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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谈R

人 工 智 能 是 引 领 这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的 战 略 性 技

术，将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深

远影响。比如，人工智能在研发

新材料、预测蛋白质结构等方面

具有优势，有望进一步重塑科学

研究范式；智能驾驶的普及，将

改 变 城 市 规 划 和 交 通 管 理 方 式

…… 各 行 各 业 对 人 工 智 能 的 需

求日趋增大的同时，经济社会的

方 方 面 面 正 受 到 人 工 智 能 的 多

重影响。

随 着 人 工 智 能 不 断 取 得 突

破，一些潜在的隐患和道德伦理

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人

工智能在安全、隐私等方面存在

一定风险隐患：“换脸”技术有可

能侵犯个人隐私，信息采集不当

带来数据泄露，算法漏洞加剧认

知偏见……这说明，人工智能不

单具有技术属性，还具有明显的

社会属性。唯有综合考虑经济、

社会和环境等综合因素，才能更

好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推动其健康发展。人工

智能的进一步发展，给人工智能

治理带来更多课题，亟待相关法

律和伦理工作者作答。

为此，必须加强人工智能发

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制定

相应规则，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

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

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

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

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只有正确处理

好人和机器的关系，才能更好走向“人机混合”的智能

时代。

目前，业界已经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譬如，构

建有效的优化训练数据集，防止人工智能生成对公共

安全、生产安全等有害的内容；在编程设计阶段，通过

技术手段防止数据谬误，增加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公

平性；预先设立应急机制和应对措施，对人工智能使用

人员进行必要培训。这些举措，都在技术层面进一步

夯实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陆续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倡议》等，旨在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有效防控人

工智能发展风险。各地区各行业也正在建立更加完善

的多方治理机制，形成协作格局，贡献治理智慧，共享

治理成果。同时，我国还通过积极搭建人工智能发展

各方参与的开放性平台，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

际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着

眼长远，在发展、应用的同时加强监管和规范，人工智

能就能更好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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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空

间科学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目前我国地球磁场探测精度最高的卫

星，将大幅提高我国空间磁场探测技术水平。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于 2023 年 5 月 21
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它有何独

特之处？成功研制背后有什么故事？其创新

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进行了采访。

大幅提高我国空间磁
场探测技术水平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

澳门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澳门空间技术与

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澳门科学一

号”卫星是国际首颗低纬度地球磁场与空间

环境探测卫星，包括 A 星和 B 星，采用“A 星+
B 星”联合观测模式。

其中，A 星搭载高精度磁场观测载荷、能

量电子谱仪、激光反射器等载荷，重点开展高

精度地球磁场测量任务；B 星搭载中能粒子

探测器、太阳 X 射线探测器、激光反射器等载

荷，重点开展太阳 X 射线和地球内辐射带能

量粒子探测任务。

据介绍，A 星和 B 星联合对南大西洋异常

区高能粒子的时空分布结构开展观测，有望

揭示地球近地轨道的磁场分布规律，以及地

球磁场—太阳辐射—能量粒子分布的耦合规

律，促进我国在卫星高精度磁场探测与多参

量联合观测技术领域的发展。

“澳门科学一号”为何要研究地球磁场？

“地球磁场的起源及其时空变化一直被

认为是最具前瞻性和挑战性的科学问题之

一。”张可可告诉记者，地球磁场是认识地球

系统运转、结构、性质的最重要物理场，也是

唯一能反映地球的地核、地幔、海洋、岩石圈

以及电离层与磁层特性的物理场。

人类观测、研究、利用地球磁场已有很长

的历史。在日常生活中，地球磁场为人类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天然导航基准。矿产资源普

查、室内导航、航海导航、空间天气预报等应

用领域，都需要精确的磁场数据。

张可可介绍，“澳门科学一号”在卫星工

程技术方面有多个创新亮点。“比如配备了高

稳定性光学平台，使温度等造成的光学平台

形变量最小。它也是国内卫星平台和载荷磁

洁净程度最高的地磁卫星，能够精确测量自

然界的磁场信号。”

因此，“澳门科学一号”卫星能够精确测

量地球磁场的时空变化，将为我国地磁科学

研究、资源勘探、磁场导航、空间环境监测等

领域提供数据支撑。

充分培养澳门科技创
新人才，树立粤港澳大湾
区科技创新的良好范例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投入使用仪式举行

