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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罗朝淑）近日，在
由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主办的第一届感染合作论坛暨首届东
方国际感染病学术周上，国家传染病医学
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任张文宏强调，必须把眼光逐渐从新冠
病毒，拓展到整个感染病学领域，为应对
各类感染性疾病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作
准备。

张文宏指出，1981年艾滋病的首次发
现，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一度被忽略的感染
病学。但随后20年的时间里，未有大的传
染性疾病暴发，感染病学逐渐被边缘化。
直到2003年“非典”（SARS）的暴发，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感染病学才重新得到了重
视和发展，公共卫生体系得以重建和发
展。即便感染病学的力量得到了一定增

长，但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全球现有的
公共卫生体系仍然还不具备足够的韧性，
力量也不够强大。

“艾滋病、SARS、新冠，三轮世界性
的公共卫生事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事
实：感染病学的力量总是在出现新一轮疫
情暴发时得到增长，随后逐渐衰弱，就好
像感染病学的发展需要疫情注射一支‘强
心针’。”张文宏表示，“我们不需要‘打
强心针’式的学科提升，而需要常态化提
升学科力量，培养一支平战结合、适应未
来学科发展的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临床队
伍。”

张文宏指出，有人预测，未来在人类
长寿拓展上会面临两种与免疫力衰退有关
的重大疾病：肿瘤和感染，这是对人类健
康的终极挑战。他希望，未来的感染病学

发展，能融入人类对健康需求的满足。同
时，未来要提升传染病早期预警能力、消
除传染病，还需要实施多学科、跨领域的
合作。

张文宏表示，作为传染疾病防控的主
战场之一，医院感染性疾病防控能力面临
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需要建立一个协
同创新的平台，以做到早预检和多点触
发，建立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早期诊断体
系，提高预测预警及防控能力。

会议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发起了
基于哨点医院的临床病原微生物网络实验
室建设，这一实验室的建设目的是提升重
大传染病的预警能力，同时也是为了推动
感染病领域临床技术的进步和学术科研能
力的提升，助力未来我国的疫情应对
能力。

张文宏：感染病学发展不能靠打“强心针”

北京时间 3 月 29 日凌晨 2 点，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与全球40余家科研机构联合发
布对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 GRB 221009A 的研
究成果。观测表明，该伽马射线暴产生于距离
地球24亿光年的宇宙深处，其亮度是此前伽马
射线暴亮度纪录的 50 倍。用天文学家的话来
说，这是千年一遇的天体爆发事件。

伽 马 射 线 暴 是 宇 宙 中 最 剧 烈 的 爆 炸 现
象，它在几秒钟内释放的能量，超过太阳一
生释放能量的总和，被称为宇宙中最强大的
事件。这些年，天文学家一直密切关注这一
天文事件。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
中心副主任、极目空间望远镜首席科学家熊少
林研究员认为，伽马射线暴的探测实际上是比
较困难的，因为伽马射线虽然有很强的穿透能
力，但是没有办法穿透大气层。如果我们要探
测来自天体的高能X射线、伽马射线，就必须
把探测仪器放到太空去。换一个角度来说，探
测伽马射线暴又不是很困难，因为伽马射线暴
的发生频率比较高，一旦掌握了相关技术，每
天就可能探测到几个伽马射线暴。

为什么此次观测到的伽马射线暴被称作是
千年一遇的天体爆发现象？“此次伽马射线暴
离我们很近。根据我们的慧眼卫星、极目空间
望远镜的观测结果，这个伽马射线暴看上去很
亮。我们根据它的距离，可以推算出它辐射出
多少光子，也就是说它本身有多亮。我们发现
它本来的亮度辐射能量很大，打破了纪录。”
熊少林介绍说，根据初步估算，此次观测到的
伽马射线暴，可能是 1 千年甚至 1 万年才能遇
到的天体爆发现象。

