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绘图 张倍源 制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AI 绘画
成为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通过使用深
度学习算法，人工智能可以生成逼真的
图像，从而创造出惊人的艺术品。而这
些惊人的作品背后，离不开数学知识的
支持。

数学模型在AI绘画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一方面，数学模型被用于描
述和表示图像信息，从而让计算机能够
理解和处理图像。另一方面，数学模型
也被用于训练深度学习模型，从而实现
图像的自动生成。

深度学习模型带来高质量的图
像生成

深度学习模型是AI绘画中最核心的
部分。它通过学习大量的图像数据来识
别和模拟图像的特征，通过多层次的数
据处理和特征提取来实现复杂任务的自
动化，最终实现图像的自动生成。在深
度学习模型中，常用的神经网络模型包
括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和生成
对抗网络等。

卷积神经网络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图像
识别和分类的神经网络模型。在卷积神经
网络中，每个神经元的权重都对应一个局
部区域内的像素，这使得卷积神经网络能
够有效地识别图像中的空间特征。

循环神经网络则通过对历史信息的
记忆和推理来生成新的序列数据，是一

种适用于序列数据的神经网络模型，例
如语音和自然语言等。

生成对抗网络是一种由生成器和判
别器组成的神经网络模型。生成器负责
生成逼真的图像，而判别器则负责判断
生成的图像是否真实。通过训练生成器
和判别器，生成对抗网络可以不断提高
图像的逼真度和真实度。

除了神经网络模型，数学模型还可
以用于优化和控制生成的图像。例如，
人们可以使用变分自编码器来对生成的
图像进行控制，这是一种常用于图像生
成的无监督学习方法。它可以通过学习
图像的潜在变量来生成逼真的图像。通
过调整潜在变量的值，人们可以控制生
成图像的样式和特征。

AI绘画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数学模型的使用使得AI绘画成为可
能，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虽然
人工智能可以生成逼真的图像，但它缺
乏创造性和艺术家的灵感和创造力。此
外，许多人对AI绘画的道德和伦理问题
也表示担忧，例如使用AI绘画可能侵犯

版权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个人
照片等。

因此，我们需要在AI绘画的发展过
程中保持谨慎和审慎。同时，我们也应
该将数学知识和艺术创造力相结合，从
而在AI绘画中实现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总的来说，AI 绘画是数学文化和科
技文化的结合体，它展现了数学模型在
实际应用中的强大威力。通过深度学习
和其他数学模型的支持，AI绘画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探索图像的本质，
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艺术表现方式。我
们相信，在数学知识和艺术创造力的共
同推动下，AI绘画将会在未来展现出更
加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学院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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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站 在 家 里 的 木
椅上，望向远方。本
来，我想感受一下伸
手 不 见 五 指 的 黑 夜 ，
可我看到的是如同白
昼般的夜晚……

我家在西安，小区
门口就是大唐不夜城。
不夜城五颜六色的灯光
把小区里的 5 号高层照
成了彩色，尤其金黄色
的楼宇部分仿佛是金子
打造的宫廷大院；整个
6 号高层外，是被金黄
色、橘红色和闪光紫所
包住的，是比画家的调
色盘还要鲜艳、多彩的
不夜城广场。

其实，不用住在不
夜城旁边，即使住在别
的地方，每栋楼窗户透
过的不同颜色的灯光，
不也像调色盘吗？老师
说过，这个世界的很多
色彩来源于科技。啊！
科技，你是调色盘吗？
居然能画出连64色水彩
笔都没有的颜色。

“现在科技发展得
太快了，你们姐妹俩可
要好好学习呀！”爷爷
奶奶经常这样对我和姐
姐说。长大后 ，我也
要当一名科学家，用科
技 的 力 量 在 地 球 上 ，
不，在宇宙中，画出属
于我们的更多的颜色。

