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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三维建模技术复原孟图神庙

日前，中埃联合考古队结束了在卢克索孟图神庙区本季
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预期成果。

孟图神庙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
自2018年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启动以来，中国
技术、中国设备为联合考古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保证了考
古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此次，中方团队对孟图神庙所在区
域进行了地形图测绘、三维建模、遗迹绘图、遗物绘图、铭
文拼接等工作，成效显著。

“根据埃及相关法律法规，我们使用全站仪完成了遗址地
形图的测绘，让遗址区内每一座建筑、每一处遗迹都能准确
落在地形图上，为下一步研究建筑群的相互关系、空间布局
和营建顺序提供了数据支撑。”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
项目中方执行领队贾笑冰对本报记者介绍，在精确测绘的基
础上，团队还使用近景摄影测量系统对遗址区内的建筑遗存
进行了全方位拍摄，完成了对孟图神庙的三维建模，使这一
古老建筑在虚拟空间中得以复原。

遗址区内还出土了大量带有铭文和浮雕画面的石块，如
使用传统拼接复原方法，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耗时很
长。通过近景摄影测量系统对这些石块进行三维建模后，可
以在计算机上模拟拼接复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利用神
庙建筑的三维模型和石块的三维模型，可以模拟将石块复原
到原来的建筑位置上，为神庙建筑的复原、复建研究提供了
便利。”贾笑冰说。

埃及古迹众多，众多考古研究机构在此开展工作。随着
三维建模、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埃及考古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

意大利——
人工智能技术破译文物密码

不久前，“维苏威挑战赛”主办方宣布，一个学生研究团
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译了一幅近2000年前烧焦卷轴上的
文字内容，发现了一部此前不为人知的哲学作品。

公元79年，古罗马城镇赫库兰尼姆的一批卷轴在维苏威
火山爆发中被掩埋，18世纪这批卷轴重见天日，但由于高度
碳化，大部分已无法阅读。2015年，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希
尔斯的科研团队利用三维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在不展开卷
轴的情况下读取了其中内容。不过，由于用以书写卷轴的碳
基墨水与卷轴纸张的密度相同，无法在成像中进行区分。

2023年，希尔斯等学者与一些企业共同发起“维苏威挑
战赛”，发动更多人参与破解卷轴字符，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奖
金。全球多个人工智能和计算机领域的研究者纷纷运用新技
术参与该项活动。“维苏威挑战赛”联合创始人、美国硅谷企
业家弗里德曼表示，挑战赛至今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喜，今年
挑战赛的目标是解读4个卷轴中90%的文本。

人工智能技术正助力发现更多文化宝藏。意大利理工学
院正在与欧洲航天局合作开发“文化景观扫描仪”项目，希
望通过计算机自动识别地层深处的考古遗址。据项目协调
人、意大利理工学院文化遗产技术中心主任阿里安娜·特拉维
利亚介绍，该项目可通过红外线扫描图像、水文信息等，发
现地下文物古迹的呈现规律，大大提高效率和准确性。设备
研制完成后，可用于大型建设项目启动前的保护性勘探，也
可识别非法挖掘古迹的行为，为执法机构提供参考信息。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意大利全境有近5000处古
建、博物馆和考古公园等受保护场所，仅国立博物馆内就收
藏有约500万件文物。

特拉维利亚表示，考古学是最早拥抱新技术的人文学科
之一，1973年开始定期举办的数字考古国际会议一直致力于
促进考古与计算机、数学等领域的交流融合，并且这种融合
越来越重要。“事实上，如今几乎所有大学的考古课程都教授
相关的科学和数字技术，它已成为考古人员培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土耳其——
地质雷达技术勘测文物遗址

在土耳其阿德亚曼省的内姆鲁特山，坐落着神秘的卡拉
库什古墓。近日，当地文旅部门与安卡拉大学地质科学应用
研究中心展开合作，利用地质雷达技术对其进行全面勘测，
以进一步探索和保护这座千年古墓。

据专家考证，卡拉库什古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
科马基尼国王米特里达梯二世为其母亲伊西亚斯修建，后逐
渐发展成为科马基尼王族女性成员公墓。目前地面留存的 4
根石柱，顶部有鹰、公牛、狮子、人像等精美石雕，柱身刻
有铭文，显示出当时精湛的建筑技艺。该古墓具有很高的历
史文化价值，但之前相关考古研究进展比较有限。

安卡拉大学地质科学应用研究中心教授塞勒玛·卡德奥卢
介绍，研究团队在此次勘测工作中采用地质雷达技术，通过
发射并回收无线电波，绘制地下结构的二维和三维图像，从
而探明古墓的具体位置和整体构造。早在20世纪60年代，考
古人员曾借助钻探机等设备圈定古墓大致位置，但始终无法
确定具体坐标。如今借助高精度成像技术，古墓的精确方位
和构造将被揭晓。

此外，探测封土堆内部地质情况，尤其是排查土层裂
隙、评估遗迹结构稳定性等，也是勘测团队的一项重要任
务。2023 年土耳其东南部发生大地震，卡拉库什古墓部分
地面遗存石柱倒塌破碎，文旅部门迫切希望了解地下遗迹
的安全情况，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当地文旅部
门表示，地质雷达的成像原理基于无线电波，可在不挖掘
的情况下勘测目标，且电波对古墓本身的损害较小，可将
勘测作业对遗迹的损害降至最低，这是他们选择该技术的
主要原因。

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文化遗产丰富。数据显示，其境
内有将近 2700 处历史遗址。为更好地发掘和保护这些文化
瑰宝，土耳其文旅部成立“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局”负责统
筹管理工作。近年来，该部门与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中东
技术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合作，将地质雷达、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卫星遥感、光谱分析等科技手段应用于遗迹发
掘与文物修复工作中，助力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领域取得
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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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联合考古项目现场。

