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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11 月 1 日电（记者杨有
宗、周琳）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1
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开幕，为期 3 天时间里，将有包括 68 位
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 130 多位世界顶尖
科学奖项获得者参会。
　　围绕“开放科学：构建开放创新生态”
的年度主题，论坛设置 14 个板块近 100
场会议及活动，涉及化学、物理、生命科学、
数学等多个基础学科领域。
　　开幕式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
席、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
维特代表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向全球发
布《开放科学：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倡议，
倡导开放科学并鼓励支持开放科学的
行动。
　　论坛主办方宣布创设世界顶尖科学
家协会奖，首设数学与智能科学奖、医学
与生命科学奖两个单项奖，每年评选一
次，每个单项奖奖励金额为 1000 万元人
民币。该奖项将于 2022 年正式启动评选
和颁奖。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由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发起，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
基金会承办，红杉中国独家捐赠。奖项定
位为设立于中国、由社会力量举办、面向全
球科学家评选和颁发的国际性科学大奖，
用于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各自领域作出杰出
贡献的科学家。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2006 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说，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奖侧重支持原创性基础研
究，鼓励科技人员更好投身和服务于全人
类的共同福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
们有信心将这一创设于中国境内的科学奖
项打造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顶
级科学大奖。”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由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
办，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共同指导。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周琳、杨有宗）
“我此前到中国，坐着高铁到处旅行，这个
神奇的系统连接了人们，非常有前瞻性。”
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里·巴里
什说。
　　“40 年前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时，中国
的科学研究刚开启迅速发展，如今已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我们非常想与中国合作。”
201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朱尔
斯·霍夫曼说。
　　 130 多位全球顶尖科学家以线上、线
下方式参会，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
作、扶持青年成长，由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中国科
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共同指导的第四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如约而至。上海正为
全世界科学家搭建开放交流的舞台。
　　 10 月 31 日，记者从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将全面
启动临港新片区国际创新协同区的规划
和建设，这是临港面向未来提升科技创
新策源功能的核心区域，承载着集聚海
内 外 人 才 开 展 国 际 创 新 协 同 的 重 要
使命。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副处长孙
筱和介绍，国际创新协同区规划面积约
6.95 平方公里，规划居住人口 5.1 万人，
分为科创研发总部湾、顶尖科学家社区、
科技创新城园区 3 个片区，将打造成为

“海内外创新人才会聚地、国际创新协同

首选地、产城融合示范地、高品质生活
共享地”。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传
递出重要信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进行战略布局。
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上海一直注重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
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依托国家实验室、
重点研发机构、大科学设施等平台载体，
实施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创新人才发展机
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体系、能与国
际接轨的人才评价制度。
　　位于张江的同步辐射光源“鹦鹉
螺”，2020 年助力科学家了解新冠病毒
微观结构，打开新冠病毒感染人体的“黑
匣子”。如今，上海建成和在建的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 14 个，成为世界
各国科学家们的共享平台。
　　 201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塞尔
日·阿罗什说，中国在过去十年到二十年
的时间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现在需要
中国科学家们更进一步，用想象力去开
辟颠覆性的科研发展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科学家们
通过卓有成效的开放合作，围绕病毒研
究、临床诊疗、疫情防控形成了一大批
研究成果。”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秘
书长杨展涛说，危机面前，迫切需要汇
聚人类智慧、探求科学的解决之道，迫
切需要携手合作、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论坛设置的意
义所在。
　　多位顶尖科学家认为，国际交流合
作需要迈向更纵深的领域。2018 年

