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科创 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5分钟讲完5页PPT
青年科学家大会以“科学创

新与卓越：从研究到应用”为主
题，邀请海外顶尖科学家、中国
两院院士与约100位全球优秀青
年科学家分享最新研究进展和
创业故事。

“别害羞，年轻人，我需要你
们的问题。今天的一个创造性
提问，也许会影响 5 年后的世
界。”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
名誉教授斯穆特以青年创新环
节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本场青
科大会上，他为青年科学家思考
科学卓越与创新创业之间的辩
证关系串联起了线索。

5分钟时间、5页PPT，讲清楚
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一环节对10
位青年科学家来说有着不小的
难度。

脑机接口的话题在科幻作
品中频现，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
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王怡雯曾
参与建立中国第一个非人灵长
类运动脑机接口系统，完成了猴
脑信号控制机械手避障的在线
解析。王怡雯教授在会上解析
了神经信息的传递过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气
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塞尔希
奥·卡瓦霍首先播放了一段人类
骑马的影像，随后以颇为浪漫的
口吻介绍如何记录光子和原子，
如何探究生命与能量。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宫晓春以图文并茂的
方式，详细解读了用阿秒光探测
电子运动的过程，而他的演讲内
容也吸引了不少科幻爱好者举
手提问。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创
新无疑是走向未来的关键。通
过凝练而精彩的演讲，青年科学
家们以现场互动的方式完成了
跨学科对话。

青年共唱“合作曲”
青科大会是自我展示的舞

台，也是“体现合作讨论能力的
窗口”。面对围绕青年科学家在
学术职业发展路径上的共性问
题，不同国家或地区、多学科领
域、跨代际的与会者纷纷“动”起
来了——他们自发地搬动椅子、
重排桌子，围着学术海报架形成
了更为紧密的3组讨论圈，并现
场抽取议题与组内的中外顶尖
科学家进行30分钟探讨。

1986年图灵奖得主、康奈尔
大学计算机科学院工程与应用
数学系冠名教授约翰·霍普克罗
夫特，担任了第2组的组织者邀
请大家轮流发言。汉诺威莱布
尼茨大学食品化学研究所常务
主任耶斯克·克恩克分享了自己
的真实经历，在长达6年的研发
阶段，自己非常幸运地处于一种
无人管辖的状态。这段相对自
由的时光，也使他免于外界对失
败可能的指责。他贴合“如何评
价可能产生长期影响的卓越研
究”的切身经历，赢得了青年科

学家们的共鸣。
热烈讨论的氛围中，第1组

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由于
2024顶科论坛向公众开放，本场
青科大会还吸引了一位斯坦福大
学留学归来的复旦大学材料科学
专家以观众身份“围观”，最终他
忍不住下场，在外圈参与了讨论。

在科研生涯的不同阶段，如
何适应角色转变，如何平衡自身
兴趣和环境需求，如何更好地参
与构建和连接科研生态系统？
每位科学家都必须思考也必然
面对。这也是顶科论坛青年科

学家大会“扶持青年成长”的题
中之义。

在论坛尾声，中国科学院院
士、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
首席科学家焦念志代表全体前
辈科学家为青年科学家献上诚
挚寄语：“青年朋友们，你们正处
在人生和事业的黄金时期，未来
充满无限可能和潜力。今天的
讨论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科研
之路虽漫长且充满未知，但正是
这些未知与挑战，造就了科学探
索的魅力。希望你们始终保持
好奇心，勇于创新，不畏失败，并

坚定前行。”
诚如焦念志院士所说，科学

是一种全球语言。青年科学家
们，未来将继承和创新这门语
言。“我期待在未来的更大舞台
上，看到你们的名字与成就，闪
耀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在
焦念志院士呼吁青年科学家携
手合作的话语间，观众席上有人
唱起了“Hand In Hand”（《手拉
手》），现场有人加入哼唱、打起
节拍，音乐逐渐涌动在整个空
间，一场不期而遇的合唱让这场
青科大会的落幕余韵不绝。

