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10 月
17-18 日，由深圳市科学技术协
会主办，深圳市科普教育基地联
合会承办、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深圳市科技图书馆）协办的
2020 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
动之海洋科普大讲堂活动在深
圳大学城图书馆顺利开展，此次
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开
展，吸引了近百人参与。

海洋科普大讲堂活动分别
邀请了广东海洋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庞建华，深圳大学生命与
海洋科学学院/海洋研究中心助
理教授牛茜如，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物
理学博士李剑平三位专攻海洋
领域的专家开展了三场海洋相

关方面的科普知识讲座。
本次活动为了延续 2020 深

海科技创新论坛学术交流氛围，
同时增强广大市民群众对“海洋
文化”深层次认知和建设，促进
人才培训，促进深海科技创新项
目的成果转化，助力深圳加快建
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课堂上，广东海洋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庞建华主要介绍
了瞬时涡量守恒涡方法研究以
及在探索海洋装备动力特征中
的应用，由浅至深地介绍关于

“瞬时涡量守恒涡方法”，此方法
能够运用在深海立管涡激振动、
海上风力发电效率、海洋鱼类运
动等方面，并能较好地揭示深海
立管、海上风机等海洋装备的响
应特征，是一种探索海洋装备水

动力学特征的重要工具。
庞建华就研究思路特给广

大的师生提出了以下建议：在学
术研究方面需要学习传承、敢于
质疑批判；坚持科学创新、独立
自由创新；坚持瞄准学科前沿、
结合中国国情、突出中国特色、
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源于需求、
服务需求、高于需求、引领发展；
坚持“不唯书”“不唯他”“不唯
上”“不唯洋”“只唯实”。

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
学院/海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牛
茜如在本次讲座简要介绍河口
海岸数值模型的发展与应用实
例，以及在大数据与智能化的时
代背景下，海洋数值模型的发展
前景。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与
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岸河口海域

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赤潮等海
洋生态灾害频发，成为制约沿岸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子 之
一。河口海岸水文环境受径流、
潮汐、大气驱动与区域地形影响
显著，非线性作用强，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过程复杂。故此次牛
茜如围绕“现场观测与数值模拟
相结合的方法”结合数值模型给
各听众全面讲解及剖析河口海
岸的物理过程及其与生化过程
的相互作用。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物理学博
士李剑平以科普方式，与听众分
享人类是如何发展和利用各种
光学成像技术来对小小的海洋
浮游生物进行观测的。经过海

洋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海洋浮
游生物不仅能够带给我们视觉
上的享受，更是通过对全球气候
的调节作用，关系和影响到我们
赖以生存的星球。它们对海洋
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碳循环起
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与近海污
染、富营养化、海洋酸化、全球气
候变化等现象紧密相关。因此，
浮游生物的观测对海洋科学的
研究和海洋环境的监测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李剑平简要概括了发
展海洋观测技术与装备不仅可
以监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军舰
核电海洋安全，还可以推动顶尖
科学研究，拓展人类对海洋的认
知，同时带动相关技术产业提
升，拓展现有技术的产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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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科学院创客之夜”在深举行
院士论坛、科技快闪聚焦创新创业

庞建华教授在作主题报告。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丁宁宁 冯春）10月15日，2020
年全国双创活动周“中国科学院
创客之夜”在深圳市国风艺术馆，
结合全国双创活动周“云上活动
周”平台开展活动。150 余人受
邀参与了线下活动。

本次活动以“率先行动、创新
引领”为主题，重点展示中国科学
院、深圳市科技企业、科研机构与
高校的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展示
相关核心技术助力双创的项目案
例。组织线上线下结合的论坛、
项目路演展示和投资对接等活
动，旨在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促进各类双创资源的合作拓展。

“中科院一直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持续推进‘双创’工作，‘中
国科学院创客之夜’经过几年的
发展，已经成为全国创新创业的
品牌活动，也是中科院每年对外
展示双创成果，与产业界和投资

人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中国科
学院副秘书长、科技促进发展局
局长严庆在致辞中表示。

“过去40年，深圳以企业为主
体、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了一个‘热
带雨林’般的创新生态，培育了一
批高新技术企业。未来 40年，我
们将走一条从产业创新回溯补强
基础研究，双轮驱动的创新之路，
打造一个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
到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
撑的全新链条。通过本次活动，希
望中科院的创新成果像种子一样，
在深圳的创新生态下茁壮成长，推
动深圳源头创新”，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副主任钟海说道。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
大学筹备办主任樊建平表示，深
圳先进院作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
地，以先进技术和科研平台扶持
科技双创人才和团队，是深圳先