（作者系陕西师范
大学附属小学雁塔校区
三年级5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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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20 世纪60 年代到80 年代，在“备战备
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
下，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
官兵和上千万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
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
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建起了1100多个
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这场上千万人参与、400万人迁徙、几
代人无私奉献的壮举，铸就了“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
精神”。

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花城新区的攀枝花
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讲述了这段三线建设
的历史，是国内目前关于三线建设面积最
大、展陈最全、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于2015
年3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

娓娓道来，细数攀枝花三线建设史

该博物馆的展陈由七大部分组成，包
括全国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党中央的决
策发动、十三省区三线建设的展开情况、
三线建设推动发展的中西部城市和重点项
目、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
发建设、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和成就、三
线建设的精神传承等。其中“三线建设的
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内容尤
为引人注意。

走进该展厅，攀枝花磁铁矿的发现者常
隆庆和刘之祥的塑像矗立在入口处。1936年
1 月 4 日，常隆庆和助手殷学忠在攀西探
矿，坚持野外地质调查长达 8 个月之久。
1940 年 8 月 17 日至 11 月 11 日，采矿专家刘
之祥与常隆庆等7人发现攀枝花铁矿，并对
矿区地质构造、地层产状、岩性、矿物成分
和地质储量，进行了详细的地质调查，测绘
了矿区地质草图，认为攀枝花铁矿储量大，
极有开发价值。

1955 年，西南地质局的勘探队勘探出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资源储量达 10 亿吨之
多，属特大型矿床。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
博物馆的展品“岩心”向观众展示了当时
的勘探成果，这些排列整齐的岩心样品成
为攀枝花矿山设计建设的依据。从此，攀
枝花这座川西聚宝盆开始进入三线建设的
行列，地处攀西大裂谷的“万里长江上游
第一城”也悄然诞生。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从1964年
底开始，来自全国 29 个省 （区、市） 的 35
个民族的5万多英雄儿女，跋山涉水，奔赴
渡口市 （攀枝花当时更名为渡口市）。几个
月后，会战大军人数达到 20 多万，高潮时
期，甚至达到60多万人。攀枝花在他们的建

设下熠熠生辉，也成就了许多“三代姻缘跨
五省”的佳话。

不忘初心，传承“三线精神”

三线建设已历时50余年。随着岁月的流
逝，三线建设的贡献日益显现，“三线精
神”被广泛颂扬。

为营造出更为真实的效果，攀枝花中国
三线建设博物馆通过设置众多模拟、复原场
景，再现当时三线建设领导者的决策场景；
建设者们日常生活场景以及当年建设过程中
所使用的物品，为观众提供了身临其境的
体验。

不少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在参观时，常神
采奕奕地结合展品与其他游客细说当年的经
历。笔者在参观过程中就看到两位老先生驻
足在完成“干打垒”（又称“版筑墙”，土作
筑墙方法之一）的工具前，一面看着展板上
当年工作的场景，一面饱含热情地跟大家描
述不同工具的使用方法，激动之余还挥动双
手展示。一套默契互动展示结束后，两位老
人相视一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并肩战斗的
岁月。

三线建设的实施，为增强我国国防实
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以及中西部地区工业化
作出了极大贡献，是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
移过程。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将那个时代
通过一幕幕场景、一件件物品凝结的三线建
设者劳动与智慧的结晶，生动地呈现出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1
级硕士生）

AI 绘 画 ： 数 学 和 艺 术 的 碰 撞
□□ 张倍源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一位科
学教师为了让学生认识“神奇的小电动
机”，拿走了三岁儿子的玩具遥控车。在课
堂上，她拿着小螺丝刀和学生一起一点点拆
开它，展示里面的电池、磁铁、线圈。

她的孩子，因为心爱的玩具被拿走，在
家里又哭又闹……

这是我国西部县城的一位科学教师两年
前的真实经历。

5月29日，教育部等十八部门正式发布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部署在
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支撑服
务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特级教师、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
验学校原校长刘晋斌注意到，《意见》 明
确，要确保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在科学教育
中“一个都不能少”。