当天，国家航天局、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

合主办了“科技荟澳”系列活动。国家航天局

总工程师李国平表示，这是支持澳门更好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锐意探索、深度合作的切实

举措。国家航天局将与澳门共享航天航海科

技进步成果，期待更多的澳门科技人才参与

其中，期盼澳门青少年积极了解并立志投身

祖国的航天、航海事业。

2018 年 11 月，在澳门国际航天高峰论坛

上，国家航天局与澳门科技大学共同提出发

射“ 澳 门 科 学 一 号 ”卫 星 的 建 议 。 2019 年 5
月，澳门特区政府批准卫星项目实施，并致函

国家航天局。2019 年 12 月 15 日，国家航天局

与澳门特区政府联合签订了“澳门科学一号”

卫星联合研制项目的合作协定。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国家航天局批复“澳门科学一号”卫

星工程立项。

作为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科学卫

星，“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系统由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和西北工

业大学抓总研制，科学载荷由澳门科技大学

负责提供，双方共同开展研制与应用。

“澳门科技大学团队从 2005 年开始陆续

参加了多个国家航天工程项目，如探月工程、

天问一号火星任务等，进行数据分析和相关

研究工作。2018 年 7 月，在各方支持下，我们

还成立了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些都为‘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科学基础。”张可可介绍，他带领的卫

星科学团队是一个由澳门、内地和国外科研

人员共同组成的团队，包括地球物理、空间物

理、数据处理、模型算法等方面的研发人员。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名字，是通过征

名活动，从 1500 多个提案中挑选出来的。“征

名活动是为了提升澳门各界对科技创新的关

注，最终将卫星命名为‘澳门科学一号’，象征

澳门科学技术展翅腾飞。”张可可说。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戴

建业表示，“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联合研制、

成功发射、在轨稳定运行和科学研究任务的

开展，开辟了内地与澳门科技创新合作新模

式，将充分培养澳门科技创新人才，树立粤港

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良好范例。

助力澳门打造面向世
界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入轨后，

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牵头组织开

展了卫星在轨测试与试验任务。目前，卫星

在轨稳定运行，功能、性能正常。运行期间，

澳 门 卫 星 团 队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重 要 的 科 学

成果。

“我们在国内首次建立了高精度世界地

磁模型版本，未来随着卫星数据不断积累，

模型将会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精度，定期向

全 世 界 发 布 。 我 们 还 基 于 磁 场 数 据 ，成 功

获 得 了 地 球 深 部 三 维 电 性 结 构 ，为 研 究 地

球 内 部 运 动 过 程 提 供 宝 贵 信 息 。”张 可 可

表示。

2023 年 10 月，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在英国

伦敦举办了“澳门科学一号”卫星国际专题研

讨会，这是首次由欧洲重要科研机构专门为中

国的科学试验卫星举办的国际专题研讨会。

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参加了研讨

会，中国卫星团队成员报告了利用“澳门科学

一号”卫星数据取得的重要科学成果；欧洲科

学家报告了关于“澳门科学一号”卫星数据在

轨测试成果与未来科学研究设想，并高度肯定

了“澳门科学一号”卫星数据的质量和成果。

据介绍，“澳门科学一号”卫星项目已与

18 个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签订了合作研究协

议，将助力澳门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张可可表示，“澳门科学一号”

卫星任务的成功实施，显著提升了澳门在国

际航天科技领域的影响力。

科学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正式投入使用

开辟内地与澳门科技创新合作新模式
本报记者 富子梅 冯 华

■科技视点R

2023 年 5 月 21 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澳门科学一号”卫星。 新华社发

