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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祝君

时下，四川达州宣汉县大
成镇回龙村很是热闹，上千亩
玫瑰园里玫瑰花盛开，不仅吸
引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前来打
卡，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采
摘工人，玫瑰园加工厂的生产
加工一片忙碌……

看着这一热闹场景，舟山
市定海赴宣汉援派干部们都很
开心。到宣汉已一年多的援派
干部潘君说：“这片玫瑰园是东
西部协作的硕果，东部资金+西
部种植，三年时间建成的玫瑰
园，已成为当地村民的致富
花。”

浙川东西部协作定海结对
宣汉以来，宣汉县大成镇回龙
村以 700万元浙川东西部协作
资金为引擎，通过流转撂荒地
因地制宜发展玫瑰花种植特色
产业。特别是去年以来，回龙
村以农旅融合发展为方向，如
今玫瑰园种植面积超 2000亩，
累计投入资金 3000余万元，并
建成了玫瑰加工厂、接待中心、
冷藏库、智慧农业、游客观景平
台、游步道等配套设施。

“当地种的玫瑰是丰花 1
号，属食药两用，花期是在每年
的 4月至 8月。今年的鲜花预

计产量 200多吨，产值可达 400
多万元。”回龙村党总支书记杜
芹仕介绍，现在加工厂烘干设
备全开，两天一个流程可烘干 6
吨鲜花，生产出 2吨干花和 3吨
原液。

定海赴宣汉援派干部狄灵
建说，自投产以来，回龙村的玫
瑰园已实现产值 1200万元，吸
纳了大量当地群众就业。园区
投产前，按浙川东西部协作项
目资金的 5%进行保底分红，目
前保底分红已达 77.5 万元；园
区投产后则按“226”模式分红，
即每年园区净利润的 20%给村
集体经济、20%分给困难群众、
60%为公司所有。

大成镇回龙村的玫瑰园是
舟山市与达州宣汉结对援助的
一个缩影。据了解，2018年以
来，舟山市立足宣汉所需，发挥
舟山优势，围绕宣汉特色产业
精准发力，已累计投入超亿元
援助资金扶持发展了 31 个产
业项目，包括巴山大峡谷乡村
振兴、蜀宣花牛种牛场等建设
项目。据统计，目前 31个项目
共流转土地 1.7万亩，直接参与
项目经营管理的农户有 4900
余户，每年吸纳群众就业 4500
余名，让 3000余名贫困人口脱
贫。

“东部资金+西部种植”
开出“致富花”

■吴静

近日，杭州再增2家省级实
验室，分别是白马湖实验室和
天目山实验室。这是继之江、
良渚、西湖、湖畔等省级实验室
之后，杭州上新的第三批省级
实验室。至此，杭州的省级实
验室数量已增至6家，它们各具
特色又攥指成拳，将为杭州提
升创新动能、布局科创高地建
设、推动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强
大科技支撑。

白马湖实验室由浙能集团
牵头，与浙江大学、西湖大学联
合共建，地方政府及国资国企
支持，民资民企参与，核心基地
在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畔，聚
焦绿色能源的能质转化与传
递，围绕太阳能转化与催化、零
碳能源转化与存储、能源低碳
转化与多能耦合等方向开展研
究，着力破解能源领域重大科
学问题、突破“卡脖子”关键技
术，构建多元协同发展的清洁
能源供应体系，推动产业绿色
低碳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目
前，白马湖实验室已在太阳能

转化与催化、零碳能源转化与
存储、能源低碳转化与多能耦
合三大领域布局相关项目。

天目山实验室则聚焦超声
速绿色民机新原理与基础前沿
技术研究和应用，围绕超声速
绿色民机智能设计、绿色民用
航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高性
能航空材料与先进制造、智能
飞行管理与高效机载能量综合
等方向开展研究，为浙江省跻
身全国航空制造强省提供支
撑。

据了解，新成立的省级实
验室均在酝酿首席科学家制
度，意在培养一批既能深入专
业探幽索隐，又能把握国家战
略需求，善于组织大规模科研
攻关的“帅才”。下一步，省级
实验室建设将进一步强化绩效
导向，明确目标任务，开展有组
织的科研攻关。“立足浙江产业
需求、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并以
应用牵引基础研究，既要加快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又要
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与供
给，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
合。”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说。

■罗洪焱、陈科

你能想象吗？说出几个关键
词，如“心形灯塔、汹涌的海边、光
芒、黄色配色”，便可迅速得到一
批风格独特的画作，天马行空的
构图、丰富的色彩和精致的笔触
无不彰显着作者的艺术审美，只
不过它们是出自AI之手。