青科大会是自我展示的舞台 也是交流合作的窗口

青年科学家们现场合唱《手拉手》

青年科学家们在会上交流讨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青年科学家应该保有好奇心，就像依然没有长大的孩子。”昨天下午，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圆满闭幕。论
坛关注青年科学家的力量，特设了一场青年科学家大会。会上，大会联合主席，美国纽约科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官
杜宁凯如是表示。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科学T大会：05后与诺奖得主面对面

“台上坐着偶像，心情
有点忐忑”

坐在台下，向明中学高二
（八）班的王涵掩饰不住内心的
激动。隔了几排远，就是2006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
特，旁边是1998年沃尔夫物理学
奖得主迈克尔·贝里。对于从小
喜爱科创的他来说，两位都是他

从没想象过能在现场见到的科
学界“大咖”。

“我现在心情跟看到偶像一
样，有点忐忑不安，想与他们交
流，但又有点不敢。因为他们的
研究我很感兴趣，但感觉还是不
太能读懂他们的文章。”他偷偷
告诉记者，如果有机会，他希望
能向两位请教一下关于未来科
学发展的一些看法。

初中受到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的老师启蒙，王涵开始爱上了
科创，这次通过未来科学家培养
计划来到了顶科论坛T大会的现
场，他也带来了自己的科研成果
想与小伙伴们分享。

“我的成果主要是基于一种
新型的活化剂，利用树叶作为原
材料进行的活性炭制备方法。”他
告诉记者，制备活性炭比较常见
的化学孵化剂主要是氢氧化钾，
但国外有研究表明，乙酸钾也能
表现出比较好的活化性。“我就想
到上海有很多行道树，到了秋天
落叶非常多，我们能不能用树叶
作为原材料，以乙酸钾作为活化
剂，产生更好的活性炭性能。”他
说，这样不仅能充分利用废弃的

树叶，同时也很环保。“目前我这
个设想还在实验阶段。”

“他们的回答就很妙很
幽默”

“发展人工智能的目标是什
么？它是否会超越人类。”10月
26日晚上的科学T大会上，有同
学这样询问乔治·斯穆特和迈克
尔·贝里两位科学家。

乔治·斯穆特这样回答道：
“我们现在训练人工智能，是为了
能够更好地回答问题。在回答问
题这方面，可能它比人能做得更
好。”迈克尔·贝里则表示：“如果
你想让人工智能讲一个笑话，它
会扫描很多数据，而讲出的笑话
很可能是我们所熟知的。我期待
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告诉我们一个
创新的观点，而不是依赖于扫描
大量的数据库。正如真正的人类
喜剧演员创造出那些人类没有听
说过的笑话一样，人工智能在这
方面是没有办法和人类相匹敌
的，我仍然期待人工智能具有幽
默感的那一天。”

“我觉得他们的回答就很
妙很幽默。”华师大二附中的高

一学生孔子一说，说话慢悠悠、
看得出性格很沉稳的他，也不
禁露出了一丝笑意。白天他刚
刚听了一场有关人工智能方面
的论坛，这也是他所感兴趣的
科研领域。

在他看来，科研应该来源于
生活。初中时他爱好游泳，当时
发现泳镜起雾的问题困扰了很多
人，“最主要是影响我训练了。”走
出泳池，回到课堂，他就开始研究
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联想到
汽车的挡风玻璃可以加热防雾，
那么是不是也能应用在泳镜上，
但那么小的一个泳镜而且又是塑
料的，有很大困难，我就做了一些
研究，找到了一种新型材料ITO透
明导电膜，它可以为泳镜提供加
热防雾功能，然后我就开始做实
验，包括做硅胶一体的防水处理，
最终完成了，现在这个成果已经
出来了。”

这次是孔子一第一次来到顶
科现场，感受到浓厚的科研氛
围。“我觉得这些科研大牛们和想
象不一样，他们都很平易近人，在
阐述问题时也都非常容易听懂。
Timeless，科学探索恒久远。”

台上，是诺贝尔奖获得

者，台下，是穿着校服还带着

作业的05后学生。这是2024

顶尖科学家论坛上的一幕，

两场特意为青少年设置的科

学 T 大会，让科学的现在与

未来站在了一起。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上海中学生和科学“大咖”面对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