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国际团队

研发出一种微型机器人，能够在
生物样本中通过电磁混合动力

推进与“导航”，并具备识别、抓
取和运送单个细胞的能力。

这一微型机器人是人造颗

粒，直径仅 10 微米，相当于单个
生物细胞大小，可自动或通过操
作员的外部控制执行移动任务。

其突破点在于它能够通过电和

磁两种不同的机制实现混合动

力推进， 并可识别出细胞类型及
健康程度，有选择性地将目标细胞
运送至目标位置。 据介绍，这一机
器人将来可应用于医疗诊断和外

科手术， 还有望用于药物研发、基
因编辑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据新华社 3 月 26 日电 记者王
卓伦 吕迎旭）

天津大学日前打破传统实

验“试错法”局限，取得了开发重
要化工催化材料的新进展。该校
新能源化工团队通过合金催化

剂“孤立度”描述符的构建，只需
向程序输入催化剂结构参数，就
能够实现烷烃脱氢催化剂“一键
筛选”。

丙烯是全球产量最高、应用
最广的基础化工原料之一，在工
业生产中作用巨大。 “丙烷脱氢
法” 是目前市场占有率增长最
快、最具前景的丙烯生产技术之
一。 然而，我国现有的“丙烷脱
氢”工艺主要依赖高价进口的成
熟工艺包，作为工艺核心的催化
剂被发达国家牢牢把持。缺乏自
主知识产权的丙烷脱氢催化剂

成为国内化工业的短板弱项。
传统丙烯生产工艺采用实

验“试错法”研发催化剂，往往需

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消耗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

天津大学新能源化工团队

以“实践论”为指导，提出了“催
化微环境预测催化性能” 的方
法。 他们创新算法，借助计算机
程序发现了烷烃脱氢 “单位点”
合金催化剂的设计新途径，即只
需获得催化剂的电子、几何结构
参数“孤立度”，就能描述出烯烃
选择性等性能，从而加速遴选性
能优异的催化剂材料。基于该方
法，研发的新型铂基催化剂贵金
属用量降低超 60%，可大幅度节
约生产成本，提升了催化剂市场
竞争力。 实验证明，新型催化剂
的丙烯选择性显著优于国际同

类产品，且在长程稳定性和再生
循环测试中均保持稳定。

（据新华社天津 3 月 29 日
电 张建新 焦德芳）

2022年度十大科普事件揭晓
3 月 26 日 ，“典赞·2022 科

普中国” 揭晓盛典特别节目播
出，2022 年度十大科普人物、十
大科普作品、十大科普事件与十
大科学辟谣榜正式出炉。

按时间排序 ，2022 年度十
大科普事件分别是：天宫三次开
讲科普课， 京港澳共话 “太空
梦”， 掀起全民航天科普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修订实施，进一步明确科普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涡流制
动、永磁牵引系统等多项自主创
新技术相继应用，中国高铁屡创
佳绩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
北京成功举行， 引发科技界热
议 ；2022 年版标准地图和参考
地图发布，全民国家版图意识显
著提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
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2022 年全国科普日掀起各
地科普热潮；党的二十大报告首
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明
确提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中国 6 名航天员“太空会师”，开
启载人航天的新时代；新冠病毒
感染实行“乙类乙管”。

“典赞·科普中国”是由中国
科协牵头主办的一项评选年度

科普典型的活动盛事，通过盘点
年度科普的人物、作品、事件和
谣言，在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年
度评选共有 174 家单位参与推
荐，共计 1213 项参评项目，参与
数量创历史新高。

据 3 月 27 日《科技日报》

本报讯 近日， 市知识产权局对我市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规范化市场———濮阳银座商城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银座商城”） 开展督导检查。

