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11
月 9 日，2024 年广州市“国际学
术会议之都”建设项目——第五
届先进材料与智能制造学术会
议（ICAMIM 2024）在广州德舜
大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举行。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刘焕彬、陈广学、李烈军，俄罗斯
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刘兴军，广
州市科协副主席倪玉根、广东省
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胡宏，以
及广西玉林市、广东肇庆高新
区、广东江门鹤山市相关部门领
导、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企
业界代表等 300余人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先进材料与智能制造
领域的发展前景和创新路径。

本届会议在中国金属学会
的指导和广州市科协的支持下，
由广州工程师学会、广东博士创
新发展促进会、新材料先进制造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华南理工
大学国家金属材料近净成形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武汉科技大
学省部共建耐火材料与冶金国
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广州市
番禺信息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番禺信投公司）、
AEIC学术交流中心承办。

会上，三位院士作了主题报
告，分享了各自在先进材料与智
能制造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华
南理工大学原校长、俄罗斯工程
院外籍院士刘焕彬应邀作题为

《用大系统思维推动工业智能技
术的创新与应用》的主旨报告。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俄罗斯工程
院外籍院士陈广学以《基于印刷
制造技术的柔性电子和传感材料
的研究进展》为题作报告。哈尔
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俄罗斯
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刘兴军作题
为《人工智能在新材料研发创新
中的应用》的主旨报告。

在先进材料主题分会场，华

南理工大学教授马春风、佛山大
学教授孙海波、佛山（华南）新材
料研究院研究员李顺分别对材
料科学领域的前沿成果进行了
深入探讨。在智能制造主题分
会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王敏、
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
研究员徐智浩和深圳计算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刘书昊深入剖析
了各自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大
数据与 AI 系统方面的应用成
果。此外有 20多位专家学者做
了精彩的报告。

活动现场举行了博士服务
站授牌仪式、“新材料先进制造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常务理事
单位授牌仪式，还发布了“创变·
价值”第十三届金博奖全球高层
次人才科技创新大赛榜单，包括
潜力价值榜、产业价值榜、服务
价值榜三个榜单，每个榜单各有
10个项目/单位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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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出版发展
助推国际合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杨楚瑜）11月
11—13日，第八届中国科技出版

“走出去”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本届研讨会在中国出版协会、广
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指导下，
由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
委员会、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广东科技出版社
承办，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协办。研讨会主题为“新技
术·新业态·新路径——科技出
版‘走出去’的新探索”。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
林，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
强，广东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王永清，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
传媒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傅伟
中，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吴宝安，中国出版协会科技
出版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
秘书长张敬德，励讯集团中国区
高级副总裁张玉国，广东省出版

集团党委副书记、南方传媒总经
理叶河，广东省出版集团副总经
理、南方传媒总编辑肖延兵，华
南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
车文荃，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蒋艳平等出席了本
次研讨会。

会上，第八届、第九届中国
科技出版“走出去”研讨会承办
单位进行牌匾交接。河南科技
出版社社长乔辉接过广东科技
出版社社长严奉强手中的牌匾，
标志着两届研讨会的接力与传
承，预示科技出版力量生生不
息。

依托前七届研讨会的成功
经验，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研
讨会已逐步发展成为国际科技
出版新趋势的研讨平台和工作
业务的交流、洽谈、合作平台，吸
引了国内外出版业界、学界的高
度关注。励讯集团中国区高级
副总裁张玉国、华南理工大学二
级教授车文荃、香港联合出版集

团董事长傅伟中分别上台作专
题报告，内容涵盖行业的前沿动
态，共同探讨中国科技出版国际
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深入
交流科技出版助推文明互鉴与
和平发展的创新路径。

在行业理论与实践分享环
节中，人民交通出版社总编辑陈
志敏、山东友谊出版社社长何慧
颖、施普林格·自然大中华区总
裁安诺杰、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副总编辑黄敏娴、化学工业出版
社国际合作部主任吴刚、北京开
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蒋
艳平、广东科技出版社总编辑王
蕾分别进行主题分享，就各自在
科技出版“走出去”领域的实战
经验，围绕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推
动科技出版传承与创新，如何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出版业迈
向新台阶，如何带动出版服务转
型升级、加强国际合作等话题，
为现场出版同仁提供了宝贵的
思考与启示。