本报记者 黄培昭摄
左图：中方考古队员文

臻在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
合考古项目所在地工作。

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供
图 （新华社发）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
快速发展运用，自然科学与
考古学交叉融合不断加深，
科技正成为推动考古学向前
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埃及、
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科研
人员积极探索三维建模、人
工智能、地质雷达等技术在
考古领域的应用，助力考古
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百年来，人文交流在中
法两国交往中发挥着桥梁作
用。日前，中法两国教育部
门在巴黎共同举办首届中法
教育发展论坛，重温教育交
流 佳 话 ， 总 结 教 育 合 作 成
果，开启交流合作新篇章。

法国是最早与我国开展
教育交流的西方大国之一。
从150年前法国人士参与建设
福建船政学堂，到上世纪初
中国青年赴法负笈求学，再
到如今中国一些高校内保存
的法文教材和法式洋房，中
法教育交流合作留下诸多珍
贵的历史印记。

20 世纪初，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前身——震旦大学
医学院成立，以法国医学教
学模式培养人才，培养出王
振义、邝安堃等一批名医大
家。1964 年，中法两国正式
建交后，当时的上海第二医
学院即今天的上海交大医学
院开设首届临床医学法语班。

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
访华期间到访中山大学。中
山大学的前身——国立广东
大学曾参与筹备里昂中法大
学，后者是近代中国在海外
设 立 的 唯 一 一 所 大 学 类 机
构。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
中法两国政府在武汉大学试
点开设中法数学班，培养了
一 批 数 学 顶 尖 人 才 ； 1999
年，同济大学与法国国立路
桥学院签约成立中法工程和
管理学院。

本世纪初以来，中法两
国通过深化合作办学，使教
育交流再上新台阶。据中国
教育部提供的数据，目前，
两国高校举办本科以上层次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69 个，
涉及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 50 余所中国高校和法国
巴黎中央理工大学、巴黎第
一大学等60余所法国高校。

中国积极借鉴法国工程
师教育的先进经验，双方合
作创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
法工程师学院、中山大学中
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上海
交通大学巴黎卓越工程师学院等多所学院。

法国是欧洲较早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并由国家制定教学大纲的国家。法国
目前建有18所孔子学院和1个孔子课堂，法
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易杰说：“中文已
成为法中友谊的载体。”目前，在许多中国高
校开设有法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点。

中方官员在巴黎举办的中法两国教育
发展论坛上表示，中法两国有着悠久的合
作历史和深厚友谊，教育合作是双方人文
交流的重要部分。为积极落实中法两国元
首达成的共识，中法双方将深化教育交流
与合作，促进学生平衡流动，在基础研
究、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合作等方面拓展合
作前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寻求
科学解决方案。

法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西尔薇·勒塔
约说，过去一年来，双方高校合作和高层
次人才交流蓬勃发展，高度的合作热情体
现了共同的愿景。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
和中法文化旅游年，这为两国加强教育合
作提供了契机。法中教育界将携手搭建桥
梁，促进均衡互利的交流合作，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中法人文交
流研究中心主任王玉珏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中法作为东西方两个文明大国，在长
期的教育交流中，每一次的相遇与碰撞都
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张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今世界面临诸
多新挑战，中法教育合作在应对全球性问
题、培养新一代人才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将造福两国人民。

（据新华社电 记者徐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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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
任凯蒂·范德海登一行 6 月 22 日
至 23 日到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
族自治县，考察与中国合作实施
的有关项目。范德海登表示，考
虑到全球高温、洪水、干旱等对儿
童健康和发展的影响，与中国的
合作将是未来几年应对气候挑
战、确保儿童生存发展的关键。

在为期两天的考察活动中，范
德海登一行走进天祝县妇幼保健
院、华藏寺镇卫生院、华藏寺镇栗
家庄村卫生室，观摩新生儿早期基
本保健服务流程、婴幼儿营养喂养
咨询指导、养育风险筛查及咨询指
导、养育照护小组活动等，随村医
入户开展家访服务，并与各级医务
工作者、受益家庭及儿童交流互
动。从县、镇、村三级，感受中国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设施的完
善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新生儿早
期基本保健质量和儿童早期发展
不断提高的成效。

“中国的项目实践不是照搬理
论，而是结合了当地家庭、村
庄、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进行规
范适应，来更好帮助儿童和家庭
的发展，这令人印象深刻。”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私营部门合作伙伴
关系司司长卡拉·哈达德·马尔迪
尼在考察结束后表示，她很开心
看到很多父母关于儿童健康和发
展的意识水平在不断提高。

范德海登说，正是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
作，能够支持医疗系统和家长为
孩子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开端。当
前在如何投资项目基础设施、人

员培训以及能力建设等，中国已
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未来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将继续支持和中国的
合作。

考虑到全球高温、洪水、干
旱等对儿童健康和发展的影响，
范德海登认为与中国的合作将是
未来几年应对气候挑战，确保儿
童生存发展的关键。

据了解，预计中国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合作实施的新生儿安
全项目将惠及中国超 300 万新生
儿，婴幼儿营养喂养咨询指导能
力提升培训项目将惠及中国超
500 万 0 至 2 岁婴幼儿，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基层儿童早期发展
项目将为中国超1700万3岁以下
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
（据新华社电 记者何 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任：

将加强合作提升儿童健康与发展

近 日 ， 2024
“鼓岭缘”中美青
年交流周在福建省
福州市开幕。

图 为 6 月 24
日，北京大学燕京学
堂研一的美国学生
葛逸思在为种植的
友谊树写上寄语。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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