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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翔昱：三维人脸重建
解决侧脸识人难

如何在姿态变化较大的情
况下准确识别人脸？如果仅有
侧脸或被部分遮挡的面部，人脸
能否被精准识别？这些问题长
期以来存在于海关识别、刑侦追
踪以及日常手机应用当中。

“如果能根据任意一张人脸
图片生成正面无表情的图片，就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
员朱翔昱介绍道。但实现的难
度非常大，首先需要从二维的照
片中恢复出人脸的三维结构，然
后在三维空间对人脸的姿态和
表情进行校正，才能生成面无表
情的照片。朱翔昱及其团队花
了近 10 年的时间研发出全姿态
三维人脸重建及校正算法，一方
面他们通过合成分析法生成逼
真的三维人脸，另一方面训练神
经网络使其自动学习，提升了人
脸生成速度。通过重建三维人
脸，在三维空间对人脸照片进行
转正，并重新成像，生成出逼真
的人脸。

高泽霞：调控基因，让鱼
“有刺”变“无刺”

鱼好吃，但小刺难挑。“我们
数了一下，平均一条武昌鱼肌肉

中的小刺大概有 120 根。”华中
农业大学水产学院高泽霞教授
介绍道。我国主养鱼类普遍存
在肌间刺多、影响食用和加工的
问题，那能否从根源上解决鱼刺

“卡脖子”的难题呢？高泽霞和
她的研究团队历时10年，在斑马
鱼的 68 个基因突变体中筛选鉴
定，找到了调控肌间刺发育的关
键基因，并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
掉这个关键基因。从减少小刺
数目 30%，到 100%无小刺，他们
终于在 2022 年成功培育出了无
小刺武昌鱼，并与桂院士合作培
育了无小刺银鲫。经过试吃和数
据验证，无小刺武昌鱼与普通鱼
在体型、口感、营养上相差无几。

马英杰：万米载人深潜
背后，“钛”不一样

2020年11月，“奋斗者”号载
人深潜器成功下潜 10909 米海
底，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
录，这也是世界上首次同时将 3
人带到海洋最深处。

载人舱是深潜器的关键部
件之一，是潜航员生命安全的重
要保障。那么，什么样的材料才
能保证载人舱不开裂和不被挤
扁的同时，还能实现3人、多次下
潜呢？国产新型钛合金材料就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经过
12 年的不断优化和上千次的测
试，马英杰研究员所在的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团队自
主研制的新型钛合金终于问世，
成功铸造“奋斗者”号载人球舱。

陈佩佩：探汞纳米传感
器，守护饮用水安全

传统检测水中汞的设备体
积大、检测周期长、成本高，无法
携带到现场进行及时检测和预
警。有没有可能研发出可以在
现场快速检测出汞的设备呢？

“一项国家级项目的成功申请给
予我们利用纳米加工技术研制
汞快速检测传感器的机会。”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陈佩佩
介绍道。为什么是纳米技术？
因为基于纳米光学效应的检测
灵敏度非常高、响应速度快，甚
至能够检测单个分子。

陈佩佩及其团队提出，利用
三维纳米结构引发一种电磁波
的增强，从而大幅提升检测灵敏
度，并通过百余种纳米结构的实
验结果进行了验证，从而建立了
传感芯片定量设计方法。团队
基于多年来的纳米加工技术研
究基础，有效降低了传感芯片批
量制备的成本。

唐业忠：神奇的动物行
为背后是大脑的选择

动物的本能是生存和繁衍，
但实际上动物经常会做出一些

超出本能以外的反常行为，比如
“飞蛾扑火”“大象醉酒”。人也
一样，比如无意义的“白日梦”。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唐业忠对这些行为的
适应意义进行了长期的思考。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一种
理论，即神经系统内部广泛存在
竞争关系。那这种竞争是否可
以解释这些怪异行为呢？唐业
忠介绍道，行为的发生受到神经
系统的直接控制，而神经系统内
部因为结构和功能的同质化，导
致相互之间存在竞争。

比如用作存储信息的神经
元网络，是由神经元通过化学突
触构成的，有刺激时突触得到加
强，而无刺激时突触衰减。如果
长期得不到刺激，神经元网络就
会分解，无法储存信息形成记
忆。神经突触的形成很缓慢，但
我们却可以形成瞬时记忆，这说
明在大脑中有大量预先储备的
冗余网络。而这些冗余网络也
需要持续、适当的刺激来维持，
这些刺激表现为无目的性、随机
性或偶然性。比如作为夜行性
动物的飞蛾，其视觉网络长期处
于“饥饿”状态，一旦有光就会不
要命地扑上去。

姚蒙：高原食肉动物进
食法则

我国西南山地及青藏高原

的东南部地区是全球大型食肉
动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要想
更好地保护这里的大型食肉动
物，首先得了解它们是怎么生存
的，而生存离不开食物。森林中
的“肉”就那么多，如何“分食”才
能共存？大型食肉动物数量少、
行动隐秘，想直接观察它们吃什
么并不容易。