而这个千年一遇的伽马射线暴被观测到也
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正好是在我们发
射了慧眼卫星，也发射了极目空间望远镜之
后，它才到达地球，这是非常幸运的。另外，
卫星在地球轨道上飞行，伽马射线暴有可能会
被地球挡住。比如说，伽马射线暴来自左边，
而卫星在地球的右边运行。所以，我们这两颗
卫星很幸运，它们处在能够看到伽马射线暴的
方位。”熊少林解释说。

能观测到此次伽马射线暴，极目、慧眼这
两个大科学装置功不可没。“极目恰好就处在
一种很特殊的工作模式下，我们恰好就可以对
此次伽马射线暴进行精确测量；而慧眼也非常
独特，探测伽马射线暴不是它的初始设计目
标，但是科学家通过努力把它的探测能力扩展
了，让它可以在兆电子伏能区具有最大的探测
能力。所以，我们通过极目和慧眼这两个卫星
的组合，对千年一遇的伽马射线暴进行了比较
完整的测量。”熊少林补充说。

“做这种基础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这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熊少林说，“一方
面，对于天文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回答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等基本
问题。比如，宇宙最开始是什么样的，星系的相关性质是什么，还
可以通过研究伽马射线暴了解黑洞。我们看到伽马射线暴的时候，
可能就见证了一个黑洞的诞生。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前沿科学研究
和探索，我们也可以发展一些非常尖端的技术，帮助人类改善社会
生活。”

4月1日，北京动物园至颐和园的游船正式开航，此次游船“下水”，时间上较往年推
迟了些，为的是给天鹅“让路”。

上月中旬，大量天鹅“做客”颐和园，昆明湖俨然成了“天鹅湖”，引来众多游人和
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和拍摄。但是天鹅害怕惊扰，为了不惊走它们，颐和园管理部门决
定，推迟游船下水时间为天鹅“让路”。这一举动让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为这个古老而美丽的皇家公园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
天鹅是典型的旅鸟，对空气、水质等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此次成群结队的天鹅造访

颐和园，无疑是对昆明湖水质及生态环境最好的肯定。
图1为游船停靠在码头为天鹅“让路”，图2为天鹅在水上嬉戏，图3为天鹅正飞越十

七孔桥。 文/陈晓东 图1、图3 陈晓东 摄 图2 张刚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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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空出世的 ChatGPT 从起初的
受青睐和追捧，到目前的遭质疑和警
惕，也没有降低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
情。当公众及产业界还在热议人工智
能在落地应用所展现的超强能力之
时，政府及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其给
科研范式带来的革新，并极力“撮
合”它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近日，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
委联合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
究 （AI for Science） 专 项 部 署 工
作，将结合数学、物理、化学、天
文等基础学科关键问题，推进面向
重大科学问题的人工智能模型和算
法创新。

来自产业界的APUS技术负责人
张旭认为，随着应用规模的不断突
破，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赋能各行各
业，也包括离产业并不遥远的科研
领域。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
智能”重大项目实施专家组组长、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徐波
则强调，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蓬
勃发展，正在推动科研范式发生新
变革，“人工智能已成为继实验、理

论、计算之后的科学研究新范式。”

赋能科研的价值在凸显

诞 生 于 科 研 中 的 人 工 智 能 技
术，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近些
年随着深度学习技术以及大模型的
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反哺”基础
研究已经水到渠成。

去年，约翰·詹珀带领团队开
发出能够精准预测蛋白质结构的
AlphaFold 2，成功将有“豪华版诺
贝尔奖”之称的 2023 年生命科学突
破奖收入囊中。困扰生物学界半个
多世纪的“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应
该能完全决定其结构”难题最终由
人工智能解决，这不仅让蛋白质结
构预测的研究走入一个新阶段，更
是 引 发 公 众 对 AI for Science 的
关注。

也是在去年，科技部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
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出，要着力
打造若干重大场景，拓展人工智能
应用，高水平科研活动便是其中之

一。而此次 AI for Science 专项部署
工作的启动，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统
筹指导、系统布局，发挥我国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加速科学研究
范式变革和能力提升。