“生命科学突破奖”获得者唐·克利夫
兰说，科学家们需要和拥有不同专业知
识的人进行合作，解决棘手的科研问
题，“这类合作应是世界性的、跨边界
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姜琳）10
月 28 日受到表彰的第六届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中，有一位特殊的
医生。他不仅能为普通患者解除病
痛，还能为航天员守护健康，为我国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空间站等
重大项目提供医学支撑。
　　他，就是我国航天医学领域知
名专家、航天中心医院院长杜继臣。
　　 1994 年，23 岁的杜继臣成为
航天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一名医
师，短短 5 年后就成长为科主任。
2011 年，刚刚 40 岁的杜继臣出任
航天中心医院院长，不仅将神经内
科建成国内一流专科，还带领医院
快速实现提质增效，发展成为北京
市一流的大型三级综合医院。
　　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特
别是随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不断
发展，杜继臣的主要精力开始从“地
上”转到“天上”。
　　“头顶的星空看似平静，实则环
境‘残酷’。就拿正在天和核心舱的

‘出差三人组’来说，失重、辐射、噪
音、长期密闭等因素，会给航天员的
肌肉骨骼系统、神经系统等带来显
著影响，导致失眠、头晕、恶心等诸
多不适。”杜继臣说。
　　他说，这一方面需要对航天员
提前进行针对性训练调整，另一方
面也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护，对急
性病和外伤能进行综合处理和急
救。“这里面有大量研究空白，有一
系列开拓性的工作可以做。”杜继臣很快投入了新的忙碌中。
　　经过多年钻研奋斗，杜继臣带领团队在航天特殊因素环境
对人体的影响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探索航天在轨空间状
态下的疾病诊断治疗体系和急救体系建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7 年，杜继臣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领域顶级学术机
构———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连续两届当选为生命科学部
理事会理事，切实提升了我国在宇航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国
际影响力。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杜继臣将作为首批专家参与
真实在轨飞行研究，为长期飞行和深空探索中航天员的健康
提供技术支撑。
  “将来有了集成化、智能化的太空医院，能消除身体不适的
设施设备，不光航天员，越来越多普通人也将有机会进入太空工
作、生活，比如记者也能到天和核心舱进行报道。”杜继臣笑着说。
　　随着空间站、行星基地等太空探索步伐加快，人类长时间
在太空驻留及居住，开展太空农业、太空制造业、太空采矿业
等都将成为可能。一个新型太空医疗保障体系有待建立，而
这也不仅仅是为了“飞天”。
　　“未来太空环境开展的一系列医学探索与研发工作，也是一
场针对现有疑难疾病的新医学‘革命’。下一步要综合利用航天
员健康保障方式方法及技术，积极推动航天医学在民用健康产
业的有效转化，更好化解普通人群的健康问题。”杜继臣说。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

上海为全球“最强大脑”搭建开放交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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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 11 月 2 日电（记者马晓
澄）近来，元宇宙成为科技圈和资本圈大热
的话题。腾讯、字节跳动等纷纷进入相关
领域，国外脸书、微软、英伟达等科技公司
也均已布局。多名受访人士认为，元宇宙
作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的载体，蕴
含社交、内容、游戏、办公等场景变革的巨
大机遇。
　　元宇宙到底是啥？对互联网来说意味
着什么？它会催生一个怎样的“平行世
界”？

　　设备、应用、游戏……科技公

司纷纷布局元宇宙

　　今年 3 月，腾讯投资的元宇宙概念股
罗布乐思（Roblox）上市首日即大涨，其多
人在线创作游戏《Roblox》兼容了虚拟世
界、休闲游戏和自建内容。早在去年年底，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腾
讯的内部刊物上发文称：“一个令人兴奋的
机会正在到来，移动互联网十年发展，即将
迎来下一波升级，我们称之为全真互联
网。”
　　今年 8 月，字节跳动收购了中国虚拟
现实设备公司 Pico（小鸟看看）。4 月，字
节跳动投资了元宇宙概念公司“代码乾
坤”。此外，网易、莉莉丝、米哈游等公司也
都有跟元宇宙相关的布局。
　　除了互联网巨头和游戏公司外，一些
初创公司也已早有布局。
　　两年前，当宸境科技创始人胡闻和他
两位同学一起在广州南沙创办公司时，没
有料到短短两年，一个全球性科技风口已
经来到眼前——— 元宇宙。现在，他们正在
打造元宇宙的“数字底座”，将真实世界转
换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字语言”，并在
此基础上叠加各种虚拟应用。
　　举个例子：站在广州市南沙区内已
经建好的明珠开发大厦上俯瞰，眼前的
明珠湾灵山岛尖还处在开发阶段。但通
过虚拟现实设备或者平板电脑，人们可
以清楚看到，已经规划但尚未建成的建
筑以 1 ：1 比例叠加在现有实景上面———
这是宸境科技为当地政府打造的一个