探索生物医药新前沿
共谋创新发展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11月
12日，由深圳市科技交流服务中
心主办，深圳紫荆湾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科
创跨境”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交流
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旨在
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促进深圳
与海外生物医药科技创新领域
的深度合作与技术转移，众多生
物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
及投资机构代表出席活动。

疫苗学和新型抗体技术知
名学者、麻省大学医学院终身名
誉教授卢山带来《疫苗未来的发
展与展望》主题分享，从疫苗技
术的创新、研发策略、挑战应对
以及公共卫生意义等视角出发，
探讨了新型疫苗技术的发展态
势。他认为，全球需要在公共卫
生领域加强合作，持续关注各类
病毒的变异情况，并据此调整疫
苗策略。在疫苗未来发展前景

方面，个性化疫苗的研发也备受
瞩目，有望根据个体差异提高疫
苗的接种效果。

AI技术的发展正推动着生
物医学领域的革新。聚焦跨境
医学项目，展示创新成果与应用
前景。芨影科技创始人邱和松、
融智生物创始人周晓光博士、恩
迈生物首席技术官陈超、青澜生
物副总裁陈方分别进行了分享。

在自由交流环节，企业代
表、专家学者、投资机构等各界
人士围绕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创
新、面临挑战与多元合作模式，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此次
活动，不仅让参会嘉宾了解了生
物疫苗及医学领域的最新动态，
也为企业未来的创新与合作提
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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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跨境”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交流活动举办

第五届先进材料与智能制造学术会议召开

国内外专家研讨
全民早期预警新技术新产品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

讯员 徐嫩羽）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
大会（COP29）召开之际，11月
12日，世界气象中心（北京）新
技术和产品国际研讨会在广
东省广州市举行。会议围绕
人工智能（AI）气象领域应用、
世界气象组织（WMO）相关试
点项目实施等展开研讨，并发
布支撑全民早期预警的新技
术和新产品，服务全球和区域
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副局
长毕宝贵线上致辞，WMO二
区协（亚洲）主席阿卜杜拉·阿
尔卡杜里视频致辞。

毕宝贵指出，中国气象局
始终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联合 WMO 相关会员，
发起人工智能临近预报和多
模式集成预报与应用两个试
点项目，希望通过新技术和新
产品促进预报和早期预警能
力提升。

阿卜杜拉·阿尔卡杜里指
出，为应对不断加剧的灾害风
险，需要紧急行动，采取更具
针对性的支持，期待本次研讨
会能够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
警倡议的实施作出贡献。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中国气象局、美国国家大气研
究中心、韩国气象厅和WMO
地球系统预报处的专家作特
邀报告，来自相关国家和地区
的气象水文部门、高校和企业
的专家分享了在数据驱动的
天气预报、人工智能临近预
报、新技术和新产品支撑全民

早期预警等领域，以及在人工
智能临近预报、多模式集成预
报与应用等 WMO 综合处理
和预报系统试点项目的实践
与思考。

会上发布支撑全民早期
预警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
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为全球任
意地区提供高分辨率、公里尺
度的预报产品；建立数据驱动
的人工智能天气模型，在几分
钟内提供15天内的全球预报；
利用统计后处理技术整合多
源预报信息，制作全球数字天
气产品；推动天气预报、灾害
监测、技术支持和知识交流的
国际服务；推进WMO综合处
理和预报系统试点项目，通过
人工智能临近预报试点项目
（AINPP）应用人工智能，通过
多模式集成预报与应用项目
（MMIFA）加强数据可视化；
建设云端全球天气预警平台，
满足不同需求。

研讨会由 WMO 和中国
气象局联合主办，国家气象中
心和广东省气象局承办。来
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气象
水文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企
业代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
加研讨。

同期，中国气象局气象干
部培训学院（世界气象组织北
京区域培训中心）还举办为期
11 天的世界气象中心（北京）
产品应用国际培训班，旨在提
升发展中国家使用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和产品支持早期预
警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