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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蒸汽技术驱动的第

一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的肢体，拓

展了人类的力量，那么，以新一代

人工智能技术为驱动的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则致力于拓展

人类的智能，提升人类智力所能创

造的价值。

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助理教

授黄高看来，“人工智能是我们这

一代人不能错失的宝贵机遇。”而

如何让机器更高效、智能，也成为

他研究中最关注的部分。

这名 32 岁的青年学者，主要研

究 领 域 为 深 度 学 习 和 计 算 机 视

觉。他设计的密集连接卷积网络

（DenseNet），论文单篇引用已超 1
万次，广泛运用于医学、光学、气象

学等诸多领域。黄高也成为国内

计算机视觉领域第一作者论文被

引次数最高的学者。

科研的美妙，在
于尝试拓展知识的
边界

深度学习是指计算机通过深

度神经网络，实现跟人脑类似的功

能，是现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热点研

究方向之一，已被应用于人脸识别

等许多领域。

然而，在 2009 年黄高刚开始攻

读博士学位时，人工智能领域深度

学习的工具还在发展中。优化算

法等现在看来简单到仅需一行代

码的操作，当时要靠一行行编程实

现。许多研究者在探索如何通过

缩减网络连接来降低模型复杂程

度，黄高却另辟蹊径，希望通过增

加 跨 层 连 接 ，使 信 息 通 道 更 加 通

畅，让模型中的信息能更快速地向

前传递。

这一想法无疑是大胆的，也极

具创新价值。“不断摸索新的东西，

做 别 人 没 做 过 的 事 情 ，与 未 知 共

处，才是科研最有魅力之处。”黄高

说，做科研最美妙的就是尝试去触

碰、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

2016 年，黄高提出了密集连接

卷积网络的大胆设想。起初并不

被看好，但他与合作者始终坚持，

最终突破了传统深度网络的单向

直链结构，提出全局密集跨层连接

范式，使神经网络实现“连接数多

而计算量少”，进一步提高了运算

效率。这项具有开创性的模型，获

得了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高

奖 SAIL 先 锋 奖 ，被 编 入 多 本 深 度

学习书籍，也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影

像处理、人脸识别、文本翻译、语音

识别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探索未知是一件风险和成本

很高的事，“拓荒”路上，黄高难免

遇到挫折。有时坚持很久却始终

没 有 结 果 ，有 时 好 不 容 易 取 得 进

展，却发现已有研究者抢先一步。

“研究受阻，沮丧是难免的。我们

需要一股韧劲，坚持下去，将想法

最终转化为现实。”黄高说。

服务美好生活，
是人工智能的重要
使命

黄高的研究大多源于日常生

活中的需求，他希望用键盘“搭建”

出更多智能生活的美好场景。“服

务人们的美好生活，是人工智能的

重要使命，也是科技向前发展的重

要动力。”黄高说。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

核 酸 检 测 还 没 有 广 泛 开 展 ，肺 部

CT 是重要的检查手段。但由于医

生数量有限，读片速度与诊断准确

率均受到影响。曾在博士后期间

做过医学影像分析方面工作的黄

高开始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减轻医护工作人员的压力。

收集数据、设计算法、开发系

统……研究成果很快落地。黄高

与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联合开发

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CT 影像快

速辅助诊断系统，读图快，准确率

约为 96%，能辅助医生更好地做出

诊 断 。 去 年 2—3 月 ，这 一 系 统 在

120 多 家 医 院 完 成 病 例 分 析 3 万

余例。

如今，计算机视觉已成为黄高

的 重 点 研 究 领 域 之 一 ，他 在 图 像

识 别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已 应 用 至

医疗服务、企业生产、遥感图像等

多个场景。“我们正在跟中科院声

学 研 究 所 合 作 ，研 究 海 底 声 呐 成

像 中 目 标 的 自 动 识 别 与 跟 踪 ，可

以 用 于 海 底 勘 探 、救 灾 等 方 面 。”

