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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多巴胺色调的卡片就能在现场
交互屏幕上看到技术成果的详细图文；“采
购”一番后，参观者还能用颜色亮丽的购物绳
穿起卡片带回家。这并非是某个文创市集，
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
简称深圳先进院）新建立的“成果超市”。

近日，深圳先进院联合深圳市龙岗区
人民政府、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举办新
年首场科技成果对接活动，30 余家企业代
表走进“成果超市”。据介绍，这是深圳首家
集“科技、产业、人才”于一体的科技成果
“新商超”。“成果超市”试运营仅一周，便已
促成签约金额 580万元。

科技成果“上货架”

“成果超市”里有什么？
走进“成果超市”，记者看到种类多样、设

计新颖的“科学发现”“技术成果”“科研人才”
卡片，涉及医学成像设备与科学仪器、合成生
物与生物制造、集成电路材料与封装、人工智
能（AI）与机器人等多个方向。
“这种创新形式让成果‘触手可及’。”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用超市内的感应装置扫描
卡片上的条形码，技术创新点、应用场景、产
业合作及完成人信息等立刻在大屏幕上呈
现。“成果超市”实现了科技成果“上货架”、
育才成果“上秀台”，从而促进科学研究、技术
成果与社会各界多元交互和深入对接。

深圳先进院自 2006 年建院以来，已累
计承担各类经费超 250亿元，发表论文超 2
万篇；申请专利 1.6 万件，其中 PCT 专利
3000 余件，授权专利 6000 余件；与企业共
建创新联合体团队 260 个，合作金额超 17
亿元。如今，这些丰富的成果都汇聚在这个
“成果超市”里。

活动现场，深圳先进院研究员杨之乐与
企业展开交流与探讨，双方在现有产品系列
上，利用 AI技术形成了一些快速赋能的新产
品形态和想法。
“无论是正向研发的基础研究技术成

果，还是需求导向并已转化的产业化成果，
都可以通过‘成果超市’向各类需求方及合
作伙伴展示，促成全新的成果转化需求。把
老师们的成果放在柜子里，以超市的形式
展示，有效拉近了成果与市场的距离。”杨
之乐说。
“‘成果超市’实质上是在科学技术与市

场需求间搭建的一座便捷、触手可及的成果
转化桥梁，是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加速
器。”深圳先进院院务委员、先进集成技术研
究所副所长吴新宇介绍，“成果超市”将进一
步完善平台功能，优化对接流程，打造更加开

放、高效、包容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通
过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
场，不断向社会各界输送科研成果和人才，努
力打造出成果、出人才、出经验的良好机制。

试运营首周签约金额 580万元

活动签约现场，深圳先进院与诸多企业
达成多项合作，将围绕 AI多模态在特种光纤
光缆及光纤传感、多模态中医诊断大模型研
究开发等方面展开合作。此外，深圳先进院
还与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覆盖技术开
发、场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

据了解，“成果超市”试
运营首周，成果签约金额已
达 580万元。

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是当天与深圳先进院签
署合作备忘录的企业之一。
“我们在‘成果超市’里看到
很多合作机会。”该公司总裁
黄新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传
统（建筑）行业与科研成果的
跨界结合，将在极大程度上
提升企业在智能化检测技
术、建筑智能化与数字化管
理等领域开辟新应用场景和
业务的空间。

“‘成果超市’不仅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展
示成果的窗口，也为企业提供了对接前沿技
术的机会，进一步加速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
到市场的转化进程。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科技
创新成果落地，为企业赋能，推动行业快速发
展。”深圳先进院院企合作与创新发展处处
长毕亚雷表示。

活动现场，深圳先进院发布了可支持实
时高效交互的天机星大模型。该模型集成大
语言模型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和数据库的结
构化信息优势，可在提升企业用户交互体验、
优化信息检索的精准性和实用性、促进企业
知识管理的系统化和智能化等方面为企业提

供关键支撑。

为成果转化搭建全新对接场景

对于如何实现科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
深圳先进院院长刘陈立表示，一是携手龙头
企业，构建垂直融通创新体系，支撑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布局创新链，建立需
求导向技术供给体系，形成高效技术供给；三
是探索科研新范式，赋能行业转型升级，培育
未来产业。
“成果超市”正是为成果转化搭建的全新

