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极地”号完成渤海冰区试航

“中山大学极地”号在渤海冰区试航。 中山大学供图

我国高端磁兼容脑 PET功能成像仪器
实现零突破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2月 4日，记者从中科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
获悉，该院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台高清晰磁共振兼
容人脑 PET 功能成像仪器 （命名为 SIAT
bPET），实现了我国在高端磁兼容脑 PET成像仪
器研发方面零的突破。

PET成像全称为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
显像，是将某种物质（一般是生物生命代谢中必
需的物质，如葡萄糖、氨基酸、胆碱、核苷酸等）标
记上短寿命的放射性核素，注入人体后，通过
PET成像测量该物质在代谢中的聚集，反映生物
体生命代谢与功能活动情况，从而达到疾病诊断
的目的。

PET 是一种反映分子代谢的显像，当疾病
早期处于细胞和分子水平变化阶段，病变区的
形态结构尚未呈现异常，结构影像检查还不能
明确诊断时，PET 检查就可发现病灶所在，并
获得三维影像，实现定性、定量、定级、定位和
早期诊断。
“通常，由于探测器的深度不确定效应，PET

成像仪器空间分辨率会随着偏离成像视野中心

而变差，严重影响成像精度。”深圳先进院医工所
劳特伯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永峰表
示，他们团队研发了高三维分辨率双端读出探测
器，使得该大口径成像系统达到 14%的中心效率
和整个成像视野好于 1.4 毫米的空间分辨率，两
项性能指标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杨永峰介绍说，与国外商业磁兼容脑 PET
成像仪器相比，SIAT bPET的效率提高了近 1倍
（从 7.2%到 14%）、平均体分辨率提高了 30倍以
上（从约 64立方毫米到 2立方毫米）。

同时，SIAT bPET采用了创新的电子学和磁
兼容设计，使得磁共振成像对 PET成像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PET成像对磁共振成像图像
信噪比的影响小于 5%，满足同时开展 PET/MRI
（核磁共振成像）的尖端科研需求。

据了解，PET和 MRI都是脑科学研究和脑
疾病诊断的重要工具，PET的高灵敏度、高定量
精度功能代谢成像和 MRI的高空间分辨率、高
软组织对比度解剖结构成像高度互补，因此 PET
和 MRI可以相互辅助，进一步提升各自的脑神
经成像能力。

深圳先进院研制的 SIAT bPET探测器系统（左）和脑成像仪器。 深圳先进院供图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2月 3日上午 10时
整，广州文冲码头，我国高校首艘破冰船“中山
大学极地”号完成渤海冰区试航任务，顺利抵达
广州母港。

本航次是“中山大学极地”号经过科考船改
造之后在海冰地区的“首秀”，成功验证了该船
低温航行、破冰、船载科考设备、冰区科考保障
等能力，成为我国高校首艘，继“雪龙”号、“雪龙
2”号之后国内第三艘具备极地科考能力的破冰
船。该船排水量 5852吨，长 78.95 米、宽 17.22
米、吃水深度 8.16米，破冰能力排在世界前列。

1月 17日，“中山大学极地”号从南海之滨
的广州出发，穿越南海、东海、黄海和渤海四大
海区，单程 1500海里，检验了该船长距离航行
和运行性能，途中经历狂风巨浪，1月 24日在
成山头海域遭遇 4.5米巨浪，于 1月 25日凌晨

抵达渤海辽东湾冰区。本航次恰逢今冬最强的
北极寒潮，我国大部地区显著降温，渤海海冰面
积大幅增加创近年新高，空气温度也达到了将
近零下 20摄氏度。极度严寒和严重冰情为“中
山大学极地”号提供了类极地试验环境。

1月 25日，渤海辽东湾海冰面积超 1万平
方公里，外缘线达 56海里，最大冰厚超过 35公
分，许多船只被冻在突如其来的海冰里动弹不
得，而这对于最大破冰能力可达 2.2米的“中山
大学极地”号来说正是试验的好时机。
“‘中山大学极地’号入列我国极地科考船

后，除了为我国极地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多进
入极地的工作机会外，其主要定位是面向高
校的极地公共科教平台。”本航次首席科学家
程晓表示，未来，“中山大学极地”号将以专题
科考和海上课堂的形式开展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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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 AI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
■王海峰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大
步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
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
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近日地方“两会”的建议提案，有不少聚焦
科技创新、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并提出把科技创
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
量”，以人工智能等“强科技”为引擎，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提升企业创新活力，与当地优势产业结
合，激发“人工智能 +”带来的引擎作用。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正在为科研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增长
和人民生产生活的改善注入新动能，驱动新发展。

人工智能正在发挥“头雁”效应，
加速产业升级和科研创新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量，其关键核心技术深度学习具有很强
的通用性，呈现出标准化、自动化、模块化的工业
大生产特征，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工业大生产阶段。