AI for Science，其实就是让人
工智能利用自身强大的数据归纳和
分析能力去学习科学规律和原理，
得出模型来解决实际的科研问题，
特别是辅助科学家在不同的假设条
件下进行大量重复的验证和试错，
从而大大加速科研探索的进程。如
今，这一方法已在多个前沿科学领
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百度集团执行副总裁、百度智能
云事业群总裁沈抖认为，以深度学习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史上
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其价值比前几次
科技革命更显著的一点在于，它不但
解放了脑力，而且能够部分替代脑
力。“这也使得人工智能的想象空间
比之前几次科技革命更大。”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迅速，科研数据和算力资源日益
丰富。科学研究领域应用场景不断

拓展，这也为加快推动 AI for Sci-
ence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生命科
学、数学、化学、空间科学等学科
研究纷纷拥抱人工智能。

张旭表示，跟大家此前耳熟能详
且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相比，
AI for Science 所涉及的生物制药、
能源、材料研发等科研领域尽管离大
众生活看似遥远，但其背后的共同之
处在于，利用人工智能来“解放”生
产力——让人们能够从许多重复性、
机械化的基础工作中释放出来，在人
工智能的辅助下进行更高效的科学研
究。“这些，也正是人工智能对科学
研究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驱动科研范式再度进化

对于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机
器学习研究中心主任鄂维南满怀信
心，他认为人工智能必将大幅提高
科研效率，“AI for Science有可能推
动我们在下一轮科技革命中走在前
沿。”

（下转第2版）

人工智能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铸造“金钥匙”，为孩子打开科学之门
——记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何龙

□ 胡 星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科普达人

“不忘编辑初心，回归出版本
真。编辑为本，内容是根。文化发
现、文化选择、文化积累、文化传
播是出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聚合
一流资源、打造一流精品是出版工
作的永恒主题。”

这是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获得
者、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龙作为
资深科普出版人的不懈追求。33年
来，何龙主持策划、编辑了一大批
双效俱佳的精品科普图书，为广大
少儿读者铸造了一把把打开科学之
门的“金钥匙”。

编辑处女作做成了畅销品牌

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的“校园
三剑客科幻小说系列”是何龙作为
编辑的处女作，也是他下足工夫、

倾注情感的一套品牌图书，该书获
得了第六届中国图书奖。

何龙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在最
初接触到这部书稿时，他就被内容深
深地吸引住了，每一部主题都新奇有
趣，带给读者无尽的遐想。诚如作者
杨鹏本人在强调他的创作之源时所
言，最重要的是想象力，其次还是想
象力，第三仍是想象力。在对文本进
行认真研读与分析后，何龙信心十
足，他坚信阅读这样一部充满想象力
和探索精神的作品，在儿童的成长过
程中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何龙和作者杨鹏都没有想到，《校
园三剑客》后来成了中国科幻小说发
展历程中深具影响力，规模最大、字
数最多的科幻小说之一。后经多家出
版社反复出版，这套书至今仍是国内
童书市场上的畅销品牌，并衍生出漫
画、动画和舞台剧等多种形态。

打造少儿科普出版“世纪长城”

记者了解到，在何龙 33 年的

出版职业生涯中，他先后在两家出
版社打造出两套广受业界好评的少
儿科普出版“世纪长城”。

2008 年，在湖北少年儿童出版
社工作时，何龙联袂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策划出版了新世纪中国第一
套少儿科普经典文库“少儿科普名
人名著书系”。这套书由潘家铮、
王梓坤、张景中、杨叔子、刘嘉麒
院士担任顾问，著名作家叶永烈担
任主编，先后出版了 72 部作品。
该书系出版后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
政府奖图书奖等诸多奖项，被业界
认为是“青少年科学课外阅读的世
纪长城”，自 2009 年出版以来常销
不断，累计发行码洋超1.2亿元。

任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
兼总编辑期间，何龙又策划出版了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70
种。聘请杨振宁、王梓坤、王绶
琯、张景中、杨叔子、刘嘉麒院士
担任顾问，叶永烈先生担任主编。
该书出版后，杨叔子院士在 《人民

日报》 发表评论文章盛赞该书系是
“ 我国高水平原创科普作品的一次
集中展示，生动地反映出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科普创作走过的光辉历
程”。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