近日，一款名为Disco Diffu-
sion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设计师之
间流行。使用者可随意说出几个
词，人工智能就可以生成风格迥
异的画作，已有部分设计师将这
些画作用作自己作品的背景或直
接在此基础上完善。

虽然AI作画早就不是什么新
鲜事，然而这次AI的画图方式却
让人吃惊：直接给出想象中画面
的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对应图像，
就像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一样。一
个“用嘴作画”的时代，仿佛已经
悄然到来。

AI艺术已成为艺术的一种新形态

AI 艺术是由计算机自动完
成创作的艺术的统称，从 20 世
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开始，人们

逐渐看到在计算机上进行艺术
创作的潜力，发展到现在，AI 艺
术已成为了艺术的一种新的重
要形态。

实际上，最早一批探索计算
机作画的并不是艺术家，而是计
算机专家和工程师，示波图则是
早期计算机作画的主要形式。到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计算机生成
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新形态被接
受，更多的计算机专家和艺术家
进入到这一领域。发展到 21 世
纪，深度神经网络促进了智能绘
画的快速发展。

AI艺术在 20世纪 60年代开
始商业化，逐渐被机构和个人收
藏，到 20世纪 90年代后期才被美
术馆纳入其展览和支持计划。

在设计领域，生成具有某种
艺术风格的画作一直是近年来图
像处理和图形学领域的研究热
点。在这一热点上，人工智能绘
画似乎占据了不小的优势。

“计算机生成的创意图案能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大众追求的
独特性和唯一性，满足顾客个
性化的追求，实现工业产品的
个性化”，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

（软件学院）数据智能与计算艺
术实验室从事智能绘画创作研
究的李茂副教授认为，AI 作画
的商业“蓝海”之一，可能主要
在装饰应用上，比如 AI 生成的
方式可以使一些工业产品如领
带条纹、床单花纹以及新潮的
服装印花等是独一无二的，市
场潜力巨大。

人工智能绘画是“算”出来的

当人工智能潮流还远未像今
天这样大热时，国内便出现了最
早一批从事AI艺术研究的团队，
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AI艺术小组便是其中之一。

10 年前，在中国著名艺术
家、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程丛林与时任四川大学计算机
学院（软件学院）院长章毅教授
的倡议下，该学院开始关注智能
艺术领域的创作研究工作。后
来，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
学院）院长、数据智能与计算艺
术实验室负责人吕建成教授在
实验室组建了计算艺术研究组，
进行结合计算机技术的艺术创
作探索。

吕建成说，实验室人工智能
在中国画工笔、写意，以及抽象画
的生成等方面都进行了尝试，包
括遵循艺术家利用写生、参考图
片进行创作的方式，利用计算机
技术来理解参考图像的色彩数理
关系，进行创作；让计算机学习一
些传统的形式美法则，如画面视
觉要素的均衡、疏密、节奏、韵律、
黄金比率、三分法等，形成抽象画
的生成模型，将最纯粹的点、线、
色彩、肌理等元素作为抽象画的
表现要素进行创作等。

从原理上来说，AI只是根据
关键词对应的图片信息“算”出
了这样一幅图。“近几年在写诗、
音乐、绘画等人工智能艺术领
域，大多使用的都是‘生成对抗
网络（GAN）’，这是目前最常用
的技术。”四川大学计算艺术研
究组成员解释说，GAN 算法通
过“生成”与“判别”的互相博弈
学习输出结果，好像模拟艺术伪
造者与艺术侦探的互动。“伪造
者”模仿生成新的图像，“侦探”
评判图像是生成的还是真实的，
直到“侦探”再也无法分辨时才
算结束。

可突破局限为人类带来无限惊喜

只需按个按钮，人工智能就可
以生产出画作，或临摹或创新，不
再需要产业工人，这引起了人们的
担忧与思考。人工智能的发展会
不会最终将手工绘画者挤出职
场？人工智能绘画的到来是不是
标志着传统绘画的死亡，还是说绘
画将走上更广阔的无限可能？

“实际上，人类的想象往往具
有局限性，很难不受现实的影
响。利用计算机进行艺术创作，
能够突破传统美学以及社会心理
学对视觉艺术创新形成的阻碍。”
在李茂看来，计算机因为技术与
工具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超越人类的创作与想象能力以及
文化和环境的限制，其结果可能
是生产出从未见过的、无法想象
的图像，给艺术创作带来一些新
的可能性。

“科技的发展往往并不是线
性的，我们也很难预知未来人工
智能绘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只
是我们认为有趣、有意义，用我们
这个时代特有的方式去表达。”李
茂说。

