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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自旋领域的研究，请帮我找
下相关科研论文”“这一页法语写的PPT
是什么意思”“我把校园卡弄丢了怎么
办”……这些师生常见的问题，问问

“小航”就能获取解决方案。
记者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悉，该

校近日发布了一款集学、研、管于一体
的大模型——“小航”AI助手，可为师
生、课程组、课题组以及部门院系等提
供个性化、生成式的智能服务。目前，

“小航”团队正在做最终测试，预计秋季
学期将面向师生开放使用。

“小航”是全国产超大规模的智算平
台，具有高可靠、高安全、高速率、高
扩展等优势，配备了百台千卡的智算集
群，且具备高达12PB的存储能力，能够

充分满足全校师生的应用需求。团队还
基于自研的多层级意识投影技术与动态
智能评估体系，构建了智能的自适应进
化路径，使得“小航”脑洞大开，拥有
记忆和学习能力。此外，它还可以为全
校师生、课程组、课题组以及部门院系
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务，与大家共同学
习成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赵巍胜
表示，该校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和教育
的深度融合，把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新
场景作为重点工作来推进，希望“小
航”成为师生学习、工作、科研的得
力助手，成为大家成长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好伙伴。

来源：人民日报

“穿红色背心的少年名叫程果，是我校四（5）
班的学生，他暴雨中下蹲的样子感动了许多人，感
动了沈丘整个县城。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为他
点赞！”近日，河南省沈丘县东关小学公众号上推
出了题为《红衣少年，你下蹲的样子蛮可爱》一
文，介绍本校学生程果，暴雨中蹲下身子清理下水
口垃圾的视频故事。视频故事在网络上被转发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

时间回到7月13日，沈丘县遭遇强对流天气。
程果和妈妈回家途中，发现街道多处下水口被垃圾
堵塞，导致道路积水，给过往行人带来极大不便。

“不行，这样下去会导致路面更多积水。”程果
没有丝毫犹豫，放下书包，冒雨蹲在下水口旁边，
用手一点点清理垃圾。垃圾混合着雨水，弄脏弄湿
了他的红色背心和双手，但他毫不在意，只想着让
积水尽快退去。

“当时还下着雨，他就告诉我，‘妈妈你别去，
我下去，我不怕淋湿’。我当时没想起来录视频，
孩子清理过两三个下水口了，我才想起来录个视
频。”程果的妈妈普玉霞说。

“程果的行为，说明他是一个有很强社会责任
感的孩子，更可贵的是他把这份担当付诸行动，用
自己微小的力量去影响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一点特
别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佩。”程果的老师李
雪洋说。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红衣少年程果，小小
的身影，在雨中展现出了大大的正能量，他下蹲的
样子确实蛮可爱；他不怕苦不怕累，有责任感能担
当；他下蹲的样子带给人们更多的温暖和力量！

来源：光明日报

小小少年大担当

程果清理下水口堆积的垃圾。

河南

当微生物遇上石刻文物会如何？自然环
境中，细菌、真菌、藻类及地衣等微生物会
对石刻文物造成腐蚀和侵害；在科研人员的
手中，微生物却成为修复石刻文物的“小能
手”。

近日，记者从重庆大学获悉，中国工程
院院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刘汉龙
团队将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应用于岩土文物
修复中，创新的微生物矿化修复技术在大足
石刻等千年古迹得到应用。这是我国岩土文
物保护的绿色环保新技术。

位于重庆的大足石刻与敦煌莫高窟、龙
门石窟以及云冈石窟齐名，是我国石窟艺术
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然而，除了岩体失稳，
大足石刻面临水的侵蚀、石质风化、生物病
害等众多“致病”因素。尤其是生物分泌物
导致的表面污染、腐蚀性液体对石质和彩绘
的侵蚀，以及植物根系造成的开裂脱落，都
是大足石刻不得不面对的“病痛”。

以往，针对石刻类文物风化、粉化、残
断等问题，主要采用有机高分子材料进行修
复。但随着修复工作的大范围开展，有机高
分子材料的弊端逐渐显现。如有机合成材料
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的干燥性能、固化能力、
防霉抗菌性及其耐候性等问题，越发不适合
部分石质文物的补配修复。

“新型保护修复材料的研发一直是文物
保护领域的热点研究课题。”在重庆大学岩

土实验室的微生物土实验室内，重庆大学岩
土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阳展示着陈列
的培养器皿说，这里面都是他们精心培育的
十多种“听话”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来源
于复杂的自然环境，经过科研人员的筛选和
培养后，成为了修复岩土文物的“小能手”。

微生物矿化作为自然成矿作用的一种，
广泛存在于地质演变过程中。“自然界中珊
瑚礁的形成过程就是微生物矿化最直观的体
现。”杨阳解释说，微生物生长繁殖和代谢
活动中发生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可以诱
导生成碳酸盐、磷酸盐等沉淀，珊瑚虫就是

通过分泌碳酸钙构建了自己的家园。不过在
自然环境下，生物矿化反应温和且耗时漫
长，而科研人员通过人为干预生物矿化反应
过程，实现对微生物矿化速率的控制，成为
低碳、高效的土体加固技术新思路。

刘汉龙团队率先开展岩土微生物技术方
面的研究，微生物加固技术已经运用在边坡
堤坝加固、道路修建和防止土壤侵蚀、水槽
池塘修筑、沙漠防尘、近海岸基加固等岩土
工程相关领域。在刘汉龙的指导下，团队开
辟了岩土微生物技术在岩土文物保护修复的
应用新领域。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微生物与环境影响的
排斥性，文物的修复需要因地制宜，在当地
找到可矿化的微生物。“我们研发了一套自
己的可矿化微生物培养方法，可以快速筛选
出当地可用于修复的微生物。”杨阳说，利
用基于微生物代谢产物的微生物矿化修复技
术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不仅兼容性高、无
毒无害、绿色环保、耐候性强，而且修复过
程“动作轻柔”，文物受意外伤害概率小，
契合了石质文物修复“最小干预”“不引入
异物”的特殊需求。