对接场景，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在这里有了
更多“面对面”的机会。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
样，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科技成果；通过对接
和沟通，科研人员也能更直观地了解市场需
求，提高科学研究的市场适应性。
“在深圳这个创新之城，我们可以和科研

院所共建专业性技术平台，真正实现‘手拉
手’开发和‘订单式’研发，实现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全线贯通。”深圳八方
地动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裁于淼说。

据了解，后续“成果超市”将着力打通科
技制高点到成果转化融合点的“两点一线”路
径，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融
会贯通的全链条，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最大
动能。

大模型安全治理：国际合作共筑 发展新框架
姻本报记者高雅丽

让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面对面”

这个“超市”企业代表和科研人员都爱逛
■本报记者刁雯蕙

参观者体验“成果超市”。 深圳先进院供图

发现·进展

香港城市大学等

首次实现 3D打印
超高强韧金属间化合物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杨涛团队
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赵怡潞团队以及南方科技大学教
授韩晓东、严明团队，成功开发了新型化学复杂型金属间化
合物，首次实现 3D打印超高强韧金属间化合物的可控制
备，突破了传统金属间化合物脆性大和难加工的技术瓶颈。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 -通讯》。

研究团队基于 L12型有序超晶格结构的特点，通过热
力学相图计算并开发了新型（Ni, Co）3（Si, Al, Ti）-B系多
主元金属间化合物，并基于激光 3D打印技术进行增材制
造与成型。

实验分析结果显示，该新型金属间化合物解决了传统
金属间化合物在打印过程中热开裂的问题，不仅可以制备
高致密、复杂结构的零部件，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尺寸精度。
此外，经过一步简单热处理后，该化合物表现出优异的力学
性能，其抗拉强度、均匀延伸率等性能均远超 3D打印传统
金属间化合物及其他高性能合金。

杨涛指出，该研究成果为解决不同类型金属间化合物
脆性和难加工问题提供了指导，促进了此类材料的大规模
工程化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制备新型高坚固
纤维素光子水凝胶

本报讯（记者孙丹宁）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卿光焱团队设计并制备出一种具有可重构性和机械
变色性的高坚固纤维素光子水凝胶。该制备方法为制造坚
固的光子水凝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其智能光学响应特性
有望扩大仿生光子纤维素材料在医疗、能源和工业领域的
应用。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今日材料》。

仿自然界 Bouligand的结构因层间耦合和应力传递机
制，展现出优异的机械性能。研究团队通过自组装纤维素纳
米晶体，为 Bouligand结构提供了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
方案，利用纳米纤维滑动和氢键重建，实现了网络基质空间
排列的精确控制。这一转变由水分子激活的氢键作用驱动，
形成了坚固的光子水凝胶。该方法得到的 Bouligand结构水
凝胶展现出优异的机械性能，相较于初始水凝胶，韧性值增
加了 5倍，拉伸性超过 950%。此外，这些光子水凝胶展现出
动态变色能力，可在红色和蓝色之间切换，并在可逆拉伸过
程中保持稳定的电灵敏度。光子水凝胶的成像界面持久耐
用，可反复使用，仅需在水中浸泡 5分钟即可恢复活性。

该研究为自组装纤维素纳米晶体的实际应用开辟了新
路线，有望应用在可持续生物塑料、柔性电子基板、智能光
子器件等领域。

相关论文信息：

深圳首家科技成果超市，可贵在“开放”二字
姻赵广立

科技成果“上货架”、育才成果“上秀
台”，企业、用户、投资者可以像逛超市一样
遍览高墙大院里的前沿技术和待转化科研
成果，这正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新建立的深圳首
家“科技成果超市”展现的景象。

该“成果超市”试运营首周，就拿到了 580
万元的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但比签约额更可贵
的是“开放”———这种科研院所推动科技成果
落地转化的主动作为态度，突破“围墙”、打开
“窗口”的开放心态，值得点赞和推广。

科研院所常被视为“知识生产者”，它
们长期处于科技成果转化长链条的“技术
源头”，在市场落地行动中身份被动，这导
致许多科技成果“沉睡”于实验室，潜在价
值在等待中渐渐湮没。事实上，前沿研究与
成果转化并不互斥，高质量科技成果更有