■应红枫、高昕宇

“JP-4 输油泵后轴承溢油
模拟开始！”“收到！”“开始向预
定位置滴洒墨水！”……近日，
浙江自贸区中化兴中公司岙山
石油基地储运服务部联合工程
设备团队使用滴洒墨水的方式
模拟输油泵轴承处重质油品渗
漏场景，对低硫燃料油泵棚的
溢油智能监测系统进行了功能
验证测试，从捕捉黑色介质，到
识别出滴落的“油品”，再到报
警并通知值班人员，溢油智能
监控系统仅仅用了20秒。

“该系统是浙江自贸区首
套溢油智能监控系统，经测试，
能够较为迅速、准确地识别特
定范围内的介质渗漏场景，对
于‘滴漏’等极小泄漏量的场景
有较高的识别率，误报率较
低。”该项目团队技术人员胡杰
介绍说。过去，因设备磨损或
老化而偶发溢油时，主要依靠
人工巡检，或者通过可燃气体
探测器予以探知，存在时效性
差、误差大等缺点。现在通过
安装在码头前沿和泵棚中的高
清摄像头，30秒之内就能发现
溢油情况，并可实现 24小时不
间断自动监测。

据该项目团队有关技术人
员介绍，溢油智能监控系统强
大的功能得益于系统明亮的

“眼睛”和强壮的“心脏”——即
安装在现场的高清摄像头和中
控系统的超算服务器。区别于
传统的监控系统，溢油智能监
控系统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
术，对监控的视频信息进行智
能分析，提高图像数据的实时
监控识别，大幅降低人力巡检
的劳动强度，而且在保证人员
安全的前提下，能够有效降低
运营成本。

中化兴中公司岙山基地溢
油智能监控项目立项以来，团
队先后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
由于监控目标涉及码头、库区，
场景复杂多样，技术团队从实
际出发，提出在操作中预铺设
浅色吸油毡来提高识别率的方
法，保障采集数据安全有效，使
溢油智能监控系统可实现所有
数据和计算在防火墙内完成全
部功能。

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
建设“数字库区”、“智慧库区”
是推动传统库区管理模式变
革、实现库区数字化管理转型
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降
本增效的核心目标的必由之
路，中化兴中公司岙山基地溢
油智能监控系统投入实际使
用，是践行“科学至上”理念、打
造智能化生产库区迈出的坚实
一步。

■班艳民、孙夏丽

近日天气晴好，在西安外环
高速公路南段路面摊铺现场，钢
轮碾压机、胶轮碾压机轰隆作响
交替行进，碾压后的路面平整乌
亮，驾驶室却空无一人……这是
广厦控股集团沥青路面无人化施

工现场，技术人员正在路外通过
操作界面控制现场 9台设备的运
行。项目部经理张高科介绍说：

“这些设备按照设定参数施工，避
免了传统人工操作中的漏压、过
压或者超速现象，而且施工安全，
能实现24小时不停机作业。”

西安外环高速南段项目全长

70.16公里，是交通运输部批准的
全国“交通强国智能化高速公路
建设运营管理”试点项目，广厦路
桥公司负责该项目ZS-1标 40公
里路面工程施工。

自建设以来，该项目经理部
深化标准化管理、精细化施工、信
息化支撑，大规模使用建筑垃圾
再生材料，试点、推广无人化智慧
施工、3D数字化路面摊铺控制技
术、土路肩现浇加固滑模成型施
工技术等新技术，不断强化施工
质量、进度、安全等保障措施。

减人提质促安全

“受疫情影响，工人不好招，
我们项目推行的无人化施工、中
分带回填自动找平技术，既缓解
用工问题，又提高了施工质量。
比如中分带回填自动找平技术的
应用使得人工从 6~7人减少到 2
人，而且速度快、污染少。无人化
施工现场只需要一个技术员，最
多可以控制20台设备。目前已经
完成 3公里的无人化路面施工。”
张高科说。

据了解，无人化智慧施工技

术能实现对施工碾压轨迹的精准
控制，控制精度可以达到 2厘米，
并且位置信息的采集达到毫米
级，而人工操作精度只有 5厘米。
无人驾驶实现了智能化、信息化，
保证了摊铺的均匀性、碾压压实
度和表面的平整度，最大程度提
高了面层的施工质量。

3D数字化路面摊铺控制技术
也是路桥集团智慧施工的一个亮
点。传统路面摊铺需要放样、打
桩、挂线等复杂繁重的操作，数字
化路面摊铺省略了这些工序，可
以实现完全自动的摊铺高度、坡
度和摊铺方向的控制。该项技术
利用了微电子、无线通讯、GNSS
高精度定位等现代化技术，还可
以向业主方、监理方、施工方和现
场操作机手及时提供全过程的施
工、进度、技术参数、成品检测等
信息，保障作业质量，提高作业效
率。