目前，刘汉龙团队已与云冈研究院达成
合作，将用该技术对云冈石窟的文物进行保
护。杨阳表示，他们将继续创新微生物矿化
修复技术，让科技守护文化根脉。

来源：科技日报

大足石刻也会“生病”？
重庆大学刘汉龙院士团队用微生物对其进行修复

重庆大学科研团队人员利用微生物岩土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对瑞金红井纪念碑
进行修复。 重庆大学供图

新华社电 8 月的“星空舞台”
又要推出一幕“大戏”了。15 日凌
晨，火星、木星极近，上演“星星相
吸”。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一次非
常适宜观测的天象，不要错过。

“当行星相互靠近时，就意味着有
机会用望远镜同时观赏到它们。”中国
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杨婧说。

最近一段时期，木星、火星一直
出现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而且两者
距离越来越近，直至发生相合现象。

“本次相合发生在 14 日 23 时左
右，但这时火星与木星隐藏在地平线
以下，无法看到。15 日凌晨 1 时左
右，两颗星以极近的距离‘携手’从
东方升起，一同位于金牛座的两只

‘犄角’中间，二者之间的角距离只有
18角分左右，也就是比半个月亮稍宽
一些。到日出前，这幕‘星星相吸’
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观测。”杨婧提醒
说。

两颗行星相距这么近，如何分
辨？杨婧建议，一是从亮度上看，
火星 0.9 等左右，木星-2.2 等左右，
木星明显比火星要亮。二是从方位上
分辨，火星位于木星的左上方。

提供个性化、生成式的智能服务

北航北航““学研管学研管””AIAI助手新学期启用助手新学期启用

这幕“星星相吸”，不要错过！

8月13日，广西人唐尚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
频，称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和衡量，决定结束这漫
长的高中生活，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唐尚珺说：“我决定今年去读大学了，留下的
遗憾可以到大学慢慢弥补，曾经的梦想可以到大学
再去追逐。感谢家人和朋友，对我曾经任性逐梦的
理解和包容，感谢社会对我前途的关心。”

不少网友为他送上祝福，“恭喜开启人生新篇
章”“欢迎你，学弟”“大学期间可以通过努力去修
双学位或者跨专业考研，做你想做的”“新的征
程，未来可期”。

35岁唐尚珺今年完成了他的第16次高考，成绩
为601分。他称自己并不满意这个分数，有遗憾。

唐尚珺表示，如果自己去了华南师范大学就
读，会首先考虑转专业，其次是辅修第二专业，如
果都不成功就考虑去考研。

7月28日，唐尚珺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视频感
谢华南师范大学对他的录取，也表示自己因为分数
原因无缘师范专业而感到失落。

曾有网友劝唐尚珺去复读，唐尚珺回复称：
“不是好选择。” 来源：九派新闻

唐尚珺：决定去读大学

广西

这是2022年6月24日在甘肃张掖拍摄的木星、火星、月球和金星。（星空摄影师戴建峰 摄）

记者近日从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获悉，该院联
合温州医科大学以及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成立“国
际医学数字孪生联盟”，并联合发布医疗数字孪生
白皮书，提出医学数字孪生的理念和应用场景，推
动精准医疗发展。

联盟单位还包括北京大学、广州实验室，以及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伦敦大学、巴
黎大学等欧美顶尖学术医疗机构。这一联盟成立的
宗旨是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医疗数字孪
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细胞出版社旗下
的数据科学开放获取期刊《模式》，提出利用大语
言模型及其他AI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医疗数字孪生
的预测能力和诊断准确性。

这一技术的核心在于实现个体化治疗和疾病的
实时监测，通过多模态数据整合，创建高度个性化
的医疗数字孪生模型，提供精确的个性化健康指导
和优化疾病治疗策略。

联盟主要发起人张康教授表示，目前数字孪生
技术在其他工业中的应用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医
疗领域，传统的临床诊疗仍存在平均化同质化等问
题，未实现真正的个体化治疗。

“医疗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前景广阔，联盟将大
力推进个性化医疗的发展，并推动全球医疗卫生事
业的创新发展。”张康说。 来源：人民日报

澳科大发起
成立国际学术联盟

北航研发团队介绍北航研发团队介绍，，““小航小航””有四个创新特色有四个创新特色

1、“超强大脑”

它是全国产超大规模的智算平台，其硬件
资源部署在北航杭州国际校园，在架构设计
上，具有高可靠、高安全、高速率、高扩展等
优势，配备了百台千卡的智算集群，提供的算
力高达200PFlops，并且具备高达12PB的存储
能力，能够充分满足全校师生的应用需求。

2、“学汇百家”

基于自研的多层级意
识投影技术与动态智能评
估体系，构建了智能的自
适应进化路径，使得“小
航”脑洞大开，激发了智
慧涌现的能力。

3、“智能混合”

通过人-机持续协同学习技术，构建
私域数据空间，生成自己独有的个性化大
模型，使得人脑与智脑互补增强，缓解了
AI普遍面临的长期记忆问题，增强了人的
知识吸收能力。

4、“千人千面”

它可以为全校师生、课程组、课
题组以及部门院系提供个性化、自学
习、生成式、伴随式的优质服务，在
知识的浇灌下，与大家共同学习成
长，成为领域专家。

“小航”AI助手。

资讯

澳门

探秘
星空有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