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傅 萱 72023.5.28 星期日
科研

9场系列学术报告会点亮校庆星空

繁荣学术、追求真理，弘扬

学 术 传 统 与 历 代 学 人 奋 斗 精

神。庆祝建校 118 周年相辉校

庆系列学术报告会第 13-23 场

在相辉堂南堂连日开讲，各学科

名师相继登台，结合自身科研经

历全方位地解读时代，展望未

来，帮助师生拓展新视野、打开

新思路，深受赞誉好评。

6G 会改变什么？

第十三场学术报告会“面向

科技前沿，打造国之重器——

6G 时代的信息通信”5 月 22 日

举行，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

长、教授迟楠从太赫兹和可见光

高速传输的研究热点、新技术的

应用探索以及我国在6G通信领

域的创新发展等方面展开介绍，

并畅想6G时代。

“如果说 5G 及以前是人的

通信，那么 6G 时代将实现物与

物、人与物的通信。”迟楠认为整

个6G网络很可能成为一个原生

智能网络，6G 时代将从信息泛

在、感官泛在走向智能泛在。

在探索 6G 技术的进程中，

围绕低轨卫星星座的空天信息

网 络 已 成 为 大 国 竞 技 的 主 战

场。极高频等新频谱空间通信

技术正成为各国新一代低轨卫

星通信发展的新方向。“复旦团

队在6G的新频谱研究方面有很

大优势，处于国际并跑水平。”

中国家国的传承与变迁

第十四场学术报告会 5 月

22日晚举行，复旦大学老龄研究

院副院长、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教授胡湛，家庭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沈奕

斐，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

教授高隽，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

院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教授胡安宁共同以“家人、家庭、

家国：传承与变迁”为题，进行家

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由战国起梳理至改革开放

后，“大家庭”从来不是中国家庭

的主要类型。中国当代家庭是

“形态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

的耦合而成，“‘家’是中国文化

传统的支柱性观念，基于‘家’而

延展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明。”

必须保卫家庭、必须保卫中国家

庭。

数字世界有“牛顿定律”