检查人员对银座商城商品专利、 商标标注情况及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建设、 实施情况等进行了全面检查， 并安排
到期续延申请等工作。 检查人员对银座商城在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的做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 要求银
座商城要全面对照 《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创建示范
管理办法》 复查程序开展自查， 总结经验不足， 持续巩
固近 3 年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 ， 不断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消费者满意度； 做好重要时期、 重点
时间节点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杜绝知识产权侵权事件发
生， 确保在管理规范、 保护严格、 示范引领上实现新作
为， 确保届满续延成功。 （谷令杰）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建设创新型濮阳

追肥灌水

桃树需要定期追肥和灌水 。
具体追肥次数和时间要根据品种、
产量 、 树势等确定 。 在追肥时 ，
可以采用花前肥、 坐果肥和催果
肥等方法， 并结合叶面喷肥， 防
治某些缺素症。 灌水方面， 桃树
发芽前要灌一次萌芽水， 春季干
旱时要及时灌水， 但开花期应禁
止灌水。 出现强降水时， 要及时
排水以防水害。

疏花疏果

疏花疏果也是春季管理的重

要工作之一。 开花和坐果时期进
行疏花疏果可以消耗一定的养分，
因此要尽早进行。 具体的方法是，
花后 15 天左右开始疏果， 先疏除
畸形果、 病虫果和长中果枝上的
小果等， 然后按留果量合理安排
疏果的数量。 留果量的确定方法
有 4 种， 包括依产定果法、 果枝
定果法、 间距定果法和叶果比法，

可以根据品种的结果习性选择合

适的方法。
病虫害防控

在春季 ， 要注意防治蚜虫 、
红蜘蛛、 桃蛀螟等病虫害。 对于
蚜虫， 可以采用 10%吡虫啉可湿
性粉剂喷洒， 温度高时也可采用
喷啶虫脒的方法来防治； 对于红
蜘蛛， 可以结合防治蚜虫， 在药
剂中加入四螨嗪或哒螨灵； 对于
桃蛀螟， 要在硬核期前进行一次
“大扫除”， 采用常用农药如灭幼
脲 3 号或杀铃脲等加入新三唑类
药剂。

修剪整形

春季是桃树修剪的最佳时

期之一 ， 可在桃树萌芽前期 、
萌芽期 、 开花前期进行 ， 主要
对枝条进行短截和修剪， 促进树
木的分枝和萌芽。 此外， 还可以
进行整形修剪， 使桃树更加美观、
整齐。

病害防治

春季是桃树病害易发生的时

期， 因为湿度和温度的变化， 容
易引发疾病。 桃树疾病主要包括
炭疽病、 疫病、 细菌性溃疡病等。
要做好病害的预防和防治工作 ，
一般可以采用药剂喷洒、 清除枯
枝败叶等方法， 减少病害的发生。

保护花朵

春季的桃花非常嫩 ， 容易受
风雨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 因此 ，
需要采取措施保护花朵 ， 保证花
朵正常开放 。 常见的措施包括
用竹竿支撑花枝 、 覆盖防风网
等。

注意水分管理

春季气温升高 ， 桃树水分的
需求也逐渐增加， 应根据气候和
土壤情况及时灌溉， 确保土壤湿
润 。 但也要注意不要过度浇水 ，
避免引起水渍病等问题。

农科

7编辑：武巧珍 校对：刘伟 电话：8990766

2023年 3月 30日 星期四

科技之光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跨越发

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
动力量。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呈现出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双轮驱动、 双向
促进的发展特征。

在供需两侧的共同推动下， 技术创
新成果开始大规模地从实验室研究走向

产业实践，人工智能产业化进程加快。根
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测算 ，
2022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
到 5080 亿元，同比增长 18%。

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扩

展，场景创新成为新路径

兔毫、 油滴、 曜变、 鹧鸪斑……在
130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建盏展现出
绚丽的釉色，每盏皆唯一。 近年来，国内
建盏产业迅速发展， 但也出现了假冒仿
制、 以次充好等乱象， 通过传统防伪手
段，很难解决问题。

后来， 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
一家建盏生产企业找到了北京旷视科技

有限公司， 希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来为
每一只建盏打造专属的“电子身份证”。