因此，北京大学生态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姚蒙转换思维，带领
她的学生从动物输出的“粪”去
研究入口的“食”，他们历经8年，
在我国西南山地采集 1700 余份
动物粪便，通过粪便 DNA 分子
食性分析方法去判断每一份粪
便对应的动物物种和食物组成，
最后获得了900多份食肉动物的
高精度分子食性数据，这也是世
界上首个多种食肉动物的分子
食性数据集。姚蒙通过构建高
原食肉动物食物网，分析得出不
同食肉动物的食性差异及捕食
偏好有显著的差异，这使得它们
能减少彼此对食物资源的竞争，
更好地在生态系统中共存。

除了科学演讲外，本期活动
还特别策划了圆桌对话，并面向
现场观众开放互动问答，现场氛
围热烈。

本期活动主持人是中山大
学生态学院的助理教授包童，谈
及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他提到只有把基础知识打扎实，
才能更好地创新和应用。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5 月
18 日，由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
（下简称“广州工智院”）主办的
“边缘计算与无人系统”技术论
坛在广州南沙成功举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封锡盛、广
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华
旭初、广州南沙开发区党工委副
书记谢伟、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副所长曾鹏、广州市科
学技术局一级调研员李江、广州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一级调研员
粟新辉等领导及业内嘉宾出席
本次论坛。广州工智院副院长
苑明哲主持本次论坛。

华旭初在致辞中表示，今年
伊始，广东省召开了全省高质量
发展大会，省科协紧紧围绕高质
量发展大会的要求，以企业需求
为导向，以院士专家为依托，提
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希望
广州工智院充分利用南沙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依托中
科院的技术优势，与封锡盛院士
合作建立“广东省院士工作站”，
聚焦工业智能领域，面向粤港澳

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为南沙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
门户、创新发展示范区作出突出
贡献。

谢伟在致辞中表示，南沙位
于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
集中承载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
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国
家战略，肩负着深化面向世界的
粤港澳全面合作重要使命，当前
人工智能与边缘计算交融赋能，
边缘计算已成为智能制造发展
的关键。希望广州工智院充分
发挥封锡盛院士及其科研团队
支撑带动作用，通过省、市两级
院士工作站建设，培育壮大创新
团队，提升科技攻关能力，攻克
核心技术难题，加快推动科研成
果产业化应用，助力南沙打造广
州高质量发展主阵地和新引擎。

广州工智院院长于广平在
致辞中表示，为响应《南沙方案》
的战略要求，广州工智院联合中
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封锡盛
院士建设广州市院士专家工作
站，并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批准建设广东省院士工作站，广
州工智院将充分依托院士工作
站平台，依托中科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的雄厚技术基础，致力于
解决边缘计算及无人系统等核
心技术难题，发挥封锡盛院士科
研团队在南沙科技创新活动中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为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及地方
产业转型升级贡献重要力量。

论坛现场，封锡盛、华旭初、
谢伟、曾鹏等领导共同为“广东
省院士工作站”揭牌。

广州工智院分别与北京研
华兴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联想懂的通信有限公司、中科嘉
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华南农
业大学、广东柯内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等企业、高校围绕边缘计
算控制器研发、边缘计算云平台
构建、多领域无人船研发等方向
签订合作协议。

本次论坛共设六个主旨报
告环节，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无人
系统及边缘计算方向进行报告
分享，并与现场与会嘉宾展开深

度讨论交流。报告主题包括《无
人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智能无人系统发展思考》

《农用无人飞机在水稻智慧生产
中的应用探索》《基于图像控制
的柔性连续体机器人用作液体
抽吸》《面向工业互联网的边缘
计算模型、架构与技术》《智能网
联营运车辆融合感知与主动管
控技术及应用探讨》《用边缘计
算提升无人船的自主水平》等。

未来，广州工智院将以本次
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积极对
接《南沙方案》，充分依托封锡盛

广东省院士工作站，依托中科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雄厚技术
基础，培养锻炼科研人才、攻克
核心技术难题、研发自主创新成
果，进一步强化广州工智院与粤
港澳大湾区知名科研机构、高
校、研究团队建立学术互访、合作
交流机制，与业内企业建立稳定
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合作层次
和水平，为广东省船舶与海洋装
备行业、无人系统产业的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创新发展及地方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与边缘计算交融赋能

智慧的选择
2023年广州科技活动周格致论道·湾区专场走进黄埔

“边缘计算与无人系统”技术论坛在广州南沙举办

项目签约仪式。 主办方供图

世界是个巨大的盲盒，令人振奋的惊喜背后总暗藏着生
活的智慧。5月20日下午，由广州市科技局主办，广州物联网
研究院承办，广州市黄埔区科学技术局、广州市黄埔区教育
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技术协会（广州开发区科学技术协会）、
广州市玉岩中学协办的2023年广州科技活动周暨格致论道·
湾区第22期在广州黄埔举办。本次讲坛以“智慧的选择”为主
题，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观看，现场近千人观看。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雷锦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