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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视频心率检

测、人机交互系统、人工智

能绘画与摄影……中国科

学院第十九届公众科学日

期间，数字技术赋能科普，

吸引不少人关注。直播、短

视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等技术为科普助力，人们获

取科学知识的方式更加丰

富，趣味性、互动性进一步

提升。

近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白皮书（2023年）》显示，截至 2022年底，中国超

高清视频产业规模超过3万亿元，以超高清视频为代表的视

听产业迈入了更高智能、更强体验、更多元应用的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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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谷业凯） 在5月28
日举办的中关村论坛人工智能大模型发
展分论坛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
心联合相关研究机构编写的《中国人工智
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发布。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科技部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志耘介绍，
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引领新一轮全球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浪潮，大模型相关新研
究、新产品竞相涌现。中国前期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各项部署为大模型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在政产学研各方共同推动
下，建立起涵盖理论方法和软硬件技术
的体系化研发能力，大模型研发呈现蓬
勃发展态势。

报告显示，中国在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视觉和多模态等技术分支上快速发
展，涌现出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预训

练大模型，形成了紧跟世界前沿的大模
型技术群。

报告基于公开信息梳理分析了国内
已发布的 79 个大模型，结果显示，目前
14 个省份有团队在开展大模型研发，北
京、广东两地最多，地域集中度相对较
高；从领域分布来看，自然语言处理仍
是目前大模型研发最为活跃的重点领
域；国内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
创新主体都在积极参与大模型研发。

报告分析，目前中国大模型产业化
应用大致出现两种并行的发展路径，一
是打造跨行业通用化人工智能能力平
台，其应用行业正在从办公、生活向医
疗、工业、教育等加速渗透。同时，一
批针对生物制药、遥感、气象等垂直领
域的专业类大模型，正在发挥其领域纵
深优势不断深化落地，提供针对特定业
务场景的高质量专业化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大模型蓬勃发展

位于济南高新区的浪潮超高清新型显示制造基地，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操作设备。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90后天体物理学博士刘博洋，用自主研发的光学跟踪程序在地面成功拍摄到中国空间站
清晰特写影像，用镜头记录中国空间站的“成长”。图为刘博洋（左）在北京参加一场科普直播
活动。 新华社记者 郝 昭摄

近日，辽宁省锦州市2023年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创意编程活动启动，来
自锦州市 25所学校的 143支参赛队共 237名选手参加了活动。选手们充分发
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亲手搭建机器人、编制调试程序的创新实践中融合自
己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建立线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比赛中锻炼临场应变能
力。图为参赛选手们在赛前调试机器人。 马洪波摄 （人民图片）

给观众带来全新体验

“刚才观影时，我眼泪直流，太有感染
力了。”5 月初，话剧迷小玲参加了国家大剧
院 8K 话剧影像《林则徐》首映活动。曾在剧
院里看过《林则徐》话剧演出的小玲认为，影
像版本的《林则徐》在音效、演员表演等方面
都不逊于话剧舞台。“超高清技术让演员的面
部表情等细节纤毫毕现，沉浸感特别强。”小
玲说。

话剧《林则徐》导演王筱頔说，8K等超高
清影像技术的出现，让观众通过荧幕就能感
受到话剧舞台的光效和空间感，超高清视频
已成为舞台艺术创新发展的重要助力。“话剧
演员能够出演的场次有限，在超高清视频的
支撑下，更多观众能够通过影片感受话剧的
艺术魅力，这有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

真实还原现场，细节一览无余，超高清
视频技术不仅拓展了人们感知现实世界的能

力，让观影、观剧、观赛的体验感与融入感
大大增强，还通过与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融
合，让画面变得更加真实可感。

“将XR（扩展现实）技术与超高清技术相
融合，打造实时在线的虚拟场景与高仿真数
字人，构建沉浸式视听体验虚拟空间，能够
为视听文化创新提供新手段。”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相关负责人介绍，XR 虚实融合超高清
制作技术已在《国家宝藏》等节目中成功应
用，实现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无缝衔接”，
给观众带来全新感受。

可视化系统提升生产效能

图像与视频的高清晰度，不仅是视听
作品、虚拟现实等产业的基础需求，也是
推进相关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随
着超高清视频与 5G 等技术深度融合发展，
一些新场景、新应用和新模式正在各行业
萌发。

在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团队借助 5G 技

术和超高清视频技术获取实时高清影像，开
展会诊讨论，对远在浙江的患者进行眼底激
光治疗。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研究员林铎
儒认为，超高清技术提供高质量的医学图像
显示，有利于远程医疗的发展，实现优质医

疗资源的辐射与下沉，减轻患者远途求医的
负担。

在工业制造领域，超高清视频技术让
研、产、供、销各个环节变得更加清晰直
观，通过工业可视化系统提升生产效能。

以高端电子制造业为例，基于视觉技术的
超高清自动质量检测机器人，已被广泛应
用于高精度电子元器件的生产过程中，帮
助企业解决精密元件的缺陷监测难题，不
仅提升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也为产
品质量保驾护航。

