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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未来 向科技要答案

在围绕论坛主题举办的多场平行论
坛上，国内外政要、顶尖学者、企业家
和投资人围绕“智慧·健康·碳中和”的
主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科技前沿和产
业发展，带来了一场“未来畅想之旅”。

“量子信息技术的魅力，是在实际应
用中其性能可以超越现有技术的物理极
限，也就是说实际应用的效果是衡量这
个技术的价值所在。”在量子科技发展与
未来论坛上，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教授郭光灿从制定量子科技发展
长期规划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在智能+能源论坛上，巴基斯坦驻华
大使莫因哈克通过视频表示，“未来我们
的能源发展需要更多的智能技术，我们
可以用最先进的能效技术，比如说智能
电网、人工智能等，来提高我们能源发
展的效率。”

本届中关村论坛上，人工智能用于
新药发现、助力碳捕捉与碳存储等应
用，让人们看到以数据算力和算法为代
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大大提高创新能
力与速度；对超长距离光纤量子通信、
量子精密测量等最新研究成果展示和前
沿技术方向的探讨，让公众对未来量子
科技有了更清晰的预见。

“世界要共享疫苗，否则病毒将‘共
享’世界。”中科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
主任高福在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论坛期
间呼吁道。为应对新冠病毒持续变异、
传播力不断增强等全球性问题，来自国
内外的疫苗研发专家和生产企业在论坛
上“开门探讨”，一同向科技要答案。

“实现碳中和，要从能源生产、能源消
费和固碳‘三端发力’，‘技术为王’是鲜明

特征。”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在碳达峰
碳中和科技论坛上表示，“一盘棋式”组织
全国研发力量，建立技术联盟，明确责任
体系，开展技术攻关，支撑产业先进性，有
助于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力。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涉及能源结构、工业
交通、生态建设等各领域，迫切需要发挥
科技创新在其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中
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说，要拿出一张路线
图，解决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问题；
提出一批新理论，突破降碳固碳的原理问
题；攻克一批新技术，解决减排增汇的工
艺和装备问题；记好一本收支账，解决碳
源碳汇的监测核算问题。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会场内碰撞思想火花，展馆中中外
企业带来的最新成果展示让人频频驻
足。在 2021 中关村论坛展览 （科博会）
现场，来自500多家中外企业的前沿技术
展示让参观者驻足，这些科技产品无不
向参观者传递着“未来信号”，让人感知
未来产业脉搏。

“我们基于 DNA 折纸纳米技术，构
建了能够在动物活体内稳定工作的纳米
机器人，可实现药物的精确定点输运。”
北京君全智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
初创企业，总经理史权威表示，“中关村
论坛既是企业展示最新成果的平台，更
是交流学习的难得机遇，对未来发展我
们充满了信心。”

一走进展厅的综合馆，一辆流线感
十足的新能源汽车映入眼帘。这是百度
阿波罗自动驾驶系统与北汽集团极狐汽
车联合研发的 L4 级别自动驾驶汽车，这
款汽车即将投入规模化运营。

在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 （顺
义） 展示区，“专精特新”企业莱伯泰科
带来一台最新研发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仪。莱伯泰科董事长胡克说，这款
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端仪器用于元素的定
性和定量分析，在环境、医药、半导体
等领域广泛应用，打破了国外仪器公司
在元素分析领域长期形成的垄断局面，
解决了仪器“卡脖子”问题。

在论坛展览 （科博会） 现场还有不
少高科技产品——记录运动员膳食营养
摄入情况的智慧餐台、石墨烯智能发热
围巾、适用于全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机器
人等科技产品，让参展观众大开眼界。

与此同时，论坛期间发布的多项成
果令人鼓舞，例如可重复的1.2亿度、101
秒和1.6亿度、20秒等离子体运行，朝人
类利用聚变能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实
现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淀粉，为工业
制造粮食打开了一扇窗户，为粮食安全
和碳中和提供了新机遇；北京量子信息
科学研究院研发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
芯片成功使量子比特退相干时间达到503
微秒，有望观测到原来无法观测到的量
子过程或现象。