师资力量欠缺

小学科学教育是基础科学教育的最前
端。但在中西部县城和农村，专任科学教师
尤其捉襟见肘。

“专任科学教师缺口还是很大。现在科
学课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人手更显不
足。”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小学科学教研
员、荷塘区文化路小学原校长孙江波认为，

“没有优秀的老师，就谈不上优秀的科学教
育，这是根源。”

兼任老师对科学课能投入的精力有限。
不过，就算是专任老师，也难有足够动力琢
磨如何上好课。有科学教研员坦诚描述了不
同课程的地位：语文、数学、外语不需要强
调就会被重视，因为要“考”；体育、美
术、音乐也会被重视，因为从教育部到省市
教育行政机构都有“体艺”专门管理部门；
科学就不一样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依然
是“可要可不要”。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致力于提升中西部
乡村地区科学教育已经十余年。该基金会秘
书长樊英发现，在基金会开展科学教师培训
项目的8个中西部省份的42个县里，绝大部
分学校都无法配齐和教材配套的科学工具箱。

就像那位西部女老师，拿了儿子的玩
具，才为学生折腾出实验材料。

日益受到重视

出生于1996年的彭小慧读的是中等师
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的村级小学——
湘西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完全小学 （以下简
称“麻岔小学”）任教。

起初，彭小慧教语文。后来，学校实
在缺科学老师，包括彭小慧在内的几个年
轻教师就转了行，成为教授这所村级小学
学生科学课的中坚力量。

建设专门的科学教师队伍，源于校长
的坚持，也源于科学课地位的提升。

2017 年，《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
准》 发布，要求从一年级开始开设科学

课；201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
教学的意见》 发布，鼓励科学课强化探究
式实验教学；2022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 （2022年版）》 发布，对一至
九年级的科学课进行了整体布局，增加了
科学类课程学习的课时。

“培养动手操作能力和探究能力，对孩
子走上社会有很大帮助。”麻岔小学校长蔡
一猛说，“我常常跟老师们讲，现在没有主
科、副科之分，至少在我们学校，科学老
师在职称评聘和晋升上的机会和语数外老
师一样。”

这所村级学校里有多功能教学楼，还
有一间科学实验室。可能教室不那么够
用，设备也不那么灵光，但至少能支撑科
学课“开齐开足”。

让彭小慧欣慰的是，孩子们喜欢科学
课。他们经常自发到科学实验室鼓捣。“平
常那些比较‘皮’的孩子，也会做得非常
漂亮！”在科学课上，彭小慧也看到了孩子
不一样的闪光点。

多方抱团取暖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和不少科
学老师面对面接触过，樊英总能想到这句
诗。常打动她的，是他们要把高质量科学教
育带给学生的渴望。

尽管有客观条件限制，中西部科学老师
们还是一边抓住各种机会向“外面的”专家
请教，一边在摸索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

一所学校的老师太少，那就以区、以县
甚至以市为单位，把有志科学教育的人团结
起来。2014年，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的科学
骨干教师创办了“科学松鼠社”。

在四川省绵竹市，类似的故事也在上
演，他们在努力打破学校之间的壁垒。

孙江波结合地区特点，提出了科学教育
的“三个加法”。第一个“加”是“科学课加
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主题教学。第二个

“加”是“科学课加社团”，鼓励学生参加各
种兴趣社团。第三个“加”是“科学课加校
外资源”，充分调动城市这个大课堂的资源。

社会资源，也是刘晋斌关心的内容。
“我希望更多科技工作者能到课堂上去，帮
助学生和老师。”刘晋斌呼吁，科研人员可
以和当地中小学建立常态化联系，因为“他
们能让学生有崇拜的对象”。