面对种种难题，旷视团队提出“算法
量产”理念，打造了人工智能建盏溯源系
统，实现了盏纹识别。团队还研发了内置
可控制光源的硬件设备， 以克服釉面材
质反光的难题。

“我们由此实现了一盏一图、一盏一
码、图码结合，既有效打击了仿造伪造行
为， 又推动产业的规范化发展和数智化
升级。 ”旷视研究院算法量产负责人周而
进说。

像建盏一样， 人工智能应用向纵深
演进， 越来越多的行业实现了智能化升
级。工业质检、零件计数、自动驾驶、语音
交互，甚至是高空抛物检测、普洱茶茶饼
识别、 破皮速冻水饺检测……人工智能

为企业在研发速度和流程、产品服务、商
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带来切实成效，“五花
八门”的人工智能应用伴随着数字化、智
能化热潮， 进入生产生活、 服务千家万
户。

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
书记、所长赵志耘表示，人工智能应用广
度和深度不断扩大， 正向更多行业和更
核心的业务领域渗透，推动制造、物流、
医疗等各方面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
智能场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逐

渐凸显。

新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
路径逐渐清晰

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 人工智能产
业化的路径也逐渐清晰。近几年，国内外
厂商纷纷加码巨量模型的投入与研发，
让人工智能产业落地找到了新的方向。

新药研发就受益于此。 华为云盘古
药物分子大模型， 是由华为云联合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共同训练而成的

大模型， 可以实现针对小分子药物全流
程的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冰教

授团队利用该大模型成功研发出一种新

的“超级抗菌药”，它有望成为全球近 40
年来首个新靶点、新类别的抗生素。借助
大模型， 先导药的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
至 1 个月，研发成本降低 70%。

浪潮信息基于大模型打造的智能客

服机器人“源晓服”就是大模型的一个典
型应用。 “我们的目的是让大模型与契合
场景需求的行业模型进行结合。 ”浪潮信
息服务总监陈彬说。

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源晓服”能
够对知识库进行自主化学习。目前，已能
覆盖终端用户 92%的咨询问题。 对于一
些常见技术问题，如系统安装、部件异常
等，解决率达 80%。

“大模型并不是炫技，它更多源于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浪潮信息
副总裁刘军指出，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已
经从碎片化过渡到深度融合的一体化，

在算法模型方面， 巨量模型将会成为人
工智能算法规模化创新的基础。

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形成良好产业发展基础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近年来，我国陆
续出台多项政策， 鼓励人工智能行业发
展与创新， 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
保障；依托领军企业建设了 10 余家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依托地
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以发布智能产品推广目录等方式， 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养老、 城市建设等
重点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近年来， 我国形成了良好的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基础。 除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快速增长外， 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
量超过 4200 家，智能芯片、开源框架等
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智能传感
器、 智能网联汽车等标志性产品创新能
力持续提升。 在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布
局建设方面，2022 年， 全国在用数据中
心机架总规模超过 650 万标准机架，目
前有超过 30 个城市正在建设或提出建
设智算中心。

专家表示， 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 将创新要素转化为物质或知识
资源，形成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关键在
于协同创新平台的搭建。 构建人工智能
协同创新平台， 要聚焦当前落地应用需
求， 更快实现人工智能生态伙伴的业务
聚合、资源聚合和战略聚合，平台内的各
方主体通过加强人工智能算力输出、服
务能力优化及人才培养等层面的要素供

给， 形成产业链上下游通力合作的产业
生态。

据 3 月 25 日《人民日报》

新技术不断涌现 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扩展

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加速

南乐县魏先生问： 春莴笋如何科学育苗？
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张雪平答：
采用地膜覆盖的方式种植春莴笋，具有投资小、省工省