“我们将围绕数字经济、生命健康、
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持续加强基础研
究和原始创新，开展前沿技术攻关，努
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 的突破，并做好从 1
到10的加速。”北京市负责同志表示，将
深入推进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
技合作，与各国科学家、企业家等各界
朋友一道，协作开展重大科技问题研
究，努力取得更多高水平的原创成果。

实现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

从 2007 年地方性的区域创新论坛，

到如今升级为国家级开放创新交流平
台，中关村论坛从创立初始就注重国际
化。科学技术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关
村论坛的“一条主线”就是国际科技合
作与交流，今年超两成的平行论坛直接
由国外机构主办，例如传染病防治生物
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论坛、全球数字化应
用与转型论坛等。

在 9 月 25 日 举 行 的 论 坛 全 体 会 议
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图灵对话”精彩
上演。得益于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裸眼 3D
效果，两名2015年图灵奖得主马丁·爱德
华·赫尔曼与惠特菲尔德·迪菲“面对
面”，就国际科学家交流合作、前沿技术
商业化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技术创新无国界，科学进步需要全
球合作。”马丁·爱德华·赫尔曼介绍，北
京有着完善的创新平台和发展环境，具
有成为国际创新中心的独特优势。他希
望加强与中国青年人才的联系，让世界
各地不同年龄段的科学家相互学习、共
同发展。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紧
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在第五届
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上，来自
10多个国家的代表聚焦开放创新、共享发
展，深入交流研讨，分享最新成果。与会各
国代表共同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唯有依
靠科技创新才能推动经济复苏，共同实现
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

重视科技创新不仅在体制开放，更
在思想开放。与会代表、2006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乔治·斯穆特表示，科技
开放合作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仍面临
数据获取、知识产权、利益冲突等多种
挑战。但长远来看，应保持科学和创新
知识的开放获取，人类将会受益无穷。

（综合本报记者朱竞若、王昊男及新
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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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
5项重大创新成果重磅发布、25场平行论坛政要学者云集、囊括500余家中外企业

的展览场馆预约满满……2021中关村论坛主会期近日在北京落幕。论坛举行期间，聚

焦“智慧·健康·碳中和”主题，活动精彩不断，线上线下合作交流深入、人气十足。

作为一场科技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国际盛会，中关村论坛已成为国家级开放创新与

科技成果发布、展示、交易的重要平台，成为中国开放发展的“金字招牌”。

近日，新疆
阿 图 什 市 各 族
群众通过音乐、
舞蹈、诗歌朗诵
等 各 种 丰 富 多
彩 的 形 式 表 达
共建美好家园、
共 享 美 好 生 活
的愿望。

图 为 阿 图
什 市 一 所 小 学
的 班 级 正 在 举
行 民 族 团 结 主
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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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观众观看展出的小观众观看展出的““火星探测器火星探测器”。”。
郭俊锋郭俊锋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 共享无人车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 机器手
郭俊锋郭俊锋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深圳电力装备突破核“芯”技术
本报电（立风） 日前，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科技园北

区出现了24台特殊的充电桩，为往来于此的电动车充电蓄
能。由于采用了南方电网公司自主研发的“南网伏羲”芯片
及嵌入式操作系统，相较于其它充电桩，这些充电桩的电路
板主控芯片面积减少一半以上、整机功耗降低至少10%。

据了解，“南网伏羲”是中国首个基于国产指令架
构、国产内核的电力专用主控芯片。在深圳，已有充电
桩、电能表、集中器等8类共340台电力装备使用“南网
伏羲”，实现全国产化自主可控。这些电力装备均为深圳
供电局牵头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具有主动免疫能
力的电力终端内嵌入式组件和控制单元研发与示范”南
山区示范工程。工程于今年3月投运，涉及电力监控、能
源计量和智慧能源 3 个新型电力系统场景，分布于变电
站、智慧园区、配网片区、居民小区等30个地点。