此次《意见》由十八个部门推出，大家
各司其职，将形成“大科学教育”格局。文
件也强调，要做宽校外科学教育资源，实现
校外科学教育与学校的“双向奔赴”。

孩子们的科学梦，将在多方托举下，飞
得更高、更远。

科学教育，中西部孩子也不能掉队
□□ 科普时报记者 张盖伦

走进科学 放飞梦想
天为什么那么辽阔？宇宙的尽头是什么？

珠穆朗玛峰还会再“长高”吗？为什么有的双
胞胎长得很像、有的却不那么像呢……现在，
就让我们化身为小小科学家，跟随2023年第6
期《学与玩》杂志一起，进入科学的世界，去
寻找答案吧。

图为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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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 住 ” 特 殊 岁 月
□□ 王雨荍

5 月 29 日下午，在北京市
第五十七中学 （以下简称“五
十七中”） 的物理实验室，气
氛格外热烈。继刘嘉麒院士之
后，五十七中科技周活动又迎
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北京
交通大学副教授、“天宫课堂”
授课专家组成员陈征。在这场
主题为“听觉、音乐与物理”
的课程中，他为初二 （八） 班
的同学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
音乐物理课，把五音六律中的
科学娓娓道来。

课程一开场，陈征就拿出
一个特斯拉线圈，连上手机
后 ， 它 居 然 一 边 放 电 一 边

“唱”起了 《新年好》，引得同
学们忍不住起身围观。随后，
他又播放了一段视频，一辆汽
车正在路上行驶，看似平平无
奇，但轮胎发出的声音竟然是

《欢乐颂》的旋律。
“哇哦，好神奇好有趣！为

什么会这样呢？”同学们的好奇
心一下就被激发了。但陈征并
没有立刻揭晓答案，而是从基
础的知识点讲起。“听觉有物理
的部分，还有生理的部分。”陈
征讲解道，在物理层面上，声
音是由声源的振动产生，在空
气、水和金属等介质中传播的
机械波。而在生理层面，并不
是所有传入耳朵的振动都能引
起听觉。一般认为，人类能听
到的振动频率在20—20000赫兹
之 间 ，“ 低 于 20 赫 兹 的 称 为

‘次声’，高于20000赫兹的就是
‘超声’。”不过陈征说，实际
上，通常人们能听到的范围要
比这个范围更窄。说完，他拿
出手机，通过播放不同振动频
率的声音测试大家的听力——
到了大约17000赫兹频率，全场
就没有人能听到了。

什么是“三分损益法”和
“ 十 二 平 均 律 ”？ 由 宫 、 商 、
角、徵、羽组成的五音是如何
确定的？在了解了声音的基本
物理常识后，陈征进一步带领
同学们探究了音乐背后隐藏的
科学知识，了解了乐理与数
学、物理之间的关系。

在完成了理论知识的铺垫
后，陈征才把话题拉回课程最
开始展示的两个神奇的声音现
象。“特斯拉线圈是一种可以击
穿空气放电的变压器，那么如何能让它‘唱
歌’呢？”陈征解释，能够奏乐的特斯拉线圈是
在其原有基础上加了一个灭弧器，使线圈不再
连续通电，而是以一定的频率间歇通电，每一
次通电形成闪电时都会发出“啪”的一声。这
样一来，通过调节通电的频率，就可以控制

“啪”的频率来演奏音乐。“能演奏 《欢乐颂》
的汽车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在这个案例
中，通电的频率换成了轮胎和路面之间摩擦的
频率。”

对于刚接触物理学的初二学生来说，完全
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还具有挑战性，但在聆听
了陈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课程后，同学们
展现出了对物理学的强烈兴趣。

课程最后，陈征还拿出一个自制的排箫，
为同学们带来一场“谢幕演出”，引起了同学们
热烈的欢呼和鼓掌。“这是我用家附近商店里买
的塑料水管做的，制作原理是‘三分损益法’。
所以，学好物理，万物皆可成乐器。”紧接着，
意犹未尽的同学们还向陈征提出了各种问题，
如果不是下堂课的铃声响起，这场热烈的讨论
还会持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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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松
鼠社”的尹冰
老师通过胡萝
卜塔搭建的探
究实验，教授
工程结构基础
知识。

（图片由
北京桂馨慈善
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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