应用超高清视频技术的“智慧之眼”，在
交通领域初露头角。近年来，智能网联汽
车、自动驾驶等领域的突破创新，离不开
超高清视频技术的助力。越来越多的智能
汽车搭载了超高清显示屏，为车主提供更
清晰的 3D 地图导航、全景泊车影像等服
务。超高清摄像头一方面能够及时捕捉与
识 别 远 距 离 物 体 ， 提 升 自 动 驾 驶 的 安 全
性，另一方面也能助力道路交通事件的检
测分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
认为，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已取得丰硕的技
术创新与应用示范成果，正在引发信息技术
领域新一轮集群式创新突破，成为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的关键。

内容供给有待完善

2023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日前
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在超高清视频技术不
断迭代升级的当下，如何让更多人享受到“超
高清乐趣”，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话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华表示，目前大尺
寸电视日渐成为国内电视机市场的主流，终
端技术指标、网络建设等已基本满足4K、8K
等超高清观赏需求，但内容端的超高清视频
供给还有所欠缺。受限于制作成本和交易价
格，2K影视作品依然占据主流，且存在大量
伪4K内容，不少观众难以真正享受超高清带
来的质量与体验的提升。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闻库说，要
继续超前网络布局，支撑超高清视频快速发
展，同时充分利用AI生成技术，推动既有视
频内容由 2D 向 3D 转变。此外，与超高清视
频密切相连的 VR（虚拟现实）眼镜等终端设
备，未来也要向便携、立体、智能、沉浸式
体验方向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从图像采集到编解码，
从 传 输 到 存 储 ， 再 到 调 阅 使 用 与 产 权 保
护，超高清视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打
通各个环节，及时制定超高清视频内容的
标准规范等。

在线答题精彩互动

中国科学院第十九届公众科学日期间，
多平台互动的科普活动让科学知识传播得更
广。例如，B 站开通公众科学日直播专题，
网友可以线上隔空进入科研院所活动现场；
新浪微博举办“科学冲刺 为你而战”科普竞答
活动，以在线答题直播的形式展现跨界科学
互动；抖音推出 VR 全景视频，多侧面呈现
科技成果、科普场所等。

中国科技馆曾与多地科技馆联合举办“同
上一堂科学课”活动，邀请航天员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为全国20余个科技馆带来生
动的航天科普课。

技术创新只是科普手段，让更多人了解
科学、热爱科学才是科普的要义所在。中国
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认为，科普在手段、方
式、机制等方面发生新变化，科技创新、科
学普及和技术应用等呈现出交互推动、融合
发展的新态势。科普需要摒弃路径依赖和惯
性思维，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实现
全面提升创新。

据了解，多地持续推进科普信息化建
设，加快推进科普与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科普
数字化应用示范场景，并以云上展厅、线
上直播等多形式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展
示科技成就，举办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
科技创新活动，充分激发青少年好奇心、

想象力。例如，在 2023 年四川省科技活动
周暨蓉城科学之夜上，参观者直呼“科技给
飞天梦插上了翅膀”。在活动现场，神舟飞
船返回舱 VR 体验系统利用虚拟仿真模拟，
带来“点火起飞”“助推器分离”“飞船返回地
球”等酷炫体验。

“冷”知识也“热”起来

从不断提升科技场馆的展示能力和智能
化水平，到发挥网络科普的作用，各方持续
借助技术手段，加快构建大科普的发展格
局，进一步让科学触达更多人。

如今，短视频平台掀起科普热。比如，
“爱科学的吴姥姥”用铁锅演示中国天眼，用
扫帚模拟宇宙射线；“又皮又萌的奇异博士”将
科研实验做成爆款直播……流量与好评“齐
飞”的科普短视频，打开了科普的另一种方
式，让“冷”知识也“热”起来。

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
品先一直非常看重科普工作，曾多次表示科

学家要走出象牙塔，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
做到无缝连接。2021 年 6 月汪品先正式入驻
视频平台 B 站，为年轻人科普海洋地理知
识，成为网友津津乐道的“网红爷爷”。此
外，还有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加入网络科普
行列，组成了囊括地理、地质、物理、生物
等多个学科的“院士天团”，成为目前网络科普
领域的一大亮点。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讲师王文超认
为，这种方式会进一步加强观众的学习意
识，在视频平台上，内容很具象，很容易分
解步骤让观众跟着学习，并且可以鼓励观众
实践并拍摄视频上传到平台。

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传播渠道为科普
提供助力，人们获取科学知识的方式更加丰
富，趣味性、互动性显著上升。中国科协创
新战略研究院创新评估研究所副所长董阳认
为，网络科普聚焦青少年的群体特征、兴趣
爱好和知识诉求，将网络传播中的时尚形式
和创意元素融入专业化科学知识中，以青少
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知识传播，可以启迪
更多人的科学梦想。

产业规模超过3万亿元

超高清视频，看着真过瘾
本报记者 朱金宜

多形式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就

技术助力，让科学触达更多人
海外网 武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