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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机器人携手科学家
首次同秀红毯

参与科学十大进展研发的上海力量首次集体亮相

人的脑神经放电会产生思维吗？飞
行汽车怎么造？……上海科技节上，科学
红毯旁有一条熠熠生辉的“星光大道”，来
自全市十多万名中小学生的好问题在此
碰撞。当天马行空的创意无限和深度求
索的科学思维相互激荡，捕捉未来科学前
沿的微微火种也许正在此刻悄然蓄力。

鼓励多提问题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

题更重要。”爱因斯坦百年前的深思，在
当下AI秒答的科技浪潮中更显深刻。

怀抱着
对科学
好 问 题
的热切呼
唤，上海市科

委联合上海科
普教育发展基金
会、中科院上海分
院等，在本届上海
科技节期间组织
“好问题”征集活
动，鼓励以青少年
为主的全年龄段公
众面对生活，面向
科学，发出好奇心
之问。宝山区已连
续举办两届“天问
杯”学生好问题征
集活动，每届活动
都吸引超过十万名
中小学生踊跃参与。

“其中的科学问题，特别
是高中生们的提问，充满了

跨学科学习与思考，充分反映
了孩子们的科学兴趣、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
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小明告诉记者，“好
问题”征集活动邀请全市来自各个领域
的战略科学家，从首轮筛选出的500个问
题中挑选约20个，以期发现那些既能点
亮孩子好奇心，又能启迪科学家前沿思索的好问题。
问题驱动发现，不再只有答案值得被聚焦。本届科技节全

新尝试，设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问启未来——上海科技节开
幕展”，以及开幕式上组织舞台故事《好问题开放麦》，激发全社
会主动探索的热情。“问启未来”集中呈现近年来上海具有代表
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和背后的科学探索历程，并联动“天问杯”学
生好问题征集活动，鼓励突破思维定式，从生活观察、学科交
叉、未来想象等维度提出原创性问题，让“提出好问题”与“诞生
新成果”双向奔赴。展陈中心设置了一座镜面装置，其造型灵
感源自中国古代的日晷，代表永恒流动的“时间之河”，映照着
人类历史上一个个经典问题的提出与颠覆性成果的诞生。同
时，将“天问杯”十万个问题中遴选出的500余个科学好问题展
示其中，让观众在沉浸式的参观体验中，感受青少年创新思维
的迸发，以及“提出好问题”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上海市科
委科普处处长何家骥告诉记者，“问启未来”不仅是一场科技展
览，更是一场创新思维的启迪。

什么是好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科技合作处副处长章文峻看来，

“好问题”之所以能成为启迪科学前沿的火种，在于它打破了
思维的边界，挑战了固有的认知，如同暗夜中的闪电，激发着
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然而，提出好问题并非易事。
“一个好问题，需要兼具独创性、思维深度与实践价值，它应是
对生活现象的敏锐观察与独立思考。”
在科学家眼中，那些“一眼万年”的好问题，往往不是简单

的知识堆砌，而是触发科学思维的“开关”，既包含对现象的追
问，也蕴含对解决路径的初步构想，甚至具有打破学科边界的
潜力，在已知与未知的交织中开辟新的认知空间。参与此次
“好问题”征集专家评审时，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封
松林和几位科学家不约而同发现了几个科学好问题。例如，
有关“波粒二象性”的提问与思索，其蕴含的科学问题很深邃
也很前沿，“科学家们都觉得很难，却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去
寻找答案”。还有些孩子们的好问题来源于生活充满童趣，但
科学界已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评审科学家们纷纷建议，这就
需要帮助孩子们从小培养并建立起一整套逻辑思维的体系，
并接触科学研究范式的启蒙，通过论文检索、逻辑推理与分析
等方式，寻找到相应的科学研究和成果。
“更为深远的是，优质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过程，本质上是

对科学思维的系统训练，能培养研究者从现象中抽象本质、用
逻辑链串联证据的能力，为科学人才梯队注入具备‘从0到1’
创新基因的新鲜血液。”王小明说。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今早，上海张江科学会堂穹顶广场上，AI光
球光芒四射，一条鲜花与掌声簇拥中的科学红
毯铺就，款款走来了上海科创发展的“新高度”
和“新浓度”。人形机器人首次走T台，2024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背后的上海科学家集体亮
相……30余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在欢呼声中踏
上红毯，他们中有前沿科学家、U35新秀、国际科
技博物馆馆长，还有3张人形机器人新面孔。