近日，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农业分会组织专家

对吉林省三农吉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光粒子

土壤改良增产增效技术”科技成果进行了评价。专家组听

取了成果单位汇报，经质询和讨论，一致认为该成果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

据介绍，该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获得专利 18 项、软

件著作权 5 项，主要创新点包括：一是研制出特有吸纳泥粒

结构的光粒子技术载体磁化动能气纳土；二是磁化动能气

纳土与有机肥结合，可以改良土壤；三是研制出磁化动能气

纳土生产的新型灌溉装置。

来自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耕地质

量监测保护中心、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参加

了科技成果评价会。

自 2014 年以来，三农吉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省农科院、

吉林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应用光粒子技术治理盐碱地，

在 土 壤 改 良 和 农 作 物 增 产 增 收 方 面 取 得 了 较 好 效 果 。

2020 年至 2022 年，在吉林市水稻试验基地中应用光粒子

技 术 ，3 年 平 均 年 增 产 率 达 到 12.88% ，平 均 每 公 顷 增 产

954.87 公斤。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示范基地第一

期试验中，通过光粒子技术处理后的地块，保苗数明显增

加，空秆数明显减少。

专家认为，利用光粒子技术研发的磁化动能气纳土产

品应用于土壤改良具有创新性。试验结果表明，该技术可

调理土壤酸碱平衡、改善土壤物理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提高土壤养分利用效率；利用光粒子技术研发的新型装

置处理灌溉用水，可提高农作物对水和营养物质的吸收利

用效率，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

（刘睿思参与采写）

盐碱地治理又添新技术
本报记者 蒋建科

本版责编：谷业凯

近年来，在国家新药创

制重大科技专项、药品监管

改革、医保制度改革等一系

列有力举措的推动下，我国

药学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自 主 研 制 了 一 批 重 大 创 新

药物，有力推动我国新药研

发由仿到创、医药产业由大

到强的发展。日前，在由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药 物 研 究 所

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药学事业发展大会上，多

位院士专家就创新药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药物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等问题展开

研讨。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认为，国家新药

创制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以来，一批化学药、

生物药、中药先后上市，不仅有数量上的增

加，而且在创新水平上、临床价值上也有大

幅度提升。“也要看到，虽然我国每年筛选、

设 计 出 不 少 新 药 ，这 些 新 药 有 新 的 化 学 结

构、自主知识产权，但是所针对的靶点和作

用 机 制 ，往 往 不 是 我 们 首 先 发 现 的 。”陈 凯

先说。

在药物研发领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原始创新？陈凯先认为，要有新的治疗概

念、治疗策略，发现新靶点和新的作用机制，

应用于新的适应症，在选择性、安全性等方面

应有重大的进步，“需要大力加强我国新药的

原始创新，从临床患者的需求出发，实现更多

‘从 0 到 1’的创新。”

“新药创制离不开原创理论、原创技术

的 突 破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丁 健 认 为 ，国 内

与 新 药 研 发 相 关 的 原 创 理 论 、原 创 技 术 突

破 还 不 够 多 ，导 致 新 药 研 发 同 质 化 。“ 做 创

新药物，要在基础研究水平提升的基础上，

积 极 拥 抱 新 兴 技 术 ，从 临 床 需 求 出 发 开 展

创新。”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已经建立了

研发链产业链紧密衔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的药物创新技术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哈

尔滨医科大学教授杨宝峰表示，医药产业的

发展有赖于细胞分子生物学、材料学、人工智

能等科学技术的支撑。新药研发要重视多学

科交叉，在医工结合方面多下功夫，使产学研

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共促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合力。

中 国 生 物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长 谢

承润表示，国内医药企业要聚焦核心产业布

局，通过多方协同合作，打通基础研究创新

链条和临床转化应用路径，

着力搭建全球创新平台，不

断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执行

所长王锐介绍，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物研究所已推动数百

个新药品种上市，获新药证

书及药品注册批件 132项，其

中以人工麝香、双环醇、桑枝

总生物碱等为代表的原创新药 22项。

王锐表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将继续坚持创新引领，坚持需求导向、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实现化药、中药、生物药等

全方位布局，深化基础与前沿领域的研究，

突 破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建 立 产 学 研 用 一 体 化

联动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不断深

化 药 学 教 育 改 革 ，构 建 药 学 人 才 培 养 新 模

式，努力打造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

第二届中国药学事业发展大会上，专家研讨加强新药创制

努力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
本报记者 谷业凯

■专家观点R

近日，由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超 100 千瓦气动式海

浪能发电装置“华清号”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下

水，标志着我国在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取得新进展。

利用海浪能发电是继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后，清洁能

源领域的一条“新赛道”。该项能源技术将为海上平台运

行、深海养殖等提供电力保障，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

力支撑。

姜晓丹 林嘉辉摄影报道

气动式海浪能发电装置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