这些是近年来广厦通过“四
新”技术、微创新推进品质工程建
设的一个缩影，张高科所在的广
厦路面公司一线职工自主研发了
21项微创新技术被推广使用。依

托外环南段项目，该项目部组织
研发了包括中分带回填自动找平
技术在内的4个技术成果，目前正
在申报中。

细化任务抓关键

在ZS-1标的施工计划表上，
每个班组或标段的工程量、持续
工作天数、拌合站日产能等信息
标注详细，计划施工时间一直排
到了 8月底。张高科指着密密麻
麻的数据说，“今年我们要完成 5
亿元产值任务，已经完成约 1.5亿
元。疫情影响导致原材料运输
慢、进场慢，省外工人也来不了，
只有增加人力机械投入、延长作
业时间，严格按照节点目标要求，
抓好施工组织，确保进度。现在
每天能完成约300万元产值，后期
还会增加。”

目前，水稳三个施工班组
“白+黑”交替施工作业，两套水稳
拌合楼 24小时作业，为三个班组
不间断施工提供保障。近期，项
目部还将准备投入第三个沥青班
组，并充分发挥无人化智慧施工
24小时不停工的优点抢抓工期。

■小科

想象一下，既能测量你的
血糖水平，也知道你是否过量
饮酒，还可以在锻炼过程中监
测你的肌肉疲劳程度，所有这
些都能在佩戴于皮肤上的小设
备中完成。现在，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工程师已经
开发出这样一款可穿戴设备，
可以同时实时连续监测葡萄
糖、酒精和乳酸水平等多个健
康数据。

研究人员日前发表于《自
然·生物医学工程》上的一篇论
文中描述了该设备。该设备看
起来就像大约 6个 25美分硬币
叠在一起一样，由一个连接到
电子产品盒上的类似于魔术贴
的微针贴片组成。每根微针的
宽度约为人类头发宽度的五分
之一。佩戴该设备毫无痛觉，
因为微针可以在不穿透皮肤表
面的情况下，用其顶端的不同
酶与皮肤间质液中葡萄糖、酒
精和乳酸发生反应。这些反应
产生微小的电流，由电子传感
器进行分析，并通过无线方式
实时发送到研究人员开发的智
能手机应用程序上。

使用微针贴片的一个优点
是，它们可以直接对皮肤间质
液进行采样，研究表明，在这种
液体中测量的生化水平与血液

中的水平有很好的相关性。此
外，该设备的优势在于，它是一
个完全集成的系统，任何人都
可以佩戴，而不需要连接到台
式设备上。

有了新可穿戴设备，人们
可以看到血糖峰值的升降与其
饮食、锻炼和饮酒之间的联系。

微针贴片是一次性的，可
以从电子盒上拆卸下来，便于
更换。电子外壳可重复使用，
里面装有电池、电子传感器、无
线发射器和其他电子部件。该
设备可以在任何用于手机和智
能手表的无线充电板上充电。

研究人员在 5名志愿者身
上测试了这款可穿戴设备。这
些志愿者在锻炼、吃饭和喝葡
萄酒时将设备戴在他们的上
臂。该设备持续监测志愿者的
血糖水平、酒精或乳酸水平。
结果显示，其测量的血糖、酒精
和乳酸水平分别与商用血糖监
测仪、呼吸测定仪和实验室进
行的血乳酸测量结果非常接
近。

研究论文的共同通讯作
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可
穿戴传感器中心主任、纳米工
程教授约瑟夫·王说：“它就像
是一个完整的皮肤实验室。”它
能够同时连续测量多个生物标
志物，允许用户在进行日常活
动时监控他们的健康状况。

近日，在衢州市柯城区万
田乡顺家路边村的一座智慧农
业产业园里，1万多平方米的阳
光大棚里，万株草莓，五千株小
番茄，生机勃勃。

偌大的阳光大棚，已实行
智能化管理。约一尺见方的
数据管理屏幕上，集合了大

棚的空气温度和湿度、光照
度、土壤温度和湿度等实时
数据。农技人员根据预设程
序在屏幕上操作，控制大棚
的 遮 阳 网 、风 机 、棉 帘 等 设
备，实施相关参数调控、自动
灌溉等。

“手指按一下就可以按照

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进行全
生育期的需求设计，把水分和
养分定量、定时、按比例直接供
给作物，我一个人就能轻松完
成灌溉和施肥工作，不仅节省
人工，提高效率，还能省水节
肥。”农技人员说。

通讯员胡江丰摄

绘画不靠“笔”靠“算”
AI给艺术创作带来更多可能

浙江自贸区“上岗”
首个溢油智能监控系统阳光大棚智能化管理

无人化施工，可24小时不停机
智能化数字化护航广厦项目建设

新可穿戴设备
可持续监测
多项身体指标

聚焦硬核科技
两家省级实验室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