在制造业、农业、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各
领域，人工智能正在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
态、新区域的发展。如在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
已应用到质量检测、安全巡检、设备监控、工艺
参数优化、设备故障分析等各个环节，助力降本
增效；在农业领域，无人驾驶拖拉机等智能农机
已可独立耕作，智能农业系统可以实时判断蔬
菜的生长状态、病虫病害，帮助农民精准科学施
药施肥、及时采收，助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综合收
益，同时有效缓解农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城市
交通领域，智能化路网监控智慧系统可以对整
个区域交通流量进行感知、预测和控制优化，显
著缩短市民通行时间，极大提升城市交通效率。

人工智能也在成为重要的科研辅助力量，
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新型科学计算工
具，提升系统建模分析能力，加速科研领域重大
问题的解决效率，推动了科研创新。如在生命科
学领域，人工智能可从已掌握的蛋白质结构数
据中，成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显著缩短研
究周期，在疫苗设计、新药研发、精准医疗等方
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航天领域，人工智
能可以从该领域的数据和知识中融合学习，对
航天数据进行智能采集、分析和理解，有助于深

空智能感知规划和控制等技术的突破。
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结合我国产业

体系的优势，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环，反哺底层
技术突破，加快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

人工智能进入“深度学习 +”阶段，
夯实 AI新型基础设施意义重大

现阶段，人工智能的融合创新越来越丰富，
在融合中趋向统一，在融合中孕育新方向和新
模式；大模型进一步增强了人工智能的通用性，
成为 AI开发和应用的新基座，跨模态、统一大
模型向着通用人工智能迈进；深度学习平台的
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特征越来越显著，不断
降低人工智能的应用门槛，规模化的 AI大生产
已然形成。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进
入“深度学习 +”阶段。

在技术层面，“深度学习 +知识”让机器同
时从海量数据和大规模知识中融合学习，效果
更好，效率更高，百度研制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
模型文心，具备跨模态、跨语言的深度语义理解
与生成能力，赋能制造、能源、金融、通信、媒体
等各行各业；在生态层面，深度学习平台连接上

下游生态伙伴，应用需求和反馈传递到深度学
习技术及应用的每个环节，各环节持续迭代优
化，加速 AI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在产业层面，
各行各业应用深度学习技术降本增效，创新产
品和业务，加快产业智能化进程。

以深度学习平台和大模型为代表的 AI新
型基础设施，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意义重大。科研人员、开发者不必从“0”到“1”
搭建“地基”，基于平台既可选择定制开发，也可
直接选用模型，只需关注自身研究领域、行业的
特点和场景需要即可。

因此，深度学习平台和大模型，是做强做优
数字经济、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抢占的关键
点和制高点，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建
设成果。百度飞桨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产
业级深度学习开源开放平台，建立了产业级深
度学习开发、训练和部署的全流程技术体系，集
深度学习框架、产业级模型库、丰富的开发套件
和工具组件于一体，核心技术国际领先，市场份
额位居全球前三，目前已凝聚 535万开发者，服
务 20万家企事业单位，创建了 67万个模型。基
于飞桨打造的文心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形
成了基础、任务和行业三级大模型体系，发布的

大模型总量达到 36个，其方法论、工具平台及
模型，也在大量产业实践中得到验证。百度重视
人工智能产业上下游伙伴的共同繁荣，构建深
度学习良性生态，并联合社会各界培养超过
300万名 AI人才。在技术、生态、产业的融合发
展背景下，百度不断夯实 AI新型基础设施，进
一步降低门槛，为社会充分挖掘“智能红利”。

以飞桨为代表的 AI新型基础设施不断成
熟、完善，意味着我国开发者与企业不必依赖国
外平台进行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可将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智慧聚焦于自主平台，避免技术代
差、技术封锁等风险，同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培
育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业生态，掌握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的安全性与主动权，避免受制于人。

在新发展格局下，要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
能力、打造科技强国、赋能实体经济，离不开原
创性基础创新和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同时重视
应用牵引，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
科学问题，突破瓶颈。从技术角度，要提升人工
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持续夯
实 AI基础设施；从产业角度，要促进数字技术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赋能产业数字化转
型和智能化升级。

百度将持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打通产业化路
径，促进“数实融合”，为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
社会经济高质量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百度首席技术官）

第 7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访问中科院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2月 2日，第 77届联

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一行访问中国科学院，参
访了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以下简
称研究中心）。中科院院长侯建国等接待了克
勒希一行。

代表团参观了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平台，深
入了解该平台大数据协同分析系统、可持续发
展科学卫星系统、大数据可视化和应用系统、
数据共享系统在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及
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中发挥的作用，并就数字技
术前沿发展、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
的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气候行动、陆
地生物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中面临的热点
问题，面向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
撑服务能力及双方合作潜力开展座谈交流。

侯建国对克勒希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
迎。他表示，中科院长期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全
球气候变化、防灾减灾、水资源安全等重大议