应用于社会实践的价值和必要性。2024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融合点”行动正是出于此意———将抢占科
技制高点创造的高质量科技成果应用到实
践中，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于是，深圳先进院的“成果超市”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成果超市”以成果上货架为
手段，以货架上的成果被交易为目的。而其
大众乐见的超市形态，显然暗含了让更多潜
在“买家”多“光顾”、通过更多的互动和了解
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期望。

开门迎客，把原本束之高阁的科技成果
“拉出来遛遛”，这突破了科研院所一贯“小
院高墙”的形象，无形中赋予了其在成果转
化链条上“生态服务者”甚至“生态构建者”
的身份，让成果落地这件事变得更开放、更
协同。同时，市场上的需求方在“找技术”时

也需要更透明、更直给的成果简介，这种开
放和协同会带来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

突破围墙，解放的不仅是成果，还有思
想，这证明了科研院所不仅可以吸引最优秀
的人才做科研，技术成果也可以被市场挑
拣、走出去转化，这正是产学研的一种深度
融合，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创新。

当然，我们乐见深圳先进院“成果超
市”开张，并不是要其他科研院所也复制这
种模式，而是希望这种开放协同的心态和
气质能够带给社会更多积极的影响。当前，
我国社会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迫切需要科技创新打造新引擎，赋能产业、
提质增效。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很长，
痛点难点不少，打造成果落地生根、茁壮成
长的生态系统，不妨从科研院所“打开门、
走出去”开始。

“当前，人工智能（AI）技术以惊人的速度
发展，如近期 DeepSeek引领了低成本开发使
用大模型的革新，这既为驱动创新提供了更
多可能，也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因此在互
联互通时代，加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近
日于法国巴黎举行的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与安全研究网络”主办的“人工智能技术及
其应用进展”专题边会上，清华大学交叉信息
研究院、AI学院院长姚期智院士提出了大模
型如何安全发展等问题。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研究网络”由

我国产学研各界研究力量共同组成，成员单
位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
此次专题边会于“2025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
会”召开期间举办，旨在共同探讨如何利用国
际合作平台，缩小智能鸿沟，确保所有国家都
能从 AI快速发展中受益，并期望推动建立一
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 AI国际治理体系，

共同迎接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清华大学 AI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主

持会议并表示，为践行 2023年中国发布的《全
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
安全研究网络”凝聚中国 AI发展和安全领域
的优势力量和智力资源，对应“AI安全研究
所”，代表中方与各国的 AI安全研究机构展开
对话与合作。以 2024年中法关于 AI和全球治
理的联合声明为背景，此次会议将着力增进各
方对中国 AI发展与安全治理的了解，并期待
倾听和增进其他国家对这一领域发展建设的
见解，助力全球 AI发展与治理的合作。
会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唐杰提出，

大模型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教会机器像人一样
思考，即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该目标可
能很长远也可能很快实现。

对于 2025年的 AGI发展趋势，唐杰认
为，自主的、具有代理能力的大型语言模型将

成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核心，人类与代理之间
的协作潜力将成为变革性的力量，而最具有突
破性的变化将发生在科学研究领域。在“AGI
安全”问题上，他提出需要在模型、个人和国家
层面制定全面的安全策略。唐杰指出，AGI的
路还很长，需要共同努力，实现安全、可控、无
幻觉的稳步发展。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生命未来研究所
所长马克斯·泰格马克表示，当前大国与大型
科技公司热衷于推动AGI的实现，但忽略了对
其控制机制的研究。为先进 AI技术建造安全
“护栏”是必要的，能避免技术失控引发极端、
生存性风险。为此，有必要推动企业与政府合
作，借鉴现有监管模式经验，在部署强大的 AI
系统之前，通过安全标准审查和控制机制保障
其安全可靠。同时，应该倡导全球合作讨论，确
保 AI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利益和价值观。

在 AI立法方面，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

院院长申卫星介绍，中国已形成多层综合结
构。在定位上，中国 AI立法力求在创新与监
管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法律的明确性，促进行
业发展，并与现有法律保持一致。而在内容
上，中国 AI立法还需廓清 AI的定义，建立同
AI分级风险相协调的自我规制机制、风险管
理机制、透明机制与损害救济机制。

