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让课程与时俱进，让前沿

方法深入学生心中。他因材施

教，充分激发学生潜能，致力于

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帮助每位学

生快速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

方向。他强调产学研融合，带领

学生们从现实中抓问题，以科研

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他是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颜波。日前，他荣获复旦大

学“钟扬式”好老师称号。

让前沿方法深入人心

自 2008 年起，颜波开始主

讲 本 科 生 专 业 主 干 课 程《编

译》。2022年后，为了更好发挥

自己的专业优势，他将课程调整

为《计算机图形学》，不仅覆盖计

算机科学的基础知识，还紧跟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一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领域。

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对数

学要求较高，为了让课堂更生动

有趣，他采取了一系列教学策

略，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

如布置大型项目作业，虽然项目

难度较高，但如果完成得好，学

生们有机会将研究成果投稿至

CCF A类会议或期刊。”

作为颜波主讲的两门研究

生课程，《数字视频处理》《医学

影像分析》开设至今已有十六年

时间。课上，他会详细介绍图像

增强、去噪、去模糊技术等视频

处理的基本方法。“希望为学生

提供视频处理和图像分析领域

的深度知识，并注重实际应用。”

随着视频化时代的到来，如

何有效管理和存储大量视频数据

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

统方法是逐帧运行，效率较低，如

果运用AIGC进行浓缩编辑，可

大幅减少搜寻时间。”课上，颜波

以长时段视频分析方法为例，向

学生们讲述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将

课堂知识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项目式教学能让

学生了解最新技术，既能提升学

生的算法设计和代码编写技能，

也能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基于社会实际需求推

动教学创新和方法创新。小组

展示和评价，也进一步增进了学

生之间的交流合作，为学生打造

一个展示创新成果的互动平

台。“这对于与现实社会紧密联

系的工科课程来说至关重要”。

从现实社会中抓问题

产学研融合的教学和实践

理念，始终是颜波的育人工作底

色。在他看来，工科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紧密对接国家和社会的

重大需求。工科教育应当与产

业界紧密联系，要从现实中抓问

题，以科研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他对此的要求是：“全员参

与。”在日常教学和指导学生科

研的过程中，他重视学生实践活

动的开展，培养学生发现并解决

问题的意识。

近年来，颜波团队将AI技术

应用到科学研究、智慧终端、智慧

医疗等重要领域，取得了一系列

突破进展。在科学研究领域，团

队提出了国际上首个荧光显微增

强基础模型，“一站式”集成五大

显微增强任务，相关成果发表于

期刊Nature Methods。该技术还

获得了2024年全国颠覆性技术

创新大赛优胜奖。团队和知名企

业展开深入合作，开发面向移动

终端的AI ZOOM功能，可有效

提升图像和视频质量，相关成果

成功应用于该品牌系列旗舰手

机，并在发布会上进行亮点展

示。通过合作，学生们充分了解

到产品技术开发面临的现实问

题，提升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依托学校的多学科优势和附

属医院资源，颜波团队还尝试将

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提升医疗诊断

的准确性和效率。团队和附属医

院展开合作，提出基于深度学习

的消化道癌前病变筛查算法，开

发出成功应用于医院的“内镜智

慧眼”系统。能够在胃镜和肠镜

检查中为医生提供辅助支持，有

效减轻医生的工作负担，并提高

病变检测的准确性。近五年，这

项技术累计让31万余名患者受

益，相关实践项目充分培养了学

生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意识。

颜波还带领学生们助力复

旦校史馆建设，通过数字技术传

承“复旦记忆”。团队克服历史

影像退化类型未知多样、训练数

据缺失等挑战，让珍贵历史影像

资料高清化呈现，在提升影像资

料分辨率的同时增强影像细节。

“我们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论

文的小闭环中。相反，它应该是

一个面向产业界实际需求的大闭

环，要直接面向实际问题。”在他

看来，正是通过与企业、医院的合

作，才能了解到在制造、医疗等领

域面临的实际痛点和挑战。基于

对这些产业界“卡脖子”问题的分

析，可以凝练出科学问题，让学生

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产出