题，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积极
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等多家机构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广
泛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未来，中科院期待
与联合国相关机构进一步加强在可持续发展、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广泛合作，共同
为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克勒希代表联合国大会对中科院以及研
究中心的接待表示感谢，认为研究中心在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监测和评估方面取得的重要成
果令人印象深刻、深受鼓舞，并表示祝贺。他指
出，联合国 2030年议程为人类和地球描绘出了
美好蓝图，研究中心基于大数据和科技创新提
供的解决方案，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有效
路径。中科院为联合国 2030年议程实现开展的
科学研究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树立了
榜样。他指出，人类的未来一定是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未来需要数字技术
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机结合。他期待研究
中心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期评估，以科学数
据服务决策制定、支持决策实施。

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郭华东表示，将
进一步秉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技术促进机
制，大力推进“共享、共用、共惠”和“科学与行
动”的理念，加强全球尺度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期评估的研究，加强各目标间相互关系的综合
研究，为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作出科技贡献。

2020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 75届联合国
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成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
究中心。2021年 9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习近平
主席致信祝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视频致辞
祝贺。中心成立一年多来，已在地球大数据驱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大数据平台建设、科学卫
星研发与应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刚成立一年多，
这家中心为何受联合国青睐？
■本报记者倪思洁高雅丽

2月 2日，第 7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参
访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CBAS，以下
简称研究中心）。克勒希认为，研究中心“在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监测和评估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
令人印象深刻、深受鼓舞”,“研究中心基于大数
据和科技创新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的有效路径”。

从 2021年 9月成立至今，这个刚刚运行一
年多的中心，为何如此受联合国青睐？

研究中心是干什么的？
服务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2020年 9月 22日，我国在第 75届联合国大
会上宣布，将设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
心，为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
新助力。

次年 9 月 6 日，依托中国科学院建设与运
行的研究中心应运而生，成为全球首个大数据
服务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专业科
技机构。

2022年 9 月，研究中心的“CBAS 全球可持
续发展数据产品（2022）”聚焦联合国 2030 年议
程中零饥饿、气候行动等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提供农业监测及生态恢复多方面重要
信息。
“研究中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

慧，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作出了重要贡
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国际科学理事
会可持续性科学使命全球委员会联合主席伊琳
娜·博科娃曾如此评价研究中心的工作。

研究中心产出了什么？
科学卫星、数据平台、系列报告……

2021年 11月，研究中心依托中科院 A类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成功
发射了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 2030年议程的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1号（SDGSAT-1）。该星设
计和搭载的微光成像仪是国际首个“彩色 +全
色”高分辨率夜间微光探测载荷，在更少的功耗
和重量资源消耗前提下，热红外成像仪空间分辨
率比国际同类卫星提升 3.3倍。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告诉
《中国科学报》，2021年 12月，研究中心向全球发
布了首批卫星影像，为联合国成员国落实 2030
年议程提供科学数据服务。2022年 7月，卫星圆
满完成半年期在轨测试任务，正式交付使用，两
个月后，卫星数据面向全球开放。

在研制、发射、运行卫星的同时，研究中心还
研制并发布了“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平台系统”，该
系统被列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在
线平台，是全球首批入列该在线平台的 24家合
作方之一。

郭华东介绍，目前“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平
台系统”共享数据产品约 16PB，已有超过 174
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访问，为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粮食及农业组织等多家联合国机构和组织
提供了可持续发展大数据综合服务。

2022年 4月，在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大数
据论坛上，研究中心面向金砖国家发布了 4 个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数据产品“大礼包”———
SDGSAT-1 金砖国家数据、2000—2020 年全球
30 米不透水面空间分布、2000—2020 年金砖国
家 30 万以上人口城市主建成区空间分布和
2020 年全球 30 米森林覆盖空间分布，为金砖
国家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科学研究提供支撑。

至今，研究中心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
7 个目标，连续 4 年进行动态监测，监测结果以
《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形式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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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
汉斌）记者从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获悉，
近日，该局“海洋地
质二号”船团队创新
性地为中国地质调
查局首套 200 米海底
保压钻机拓展了地
温测量功能，并成功
应用于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勘查，开创了
大孔深海底钻机与
温度测量仪“钻热”
联合作业的模式。

据了解，该团队
根据海底钻机的作业
特点，专门设计了一
款可搭载 FY-2 型温
度测量仪的工具，成
功开发了钻探取芯和
地层原位温度测量两
种模式在作业过程中
的切换功能。该作业
模式可连续稳定工作
65小时以上，能进行
200 米全孔深任意层

位的原位高精度温度测量。
在南海天然气水合物区，团队利用

该项创新技术对天然气水合物上覆地
层和天然气水合物储层进行钻探取芯
与原位温度测量，从 19 米至 203.5 米的
不同设计层位获取了共计 720 个地温数
据，创造了国内地层深度地温测量的新
纪录。获取的高精度数据和样品为天然
气水合物稳定带和储层评价等研究提
供了有力支撑，对揭示天然气水合物成
藏的控制机制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钻进取芯与温度测量功能高
度集成于海底钻机上又不互相干扰，为
FY-2型温度测量仪提供了一种全新作业
模式，充分表明 200米海底保压钻机的功
能具有很大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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