黄高介绍。

不仅致力于热门应用研究，也

关注基础性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这是黄高对于团队的要求。

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技术难度

极大，需要反复实验、试飞，研制周

期也很长。人工智能可以帮上什

么忙？今年 1 月起，黄高与物理学

者开展合作，研究如何利用深度学

习来提高空气流体力学模拟实验

的效率。

“人工智能不能满足于酷炫，

而应该带动产业革新、推动科技整

体发展。”黄高一直提醒自己，越是

在研究的热潮里，越要沉下心来。

面对学科的快速
发展，要跟时间赛跑

这些年，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

研究者日益增多。黄高坦言：“赶

上了一个学科发展的浪潮，对于研

究者而言，既幸福又深感压力。”

之所以幸福，是因为有很多人

朝向同一目标努力奔跑。人工智

能领域的很多公司、学者都已开放

程序源代码。开源深度学习框架、

开源应用软件、开源社区的快速发

展，推动了研究互相促进和协同创

新。黄高设计的深度学习框架也

是开放的，在他看来，“开放的、充

满活力的研究环境，能孕育出更多

好成果。”

之所以深感压力，是因为竞争

很激烈。一台用支架高高架起的

电脑、满屏算法、嘈杂高温的机房，

组成了黄高的科研日常。黄高习

惯站着做研究来集中精神，“面对

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要

跟时间赛跑。一方面要时刻追踪

最新的研究趋势，了解学术界的最

新 动 态 ；一 方 面 要 有 很 强 的 行 动

力，一旦犹豫就很可能错失机会。”

黄高说。

“发展人工智能的故事才刚刚

开始。”黄高介绍，人工智能领域还

存 在 很 多 未 解 的 问 题 ，从 基 础 理

论、技术发展，到构建人工智能相

关的伦理规范，都是科学家们面临

的挑战。“努力突破它们，正是我们

做科研的价值所在。”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

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很美

好 ，值 得 我 们 为 之 全 力 奔 跑 。”黄

高说。

（陈炳旭参与采写）

致力于人工智能研究，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助理教授黄高——

越是热门领域，越要沉下心
本报记者 刘静文 赵婀娜

32 岁的清华大学
自动化系助理教授黄
高，在人工智能快速发
展 的 浪 潮 里 ，沉 下 心
来，关注基础性研究与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
时保持开放心态，学习
新知并付诸实践。

通往人工智能的
未来之路上，他正全力
奔跑。

核心阅读

在时间的长河里，中华文明始

终传承有序，不同时期都有鲜明特

征，通过当时人们的创造性劳动，生

产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物质和精

神产品，这既是对中华文化的有益

传承，更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这是新时代的召唤，需要我们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

步形成现代化进程中符合大众需求

的时代特征。

新的时代特征，既要有物质产

品的要求，更应有文化精神的要求，

需要汲取了中华文化精髓并有所创

新发展的时代产物。今天，我们要

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出既能满足人们对时尚性、舒适

度和审美观的要求，又能满足人们

对传统文化和精神层面美好需求的产品。

要实现这一创造，离不开考古探索发现、遗产保护传承

和文化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考古发掘研究应凝聚地域文

明，遗产保护利用要立足传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更要依托

传统文化、立足生活需求。我们要创造的既有文化商品，又

有文化产品，但他们都应具备属于今天的时代特征。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文化文物工作者都可以

大有作为。南京博物院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创造更多更

加符合今人审美观和舒适度要求的文化创意产品。改扩建

后的南京博物院，既保留中国建筑之固有形式，又创造出符

合江苏地域特色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建筑外形，使建筑内

外空间符合博物馆服务观众的需要。在展览方式上，我们

也不断创新，策划“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化”系列展览，讲述传

统生活之美。在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上，我们为其赋予

中华传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要素，用精致美观的产品传

递出我们的文化自信，既反映中华文化特色，也反映现代化

美好生活的时代特征。

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更应该是文化发展

的现代化。在新的时代面前，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发挥每个

人的聪明才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共同创造出

为今人所喜爱、为后人所自豪的时代特征。

（作者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本报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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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
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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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继承并
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出既能
满 足 人 们 对 时 尚
性、舒适度和审美
观的要求，又能满
足人们对传统文化
和精神层面美好需
求的产品

嫦 娥 五 号 搭 载 的 太 空 稻 种

29 日离开温室，移栽田间，成功

“安家”。

29 日上午 8 时左右，华南农

业 大 学 国 家 植 物 航 天 育 种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王 加 峰 博 士 带 领

