科学实验等提供最佳场所。

“纳米光电子集成基础研究是一个

极具学科交叉属性的新方向，是能够满

足‘后摩尔时代’在信息产生、传输、交

换、感知、存储、处理等重大需求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

所郑婉华院士认为，发展纳米光电子集

成基础研究，能在光—电优势互补的同

时，摆脱高端光刻工艺及设备的限制。

据悉，前沿交叉科技论坛已成功举办

三届，是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学

术品牌。本次论坛共有6位院士、600余

名相关领域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

在第四届前沿交叉科技论坛上，专家建议——

推 进 前 沿 科 技 融 合 创 新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推动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

合理方向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中

国力量”。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合

伙人王军对此深有体会：“如今在很多

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组织、论坛上都能

看到中国代表的身影。今年，国际保护

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首次

落地中国，也充分说明中国在该领域的

贡献。”

成立于 1897 年的 AIPPI，是致力于

知识产权发展和进步的国际组织，现有

来自 130 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 8700 多

名。“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 AIPPI 的良

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 AIPPI 前沿热点

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向 AIPPI 提出一

系列专题研究的中国建议，在 AIPPI 的

发展、决策和重大活动中贡献中国智

慧。”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所长、

AIPPI中国分会会长龙传红说。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师协会秘书长

赵建军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主席贺信精神，深度参与国际知识产

权多双边交流，加强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加大国

际化人才尤其是涉外知识产权法律人

才培养力度，为企业高水平“走出去”

提供坚实保障，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贡献中国力量。

（新华社北京 10月 20日电 新华
社记者）

（上接第一版）
现场，《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

2024》《武 汉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指 数 报 告

2024》《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2024》

《全球企业创新指数 2024》四份重磅报

告发布。

本届论坛聚焦“独树一帜”的光电

子信息领域，举行科普图书创作与传播

论坛、“企业科普东湖行”活动等 22 场

平行论坛和 35 场公众科普活动，呈现

一场对话诺奖大咖、学习硬核科技、了

解创新前沿、见证科技合作、参与科普

互动的盛宴。

“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胸怀

祖国，志存高远”“热爱科学，重视科

技”……值得一提的是，在 2024 年度全

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东湖特别奖”

颁奖仪式环节，李德仁、尤政、房建成、

陈孝平、杨春和、刘胜 6 位院士，将亲手

写下的寄语赠予 12位获奖青少年。

据介绍，本届论坛由湖北省政府主

办、湖北省科技厅等部门承办。科技部

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张碧涌，广

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统战部部长

王曦，全球脑研究联盟主席、中国—古

巴神经科技转化前沿研究联合实验室

主任裴德乐到会致辞。

2024 东湖论坛聚焦“科普+光电子信息”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汝健）10 月

19日，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大会暨京

津冀数实融合发展（衡水）大会在河北

衡水举行。

会上，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成员

单位就共同培育京津冀数字经济产业

链、共同构建跨区域创新链和共同打造

数实融合应用场景等方面发布了“数实

融合发展宣言”，同时，还发布了《京津

冀数实融合场景创新研究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天津滨海

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董丽萍、梅卡曼德

（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韩卓，分别以“构建安全可信网络新生

态、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

赛道，打造未来产业高地”“AI+机器人

赋能智能制造”为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

要承载区域，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底青云

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实施以

来，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协同创新机制

构建等多方面，打造了创新主体广泛参

与的数字经济创新体系。

“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超过 12 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

部规划司副司长吴家喜在致辞时表示。

大会由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衡

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衡水高新区管

委会等单位共同承办。

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