进院作为中科院新型科研机构的
责任与担当。

院士专家共探创新创业
新模式

起源于高交会的“中国科学
院创客之夜”活动于 2014年首次
举办。沿袭去年传统，本次活动
展开双创主题演讲环节，邀请了
院士专家共探科技成果创新创业
的新模式。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王立军，以《光电芯片技
术进展》为题，介绍了半导体激光
技术的应用前景，他表示国际社
会已经进入“光子时代”，“光信息
时代”，“光制造时代”，理论发展
是前提、器件发展是基础、芯片发
展是核心、需求发展是牵引，市场
发展是目的，是光电科技的发展
特点，抓住“核心”发展“芯片”，解
决国家“卡脖子”问题，争取并跑
和领跑是今后发展的重点。

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小雄从专业
投资角度展开演讲，他表示，深圳
成长期、成熟期阶段的企业投资
已经高度市场化，与上海、北京形
成三足鼎立的态势，然而对于初
创期企业的投资还比较薄弱。在
政府的支持下，天使母基金致力
于通过引导子基金对初创企业进
行投资，推动深圳天使投资行业
和初创期企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先进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副所长、武汉中科先进技术研究
院院长喻学锋在演讲中表示，科
技成果转化无时无刻不面临“失

败”“死亡”的风险，长期困扰着整
个链条上的探索者。对此，他以

《智造新材 创享未来》为主题，分
享了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谷”
的“先进院模式”。

作为一名扎根深圳的创业
者，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CEO刘培超分享了个人创
业经历，在他看来，深圳拥有完善
的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是高
新技术与智能硬件创业者的天
堂，创业者要聚焦技术、产品以及
运营模式的创新，在迭代升级中，
带领企业不断探索与发展。

“快闪路演”轮番PK
“国之重器”亮相成果展

活动现场，“深度学习处理器
研发及产业化”、“轴耦合自动驾
驶整车在环测试系统”等 30个优
秀双创项目在会议现场展开了紧
锣密鼓的“快闪路演”PK。包括
深圳天使母基金体系投资专家在
内的 50 余名投资人现场进行投
资意向对接与交流，将本次活动
的协同创新氛围推向高潮。

深圳先进院展示了协同型一
体化手术导航机器人系统项目，
旨在解决市场上现有手术导航产
品与成像设备无法有效协同的问
题；带来的高灵敏全集成液滴式
数字PCR检测系统研发项目，在
肿瘤治疗的伴随诊断、病原微生
物的检测等精准医疗领域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

来自沈阳自动化所的水导激
光加工技术，此次也参与了路演
活动，项目负责人赵吉宾表示，该
技术是难加工材料制造领域具有
加工表面无毛刺、无热影响区、材

料适应性广等优点，目前已在相
关领域进行了试用；深圳厚存纳
米药业有限公司展示了 mRNA
疫苗纳米递送解决方案，在肿瘤
疫苗、传染性疾病疫苗等多个领
域的递送均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此外，“中国科学院——科技
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展在会场紧邻
的“深圳国际创客周”主会场同步展
出，汇聚展示了“弘光专项”、“STS科
技服务网络计划”、“中国科学院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项目”等中国科学
院内外 200余个优秀科技双创成
果及国家重点资助项目。

据了解，活动也将登陆“云上
活动周”平台，通过开发“中国科学
院创客之夜”主题官网、小程序在线
平台，通过线上线下活动结合，项目
展示与合作对接相结合，首次打破
了活动的地域限制，将此次活动的
优秀科技双创项目面向全国投资机
构、意向合作机构与社会大众持续
开放展示，进一步增强活动的曝光
度和传播效率，促进优秀科技创新
创业成果落地转化，促进了各类
双创资源的合作拓展。

本次活动是在中国科学院与
深圳市人民政府指导下，由中国
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深圳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深圳理工大学（筹）承办，中科创
客学院、吉林省国科创新孵化投
资有限公司作为执行单位。活动
旨在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源头科技创新助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营造创
新创业的良好发展环境，最大限
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动能。

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深海科技创新交流系列活动
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走进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