当科技邂逅红毯，幕后英雄也被“追星”。
一位位甘坐“冷板凳”、潜心“十年磨一剑”的上
海科学家们被看见了，一项项催生产业新赛道

的重大科研成果走到聚光灯下，
一群又一群年轻人让青春与
热血无悔于上海的科技创
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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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现场被夸“很棒”
如果说AI是大脑，那么人形机器人就是拥有“大脑”的

身体，可以实现机械与智能的结合。站在红毯的起点，人形
机器人惊喜亮相。一位身高1.3米的人形机器人“顽童”，身
后跟着身高1.75米的人形机器人。他俩小的灵动可爱，大
的身材健硕，两位一前一后动作略显呆板，却自带BGM动
感。“携手”上海傅利叶机器人的创始人顾捷和副总裁曾翔，
两位机器人顺利走完红毯路，并转身定格，热情地向现场观
众挥手打招呼。
首次带着自家“孩子”走完红毯，顾捷有点小兴奋，“高

的这位，是我们的第二代人形机器人产品GR-2人形机器
人，体重63公斤，全身覆盖至多53个自由度，单臂负载3公
斤；前面的小个子N1机器人，身高只有1.3米，却是开源小
能手，还累计完成了1000小时以上户外测试。不过，亮相
AI红毯不同于以往的测试环境，环境设备比较多，信号干
扰比较强，他俩今天的表现很棒！”
如同夸自家的好孩子，走下红毯，顾捷如数家珍地介绍

起人形机器人的未来潜力。作为领先的开源机器人平台，上
个月最新发布的傅利叶N1，能实现单机72小时不间断运行，
还能完成单足站立、撑地爬起等高难度动作，充分展现了卓
越的运动性能和环境适应能力。而且，N1人形机器人已经
开放了包括物料清单、设计图纸、装配指南和基础软件在内
的完整本体资源包，为开发者提供“一站式”研发支持，极大
降低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创新门槛。“未来，傅利叶还将持续
开放机器人更多关键模块，推动机器人技术共享与创新。”

除了傅利叶人形机器人，来自上海智元的
人形机器人还在红毯上即兴打了一段太极拳。只
见人形机器人双臂轻轻提起，起势动作缓和有力。它
自带气感的姿态和举手投足间浓浓的太极味道，将最先
进的高科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定格，让现场观众瞬间
有种时空穿越的奇幻感。“自2023年公司成立以来，智元人
形机器人已经下线百余台。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帮人们
真正做点事，就像汽车一样，一从生产线走下来，就走进千家
万户直接‘上岗’。”陪人形机器人走完红毯后，上海智元新
创技术有限公司通用业务部总裁王闯说。

盼年轻人看到科学魅力
百米红毯，走出半数“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见证奇迹的

时刻，在上海科技节闪亮呈现！
近5年来，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顶

级学术期刊上累计发文量在全国占比29.2%，一批重磅科
研成果已经成为上海科技的闪亮“名片”。特别是，2024年
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上海力量占据半壁江山。红毯
上，上海牵头和参与5项的科学家首次集体亮相。
徐沪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教授，一改往日的

白衣大褂，一身西装革履走进镁光灯下。虽然鬓间略有斑
白，气定神闲的科学范，却魅力十足。长久以来，如何缓解
和治愈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全球医学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目前已启用的传统自体CAR-T细胞疗法存在需要个性化
制备、生产周期长、费用高等局限性，难以广泛应用于临床
治疗。他联合攻关团队研制出异体通用型CAR-T细胞，实
现了使用标准化细胞产品为不同患者提供治疗，无需个性
化制备，从而简化了治疗流程。目前，该成果已用于治疗3
名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均取得了疗效。
在全球首次实现的PB量级超大容量光存储中，有中

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阮昊的身影；
在中国面向时域天文学的发现型X射线天文探测卫星爱

因斯坦探针卫星中，张永和带领中科院微小卫
星创新院团队打造了世界首颗宽视场X射
线聚焦成像卫星，成为宇宙暂现天体的“新
捕手”……

红毯虽短，科学路长，一位位科学家
的背后，代表的是近年来上海在前沿
科技和未来产业方面取得的新进
展和新成就。“我们不是明星，只
是科学家。”第二次现身科学红
毯秀的袁钧瑛院士坦言，每
一次走红毯都是希望让更
多年轻人看到科学的魅
力，感受创新思维的历
久弥新。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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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节上午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