“镜像世界”。
　　“通过元宇宙的构建，真实世界的信息
将得到虚拟世界的极大补充，人类与虚拟

世界的互动方式将得到全新提升，在此基
础上将诞生充满想象空间的商业模式，游
戏、社交、娱乐、消费等都会发生质变。”胡
闻说。
　　在国际上，脸书、微软、英伟达等科技
公司纷纷布局。当地时间 10 月 28 日，美
国脸书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宣布公
司改名为 Meta 以专注元宇宙业务。脸书
近年来大手笔投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
术，开发虚拟现实耳机、增强现实眼镜和腕
表等硬件产品。
　　今年 5 月，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
纳德拉表示公司正在努力打造一个“企业
元宇宙”。8 月，图像处理和人工智能芯片
生产商英伟达宣布，推出全球首个为元宇
宙建立提供基础的模拟和协作平台。

　　底层技术日渐成熟，现实与

虚拟密切融合

　　那么，到底什么是元宇宙？
　　元宇宙概念最早出现在 1992 年美国
作家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中。
小说描绘了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数
字世界———“元界”。现实世界中的人在

“元界”中都有一个虚拟分身，人们通过控

制这个虚拟分身来相互竞争以提高自己的
地位。
　　事实上，当前科技界对元宇宙并无一
个公认的权威定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沈阳认为，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
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
和社会形态，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
浸式体验，以及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
界的镜像，通过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
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
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
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编辑。
　　扎克伯格在解释公司为何改名时，用
一段视频直观展示了元宇宙的未来：可以
创造一个虚拟的“家”，邀请熟悉的人开展
社交，戴上设备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工
作空间与同事一起工作，甚至可以创造一
个虚拟世界……
　　胡闻认为，元宇宙概念在今年大热不
是偶然，经过多年酝酿，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区块链、大数据、5G 通讯、可穿戴设备
等底层技术的应用日渐成熟，这些技术的
结合运用使打造元宇宙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
研究所副研究员左鹏飞认为，元宇宙热背
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 移动互联

网红利已经到顶并开始消退，元宇宙作
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的载体，蕴
含着社交、内容、游戏、办公等场景变革
的巨大机遇，传统数字科技企业和新兴
初创企业都想抓住未来赛道机遇。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近期发
布的《2020-2021 元宇宙发展研究报
告》认为，2020 年是人类社会虚拟化
的临界点，为 2021 年成为元宇宙元年
做了铺垫。一方面疫情加速了社会虚
拟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下，全
社会上网时长大幅增长，“宅经济”快
速发展；另一方面，线上生活由原先短
时期的例外状态成为常态，由现实世界
的补充变成了与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
人类现实生活开始大规模向虚拟世界
迁移，人类成为现实与数字的“两栖物
种”。

元宇宙离我们还有多远？

　　不少国际知名咨询企业看好元宇宙
的未来，如彭博行业研究报告预计元宇
宙将在 2024 年达到 8000 亿美元市场
规模，普华永道预计元宇宙市场规模在
2030 年将达到 1.5 万亿美元。
　　虽然前景诱人，但多数受访人士认
为，当前元宇宙产业整体上还处于早期
阶段，从算力条件、网络技术、扩展现实
等现状来看，产业还需要 10 至 20 年的
发展时间。
　　沈阳认为，当前元宇宙产业处于初
期发展阶段，具有新兴产业不成熟、不稳
定的特征。元宇宙仍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产业和市场都亟需回归理性。
　　左鹏飞认为，在技术升级与需求升
级的合力作用下，元宇宙的场景实现只
是一个时间问题，也代表着未来的大方
向，建议我国从技术、标准、应用、法律等
层面支持元宇宙产业发展。
　　“从技术方面来看，技术局限性是
当前我国元宇宙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
尤其是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底层架构性信息技术亟需提升。我国
应加大基础信息技术研发投入，鼓励和
支持相关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增强技术
创新能力，稳步提高技术成熟度。”左鹏
飞说。
　　业内人士建议，在法律层面，总结提
炼在网络平台发展过程中的治理经验，
加强元宇宙前瞻性立法研究，关注监管
审查、数据安全等问题。