第十六场学术报告会 5 月

24 日下午举行。智能机器人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张立华教授以

“物理仿真——打造真实数字世

界的基石”为题，回顾物理仿真

技术的发展、物理引擎的基本计

算过程与当前研究现状以及物

理仿真技术在工业数字孪生、逼

真数字人创建、机器人仿真和前

沿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应用，展望

物理仿真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虚拟现实将成为未来互联

网的新形态，其更大价值在于通

过虚实交互与融合影响人们生

活的真正物理世界。“未来面向

元宇宙的应用，物理仿真引擎是

重要的核心技术之一。”张立华

以芯片散热器设计、医疗影像处

理、气象仿真、地震预测等场景

为例，展示物理仿真技术对工业

设计和前沿科学研究的重要支

撑作用，并介绍 AI for Science 在

大规模复杂物理仿真中的应用。

从岩画到元宇宙

第十七场学术报告会 5 月

24日晚举行，中国语言文学系教

授严锋以“从岩画到元宇宙：人

文与技术视野下的虚拟现实趋

势”为题，从跨媒体和跨学科的

角度来考察虚拟与现实的融合，

介绍随着科技的发展，虚拟与现

实的界线被打破、重构，人类的

虚拟活动正越来越具有实体性

的力量，对生活、学习和工作产

生巨大影响，这也改变着人们观

察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引发文艺

的变革和观念的重塑。

想象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

逐渐具象化。传统的现实世界

是现实宇宙，元宇宙是人类精神

投射的另一个空间，所有的人类

艺术都自带元宇宙属性：信息、

社交、游戏、教育、工作、现实、虚

拟……艺术与生活随着科技的

发展走向新的融合，这是元宇宙

的新阶段，也是一个漫长的探索

过程。

“小分子胶水”能治病

第十九场学术报告会 5 月

25日下午举行，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鲁伯埙报告“未来能治病的

‘小分子胶水’”，以自己团队研

究成果为基础，介绍原创的“小

分子胶水”技术及其在疾病干预

领域的应用前景。

面对异常的生物大分子，一

个解决思路是利用细胞自噬功

能清除突变分子以起到治疗作

用。团队提出自噬绑定化合物

（Autophagy-Tethering Com-

pounds）假想，“在得到筛选出的

小分子化合物后，我们验证了这

些化合物的确是按照所设想的

类似‘胶水’的机制发挥作用”。

这一技术的拓展空间还很大，有

更多功能值得开发，应用前景也

很广阔。“目前我们已经初步研

发出小分子胶水的筛选平台，未

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平台，筛选

出更多种小分子胶水，用于治疗

其它疾病。”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新文明

第十五场学术报告会“中国

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5

月 23 日下午举行。文科资深教

授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拥军、杨德山，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副院长、教授张骥四位专家

从不同角度出发，全方位阐释中

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

义。”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

式现代化不只是世界诸多现代

化路径中具体的一种，更重要的

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开启人类

文明的新形态，具有更高的普遍

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在

地图上事先画好的，而是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闯出来的。”

中国式现代化“在完成现代化任

务的同时，也通过扬弃现代性本

身 展 现 出 一 种 新 的 现 实 可 能

性”，正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为人类

创造一种不同于任何旧的文明

形态的崭新文明，蕴含着引领人

类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

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终极

目标——通用人工智能逐渐接

近现实，面对变革，人类做好准

备了吗？

第二十场学术报告会 5 月

25 日晚举行。计算机科学技术

学院教授邱锡鹏，人工智能创新

与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李昊，钉钉

副总裁林锋在题为“通用人工智

能时代来临？推动科学突破与

驱动社会变革”的报告中给出答

案：更高档的医疗、更优质的教

育、更大的科学进展，这将为每

个人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但

同时，我们还需要做好人工智能

模型的安全准则，确保对人类有

益。

聚焦多源数据汇聚、AI算法

加持、行业能力输出，运用 AI 分

析技术，实现遥感数据的智能解

译分析，提取地表覆盖现状信息

和动态变化信息，研究院利用

AI+遥感技术，已在自然资源监

管、水利河道保护、生态环境监

测、农业估产和应急防灾减灾等

多个行业综合做了能力输出。

DNA 究竟携带着什么

第二十一场学术报告会 5

月 26 日下午举行，中国科学院

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

院院长黄荷凤，复旦大学特聘教

授、生物医学研究院课题组组长

石雨江围绕主题“You are More

than Your DNA”分别从临床科

学问题和前沿基础研究的角度

做报告。

黄荷凤从理论到实验，再到

具体的临床诊断，讲述表观遗传

在糖尿病的早期预防的重要作

用。她对团队研究成果作了临

床思考，“面对现阶段无法完全

治愈的糖尿病，而最好的预防，

应该从生命的源头开始。”于是，

她的门诊多了一个，叫“孕前门

诊”。

石雨江重点讲述表观遗传

学发展史以及与人体发育、成长

和衰老的关系，“老龄化将是本

世纪下叶的一个社会痛点。”他

的团队选择用表观遗传学来做

长寿研究，“我想把我下半生的

研究集中到健康长寿领域，和时

间赛跑，和我的衰老赛跑”。

促进城市生态化转型

第二十三场学术报告会 5

月 28 日下午举行，环境科学与

工程系的两位特聘教授王祥荣

与陈建民讲解“特大型城市的生

态化转型与大气环境治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着眼于低碳绿色发展和

健康中国建设，报告深入阐释特

大型城市的生态化转型与大气

环境治理问题。

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双驱、

生态安全与人类福祉兼顾、空间

与生态要素管控结合、结构优化

与功能提升并重、生态化转型政

策保障创新，是新时期生态工作

的四个要点。

环境健康研究应从“健康中

国”国家战略出发。复旦已启

动“大气环境健康”项目建设。

由此，研究人员能够建立空气质

量/气候变化与健康风险早期预

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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