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这种模式有助于解决具体

的行业难题，还能推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我希望每一位学生都

能主动与产业界建立联系，了

解他们的需求，这样才能使我

们的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更具

社会效益。” 实习记者 丁超逸

复旦 52024.12.15 星期日
科研

全球明查研讨会共话AI时代“深伪”
12 月 12 日，在由澎湃新闻

与复旦大学教育部国际传播联

合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首届“全球

明查研讨会”上，近百位海内外

知名媒体从业者、事实核查的优

秀实践者、研究假新闻和深度伪

造技术的专家学者和技术公司

大咖、国际机构及商业平台的负

责人，就共同因应 AI 时代的全

球虚假信息挑战，分享案例、激

荡脑力、凝聚共识，探讨抗击“深

度伪造”与提升媒介素养之道。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主任陈

怡群，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李芸，解放日报社总编辑丁

波，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钱海

红，上海报业集团副社长杨健，

澎湃新闻总裁、总编辑刘永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

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

长张志安等出席本次研讨会。

联合国全球传播部新闻和

媒体司司长伊恩·菲利普斯（Ian

Phillips）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

球传播部主任帕特里夏·雷伊

（Patricia Rey）分别在视频致辞

中提及专业媒体机构在当下携

手各方力量抗击虚假信息的迫

切性和必需性。从联合国的角

度，伊恩·菲利普斯强调说：“毫

不夸张地说，错误信息和虚假信

息情况严峻，全球新闻业正在世

界范围内受到打击。”在他看来，

此次研讨会甚至可以看作“拯救

这个行业”的关键努力之一。

帕特里夏·雷伊则结合红

十字会在全球冲突地区的实际

工作谈及国际人道主义机构面

临的前所未有挑战。“战争期间

的虚假信息并不是一个新现

象，但它在数字时代产生了前

所未有的破坏力。（但）一个虚

假的故事，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和社交媒体在几秒钟内传播数

百万次，引发暴力、恐惧和痛苦

……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交

战规则，及其他法律框架……

破坏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

和（被）接受问题。”她进一步强

调说，由一个组织单独抗击虚

假信息是不可能的，媒体、科技

公司、政府和学术界，以及人道

主义组织必须齐心协力，确保

怀有恶意的行为体不能操纵平

台，传播有害信息。

随后的主旨演讲环节，澳门

大学传播学讲座教授、美国北卡

大学终身教授赵心树以《点读主

导的选择螺旋——假讯息与烂

讯息的社会、心理和数学基础》

为题，讲述群际、国际传播中的

选择因素和哑铃螺旋。复旦大

学特聘教授张力奋以《事实的失

序：事实核查与全球“信息操

守”》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在此后的发布环节，上海

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络

与新媒体专业主任吕楠发布

《“澎湃明查”读者洞察报告》，

称超九成受访者信任“澎湃明

查”，期待提升互动性。报告显

示，读者对新闻真实性有较高

的期待，并且“澎湃明查”的报

道提升了他们对假新闻的敏感

度。“澎湃明查”可以进一步强

化其在事实核查教育和媒介素

养提升方面的角色。

为了真正发挥专业媒体机

构事实核查的价值，与各方共同

推动标准化、技术化和社会化的

事实核查发展进程，澎湃新闻携

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

闻学院等知名高校机构，以及凤

凰网等知名综合门户机构，共同

启动了中国首个由专业机构媒

体牵头的“事实核查共同体”，面

向社会做出积极、坚定打击虚假

信息的承诺。

此外“澎湃明查”还借此机

会向社会中更广范围的读者群

体发出“英雄帖”，诚邀更多有志

于核查事实、捍卫事实真相的普

通受众加入到事实核查队伍中

来，抗击虚假信息的传播。

随后，研讨会以“后真相时

代如何增强媒介素养”“全球事

实核查报道的理论与实践”“AI

技术与虚假信息传播防治”为

主题，邀请来自美国、巴西、尼

日利亚、泰国、中国（包括香港、

澳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

家、学者和媒体从业者展开圆

桌讨论。与会嘉宾一致认为，

虚假信息在当下 AI 时代带来

的挑战日趋复杂化，只有通过

跨国、跨界、跨领域的合作，才

能更有效应对这一威胁。

来源：新闻学院、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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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非常规反应路径