元宇宙到底是个啥，离我们还有多远？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开幕。这是 11 月 1 日拍摄的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杨有宗摄

　　宸境科技使用空间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将一座设计出来的儿童游乐园叠
加在公司办公楼实景之上。            新华社记者马晓澄摄

  （上接 1 版）在黑河市爱辉区网通社区，一名身穿防护服
的工作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在居民楼附近来回走动，提示居民
尽快进行核酸检测。这样的“喊麦”，已经成为黑河市爱辉区各
个小区近日的“标配”。
　　几百公里外，哈尔滨市道外区南马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李
燚峰的抗疫节奏同样加快。他所在的辖区共有 6 个社区，户
籍人口约 3.5 万人。10 月 30 日下午接到核酸检测通知后，李
燚峰第一时间把核酸检测物资准备到位，一直忙到第二天凌
晨，31 日早上 6 点又开始工作。
　　大规模核酸检测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一场全民动员，需
要强大的组织协同能力。11 月 1 日，哈尔滨多个区县已陆续
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与此同时，黑河市爱辉区已经完成
六轮全员核酸检测。黑河市从下辖县市抽调医务人员 800 余
人投入核酸检测工作，同时成立 20 个流动入户采集组开展
入户核酸采集。

倒追！是流调队员也是“病毒捕手”

　　核酸检测的阳性结果，是发现疫情的“信号弹”，要实现迅
速控制疫情，还需要流调溯源、转运隔离等措施的及时跟进。
　　在哈尔滨，截至 11 月 1 日 24 时，当地累计排查确诊病例
的密接者 1330 人，次密接者 3298 人，已全部进行隔离管控。
　　连日来，哈尔滨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李
世娥一直忙碌在流调战线。每次接到阳性报告后，她和队员们
都争取用最短的时间赶过去。
　　“我们要倒追流调对象近 14 天的情况。”李世娥说，她们与
流调对象“长谈”，了解对方的发病情况、核酸检测情况、流行病学
史、行动轨迹等信息。这几天，李世娥就住在单位，夜里只休息三
四个小时，白天难得有空闲的时候，困了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
　　“稍有耽搁，就可能造成更多传染，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李世娥告诉记者。　　
　　黑河市疾控中心主任勾玉洁说，在黑河，447 名流调人员
正在全力以赴锁定病毒“包围圈”。

稳住！转运“接棒”不留隐患

　　“您是哪个街道的？”“大家间隔远一点儿！”11 月 1 日中
午，在黑河国际公路客运站，身穿防护服的转运者正在车站外
排队入站，车站内的转运大巴排成一列。记者在现场看到，来
自黑河市爱辉区各个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着信息登记核实和
组织引导等工作。
　　手拿转运者的信息表、身穿防护服、头戴隔离面罩，黑河
市爱辉区西兴街道工作人员郑婷婷正在一边核对转运者信
息，一边引导他们进入客运站。这些转运者将在这里乘大巴前
往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
　　“今天早上 5 点多就到这里了，我们街道今天大概会转运
60 多名密接者，我们负责的工作就是让转运者进入车站，确保
他们安全离开黑河到达指定地点。”郑婷婷说。
　　黑河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石耀辉说，目前当地已启动 16
个备用集中隔离场所，黑龙江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的绥化、
齐齐哈尔隔离场所也已启用。现阶段的隔离场所可以满足集
中隔离需求。（参与采写：管建涛、刘赫垚、王鹤、王松、唐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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