力、价格平稳、亩纯效益高的特点。早春气候适宜莴笋生长，
可在 3 至 4 月定植，6 至 7 月收获，亩产在 5000 公斤以上。
利用阳畦培育莴笋苗的技术要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苗床准备、 播种
在播种前 7 至 10 天， 将塑料薄膜扣到育苗床上， 夜

间要加盖草苫， 以提高苗床地温。 苗床肥以腐熟有机肥和
速效氮肥为主。 备好床土后， 施入适量土壤杀虫灭菌剂，
与床土混合拌匀、 浅翻， 并耙平畦面。 浇一次小水， 待水
渗下后， 将种子均匀撒在畦面上， 再覆盖 0.5 厘米厚的经
过拌药的细土， 完后密闭阳畦， 切记夜间加盖草苫。

苗床管理

幼苗出土前， 草苫应晚揭早盖， 以利于出苗。 幼苗出
土后， 可适当通风。 温度过高时， 可在薄膜上打两个气
孔， 防止幼苗徒长。 此时， 草苫应早揭晚盖， 尽量延长采
光时间。 当幼苗长至 2 至 3 片真叶时可进行分苗， 分苗土
是用田园土加腐熟有机肥和复合肥拌成的营养土。 先将其
装入营养钵内， 再选择健壮的苗子移栽到营养钵内， 摆齐
后浇水、 封膜， 前期不宜通风， 5 至 7 天后可适当通风。
同时， 结合浇水打药 2 至 3 次， 防止发生霜霉病和菌核病
等常见病害。

定植前炼苗

当苗子长到 5 至 6 片叶时， 可选择粗壮、 叶大、 节间
短的壮苗作为生产用苗， 并及时淘汰高脚苗、 弱小苗和病
苗。 定植前 10 天左右， 应逐渐加大苗床通风量。 白天不
盖膜， 夜间盖膜， 遇大风降温天气要加盖草苫， 避免遭受
冻害。 通过低温炼苗， 可提高苗子抗寒和适应外界环境的
能力， 从而提高成活率。

为贯彻落实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科技部会同自然科学基金委近期启动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for�Science）
专项部署工作，紧密结合数学、物理、化学、天
文等基础学科关键问题，围绕药物研发、基因
研究、生物育种、新材料研发等重点领域科研
需求展开，布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
前沿科技研发体系。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人工智
能驱动的科学研究” 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新
前沿。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科研数据和算力
资源等方面有良好基础， 需要进一步加强系
统布局和统筹指导， 以促进人工智能与科学
研究深度融合、推动资源开放汇聚、提升相关
创新能力。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是以“机器
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科学研究”
深度融合的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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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借
助机器学习在高维问题的表示能力， 人类可
以更加真实细致地刻画复杂系统的机理，同
时可以把基本原理以更加高效、 更加实用的
方式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

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 ”重
大项目实施专家组组长、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
所所长徐波介绍，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很多
科学研究领域展现出超越传统数学或物理学

方法的强大能力，但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体系化布局、重大
系统设计、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生态构建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科技部将推进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人工智能模型和算法创新，
发展一批针对典型科研领域的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 专用平
台，加快推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建设，支持
高性能计算中心与智算中心异构融合发展，鼓励绿色能源和低碳化，
推进软硬件计算技术升级， 鼓励各类科研主体按照分类分级原则开
放科学数据。

在人才与机制方面，科技部支持更多数学、物理等科学领域科学
家、研究人员投身于相关研究，培养与汇聚跨学科研发队伍，推动成
立“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创新联合体，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共同推动解决癌症诊疗、应对气候危机等人类共同科学挑战。 同时，
重视“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科研伦理规范，促进
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记者 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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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小学生在观看“流浪地球”太空舱演示项目。
2023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正在青岛举行。 在大会数字文旅互动体验

区，参观者可以通过体验光影魔方、裸眼 3D、元宇宙畅游、VR 飞跃、“流浪
地球”太空舱等项目，感受数字科技赋能文旅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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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莴笋如何科学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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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微型机器人可通过电磁混合动力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