申卫星表示，中国将在《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倡议》指引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公平、
公正的全球 AI治理规则制定，以增强 AI系统
的安全可靠性，促进技术创新和包容性发展。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全球 AI风险倡议执行
主任邓肯·卡斯 -贝格斯指出，应当针对不同
场景和问题采取不同的国际治理机制。前沿AI
失控等极端风险，依赖掌握前沿技术的国家之
间进行协调；而深度伪造、虚假信息等一般性
的AI风险，则更加依赖国内治理。各国政府应
利用外交政策共同设计国际合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近日，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
院）获悉，空天院研制的我国首套直升机航
空大地电磁探测系统，成功应用于高原铁路
建设工程，完成 5000米高寒高海拔、复杂地
形地貌地区的地质勘查任务，为国家重大铁
路建设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提供了重要的数
据支撑。这套系统为我国首套直升机航空大
地电磁探测系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高原铁路建设工程穿越海拔 2500 米到
5000米的高寒高海拔地区，是我国西部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通道。该工程建设区域地形
地貌复杂多变、气象条件极为恶劣、人迹罕
至，地层岩性和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存在滑
坡、泥石流、风沙、地震、雪害及冻土等诸多
工程地质难题，地面勘查无法实施。而获取
准确的地质构造信息是铁路线安全设计、高

效施工乃至建成后可靠运维的首要条件。
空天院电磁辐射与探测技术重点实验

室团队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支持下，
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攻克了高灵敏度磁
场传感器、大动态信号接收、航空吊舱稳定
平台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研制出直升机航
空大地电磁探测系统，有效解决了高寒高海
拔、复杂地形地貌、大深度地质构造探测的
技术难题。
航空大地电磁探测系统主要由高灵敏度

三分量磁场传感器、大动态信号接收与处理
系统、飞行吊舱及稳定控制子系统等组成。其
基于地球天然电磁场激励，通过数据反演处
理获取地下断层、裂隙、地下水和矿产资源等
分布情况，准确圈定具有潜在地质安全隐患
的风险区域。在历时近两个月的勘查任务中，
研究团队在高寒高海拔、环境恶劣的野外勘
查作业条件下，顺利完成 30余架次、累计

5000多公里的航空电磁勘查作业任务，最大
探测深度大于 3000米，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的设计与施工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据项目负责人、空天院副研究员黄玲介
绍，航空电磁探测技术基于地下介质电性差

异实现矿产、水资源和地质构造的探测，具有
快速、高分辨率、大范围等优势，是资源勘探
和工程勘查的核心技术手段，非常适用于在
高原、复杂地形区、森林、沙漠、戈壁、沼泽等
人类难以进入的区域开展地下探测作业。

我国首套航空大地电磁探测系统助力高原铁路建设

航空大地电磁探测系统实施飞行探测作业。 空天院供图

割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供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6天一割可使橡胶产量
提高 50%

本报讯（记者李晨 通讯员赵慧阳）近日，《经济作物和
产品》在线发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在天然橡
胶低频采胶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研究团队通过 6年持续
分析，发现 6天一刀割制比 4天一刀割制的单次割胶产量
提高 51.9%，天然橡胶门尼黏度、塑性初值、最高扭矩等指
标也显著提高。该研究对缓解劳动力短缺、降低割胶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有重要意义。

天然橡胶作为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在航空轮胎制
造和医疗用品生产等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
传统的高频采胶模式不仅对采胶工要求极高，而且在当
前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影响了橡胶种植者
的收入。

该研究通过对比分析 4天一刀和 6天一刀两种割制下
天然橡胶的胶乳总固体含量、干胶含量、平均颗粒大小、生
胶常规指标及非胶成分、硫化胶物理机械性能等各项指标，
发现采用 6天一刀割制单次割胶产量可提高 51.9%。

相较于 4天一刀割制，6天一刀割制生产的天然橡胶
具有更高的分子量、更低的氮含量、更高的灰分和金属离子
含量，相应的硫化程度更高，硫化胶拉伸强度、撕裂强度、定
伸应力和硬度均有所增强。6天一刀割制在有效增加橡胶
产量的同时，提高了天然橡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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