中国团队最新研究揭示

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
本报电（记者刘少华） 清华大学天文系通过毫米波

阵列观测发现，宇宙早期星系际介质中的重元素，可能
起源于上亿个太阳光度的大星系的反馈作用，这一发现
挑战了国际上现有的星系形成理论。

在宇宙中，绝大部分物质不在星系里，而在星系之
间，被称为星系际介质。在观测宇宙学中，一个关键的
问题，就是理解早期宇宙中的重元素 （例如碳、氮、氧
元素） 从何而来以及它们是如何到达星系际介质中的。

清华大学蔡峥教授所领导的一个研究项目，利用国
际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位于智利北部的 ALMA 阵列，
对“宇宙早期重元素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该团
队发现一个候选星系，星系与氧吸收体的距离约 6 万光
年。将这个星系与国际上流行的宇宙学数值模拟理论进
行对比发现，要比理论预言的重1—2个数量级，且该星
系与其金属吸收体的相关距离也超出理论预测的 1 个量
级。这一观测清晰地表明，大质量星系对宇宙早期重元
素起源的贡献比先前的想象重要得多。

相关研究成果于 9 月 27 日在线发表于 《自然—天
文》。该文研究结果为宇宙早期重元素起源之谜提供了新
的见解，为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观测挑战。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喆、温
竞华）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博览会（中国航展）展出了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
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卫星
计划今年发射，作为我国首颗太
阳探测卫星，卫星的发射成功将
标志中国进入“探日时代”。

太阳是宇宙中唯一可以进行
高空间分辨观测的恒星，通过对太
阳的探测，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天体
磁场的起源和演化、高能粒子的加
速和传播等重要物理过程，对天体
物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太阳的变化深刻地影
响着地球上生命的生存。强耀斑
和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活动事件
更是时刻影响着地球的空间环
境。因此，对太阳活动的观测和
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更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地
面太阳监测网，并在太阳光谱、
太阳磁场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空间探测仍属空白。开展
空间太阳探测将有效服务于我国
基础科学研究，带动相关高科技
产业发展，甚至引领国际太阳物
理研究的进步。

专家介绍，由于地球大气对紫外和 X 射线等电磁波
是不透明的，因此，历史上的空间太阳观测在资源有限、
技术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其观测对象重点是太阳的高层大
气（日冕及过渡区），而可见光等波段观测主要基于地面望
远镜。但地面上的可见光波段观测会受到阴雨天气影响，
无法做到连续观测，而且受到地球大气吸收、扰动等因素
的影响，观测分辨率很低。因此，开展光学波段的空间观测
是国际太阳物理研究领域必然的发展趋势。

据悉，我国即将发射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的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 Hα成像光谱仪，将首次实现空
间太阳 Hα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通过对这条谱线的数
据分析，可获得太阳爆发时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
变化，研究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及物理机制，显著提
升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卫星采用
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平台设计。通过采用平台
舱、载荷舱可分离式设计理念，将实现载荷舱的超高精
度指向控制，较现有水平提升1到2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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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首秀是由4名成员组成的机组按预定
科目和计划，从珠海机场跑道起飞，在本场进
行飞行投水功能演示，9吨水随着飞机下部投
汲水舱门的打开倾泻而下，精准覆盖投水目标
区域，投水后飞机状态良好，响应特性正常，投
水任务系统及飞机其他各系统工作稳定。

据了解，3月4日，AG600飞机在湖北荆
门漳河机场开始灭火任务系统首次科研试
飞，截至9月15日，灭火任务系统已完成地
面系统原理验证、地面注水投水、水面汲水
投水、次高原投水试飞四个阶段具体试验，
完成了灭火系统验证试飞，有效验证了灭火
任务系统工作状态、汲水投水功能特性，以

及次高原环境下飞机投水特性，系统功能特
性符合设计要求，标志着今年AG600灭火系
统功能验证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加快
AG600项目工程化应用、适航验证及其领先
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灭火任务系统是AG600飞机执行任务的
关键系统，也是AG600项目必须攻克的技术
难题。此次航展投水功能演示，展示了我国
自主研制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灭火任务系统功能，为后续灭火任务系统及
飞机使用模式和飞行程序制定提供飞行数据
参考和实践依据。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 喆 王浩明）

“鲲龙”AG600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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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中国航展）期间，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
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成功完成在
本次航展的飞行投水功能演示首秀（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