ᬑ ݹ 喏➕ ⤲ ႒ ㈧ ݄ 䴍 䴘 ᪅

ᢴ䄪䷄㏰ദκ䄪䷄㏰ͷݹܦ

⮰䲊㏫ᕓٵ႒ь䒿ⴕ䭡∁喏

Ջٵߕ㚀㏿Ჰ⮰ᅬഋ౦්ᑦᩴ

Ꮐ喏ᐬࣽβ䓼⩔স䶽ᡛٵߔ䅝

喋4'74喌࣋ѹᣎ≷⋞ⰤⅠ⩸䲎⮰

侸∁Ƞᰠ䛹㺭⮰᭛喏䔅̬

⮰ࣹᏀ䌛ᒰͦ䄑⩸䲎ⵀ⾢͙

䪫ႄ⮰ๆ͖ε䃚䬚䷄Ӈ

β⮰⤲㼏喏̺䦴ᄥ⩸䲎Ⅰ

̬ӓ⮰ᰬ䅝႒ࣽ⣜ᰵⱬᒴຩ

⮰ऴ喏ᄲ䔅̬㜖♢⩸ᰬᎫ∇

ႄ⮰ద⋞⩸䲎⮰䃐ⴑݜࡳ

β̬͖⮰倄ᏒȠ

来源：物理学系

创新光子太赫兹通信

䓽 ᬑ 喏ԍ ᖛ  ႒ ̺  ⼷ ႒

䮎䕆ԍ႒̺⼷㈧҅ᐦۇ᪅

ᢴఎ䭋ᓣ∁ٷڜ⺻घᐬ⮰

䕆ԍ䶢㏓ц䃚喋&$0$喌ࣽٵ⤯ڔ

㶔β倄䕋ٵၼ๖䊗ڥ䕆ԍ⮰䃦

᪳ 喏䄑 䃦 ᪳ 㷗 䃰 ͦ 5PQ�4DPSFE

倄ܲ䃦᪳Ƞ䔅䶥ⵀ⾢͙喏ݕ

⩔ܦ⮰䛳ᵣ䶽⢳ջ⼧ќ䃍স

㶑֫∁ࣶڢЂႃԍणะ⤲

ッ∁喏㏿ऴٵၼ䒱ߕ⮰๖䊗ڥ

ԍण⩋ᵴস �f� .*.0 ㈧

㐋᳢Ჰ喏仂⁍⣜β͙ᓯ䶽⢳

ͦ ����� 5)[ 䪫۬䕋⢳倄∎ࢁ⮰

䓪 ����� (CQT ⮰๖䊗ڥᬌ㏫ь

䒿喏䔅̬݇䕌βژ⤯ڔᐬ

៑䕿⮰ٵၼ๖䊗ڥ䕆ԍ͙ࢁ∎

ь䒿䕋⢳⮰ᰬ倄䃜ᒁȠ䄑ᵴ

䔄㘩̺倄䕋ٵ㏐ᣑڑ㑽⣜ᬌ

㑉㲹ऴ喏фࡂ �( ᬌ㏫䕆ԍ㑽㐈

⮰ദ䃪স䕆ԍ㏿Ჰ喏᭪㦃

䭹Ѻ �( ⵀࣽ䬔ἇ喏๓๓ߌ䕋๖

䊗ڥឬᱛੲ⩔ࡂ䔇⼷Ƞ

来源：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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