团队 4 人开始在温室拔秧，拔下

的秧苗被放到若干烧杯里面，经

过 50 分钟左右的车程来到位于

广东省广州增城的华南农业大学

试验田基地。

在试验田基地，记者看到，研

究人员首先把 8 组双行红绳拉到

田间，然后把“天稻”秧苗有序地

摆放在田基，在去掉部分顶端的

叶片后，再沿着红绳的位置一株

一株整齐插入土中。整个过程持

续约一小时。

与普通插秧相比，“天稻”的

插秧工作要更为细心周到。王加

峰介绍，研究人员等到“天稻”长

到最适合的秧龄，三四片叶子的

样子进行插秧；土的硬度也要适

中，太硬容易在操作时伤根伤苗，

太软秧苗容易歪斜、深陷；插秧的

力度、分布的疏密都要讲究。

“拉绳是为了保证秧苗插得

又直又匀，把顶端叶片去掉是为

了防止飘苗浮苗烂苗。我们插秧

的指法是用食、中、拇三指护住根

部下到土里，以每穴单株的方法

插入土里 3 厘米的位置，原则是

‘浅而不倒’，既保护根部，又便于

后期研究、跟踪。”王加峰说。

在同一块田地里，还有“长征

五号”稻种、重离子辐照稻种，后

期研究人员将分别对深空搭载、

近地轨道搭载、地面模拟这 3 种

稻种进行对照，以育选出最优品

种。插秧之后，研究人员接下来

会施肥、喷药等，预计 5 月底或 6
月初迎来抽穗期，7 月上旬将收

获果实。

这批共计 40 克的“天稻”于

2020 年 11 月搭乘嫦娥五号登月，

历时约 23 天、76 万公里的“环月

旅行”返回地球，并于今年 2 月 26
日完成播种。

（新华社广州 3月 29日电 记

者郑天虹）

上图：29 日，研究人员在插

种 嫦 娥 五 号 搭 载 的 太 空 稻 秧 苗

（无人机拍摄）。

右图：29 日，研究人员在整

理嫦娥五号搭载的太空稻秧苗，

准备移栽。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嫦娥五号太空稻离开温室完成移栽

“天稻”下凡 安家田间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报合肥 3月 29日电 （记者徐靖、田先进）近日，长三角

文艺发展联盟 2021 年度工作会议暨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实践

活动在安徽省宣城市举办，沪苏浙皖四地文联代表共商长三

角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大计，推动文艺创作生产更好地服务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采用轮值机制，今年是第一轮轮值

的“收官年”，由安徽省文联轮值。安徽省文联就推动联盟年

度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发挥联盟作

用，共同谋划重大项目；共同推动精品创作生产，共同推介长

三角文艺名家的创作成果；在重点地区尤其是省际毗邻区，共

建文艺创作联系点和文艺志愿服务联系点；共同培育人才，打

造人才高地等。

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上海 3月 29日电 （记者曹玲娟）29 日，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全球发布 8580 个博士后和事业单位

高层次紧缺岗位需求，全部面向海内外同时招收。其中，博士

后岗位 5627 个，临床医学、生物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

物理学等学科，化工、新材料、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等产业，需求量较大；事业单位高层次紧缺岗位 2953 个，主要

集中在高校和医疗机构。

博士后是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等从

事科研的工作职务。自 1985 年起，上海实施博士后制度。

2018 年起又实施了“超级博士后”计划。依托众多一流高校、

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以及国家级科研平台和雄厚的科研实

力，目前上海市已在 37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建立了 243 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在 159 家企事业单位和科学园区中建立了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 11 个区创建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36 年间，上海培养的博士后中有 9 人成长为两院院士，200 多

人获国家级人才计划。 2020 年，上海全市招收博士后 2426
人，在站 6412 人。

目前，上海全市事业单位高级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共 5 万

余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 15%。教育、卫生、科技、文化、

体育等行业规模和水平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云集了一大

批海内外顶尖的高峰人才、领军人才。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作

为我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正向着加

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

进，真诚期待八方贤士与上海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上海面向全球招人

共8580个博士后和事业单位高层次紧缺岗位

黄高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