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 3日电（邓孟、

刘艺）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获悉，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

3日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

当日 22 时 51 分，经过约 6.5 小

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八号乘组航

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密切协

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

员的配合支持下，为空间站舱外管

路、电缆及关键设备安装了空间碎

片防护装置，并完成了舱外巡检任

务。出舱航天员叶光富、李聪已安

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

圆满成功。

截至目前，神舟十八号航天员

乘组的“太空出差之旅”已完成三分

之一，后续还将在轨开展大量科学

实验与技术试验。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

7月 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李聪（上）、叶光富（下）在空间站组合体舱外作业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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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依法接受委托，定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在中拍平台公开拍卖
唐山市海港开发区 25 号路南侧 3-4 小区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海港支行原营业办公用房房地产一幢，土地使用权面积 2015.45 平方米，房屋所
有权总建筑面积为 1501.96平方米及地上附着物。

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标的，有意竞买者请在中拍平台（www.caa123.org.
cn）详细阅读网络竞买须知，同意并认可上述文件后，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 16 时前
向我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同时在中拍平台进行
网络报名。

联系人：龚先生
联系电话：18733379175

河北瀚海拍卖有限公司唐山丰南区第一分公司
2024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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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患者问

“1.5T 和 3.0T 磁共振哪个好”“做了 1.5T

核磁，还要做 3.0T 吗 ”等等问题。那么二

者究竟有何不同呢？

核磁共振是选择利用高场强磁场而

成像的一种设备，根据磁场的强度高低，

可以将核磁共振分为不同的场强，目前比

较常见的有 0.35、0.5、1.0、1.5 和 3.0T 等磁

共振成像仪。其中的 T 是英文 Tesla 的首

字母，中文翻译为特斯拉，它是磁场强度

大小的单位，前面的数字越大说明磁共振

的强度越大。

场强更高的 3.0T 有什么优势？一般

磁共振的磁场越强，从身体采集的信号就

越强，磁共振图像信噪比 SNR 就越高，所

以 3.0T 的磁共振比 1.5T 做出来的图像空

间分辨率更高、图像质量更好、扫描速度

更快、增强效果更好；在血管成像、功能成

像、波谱成像、磁敏感性等方面更敏感精

确，可以获得更好的神经系统、骨关节以

及水成像图像等。

既然 3.0T 磁共振有这么大的优势，那

么是不是任何患者、所有的部位都安排在

3.0T 上做更好呢？临床应用实践告诉我

们，在磁共振成像中，不是所有人体组织的

良好显示都是场强越高越好。高磁场也有

明显的缺点，如运动伪影、化学位移伪影更

明显；骨组织与软组织交界面伪影更大，它

的屏蔽效应使腹水患者检查受到限制，对

体内金属植入患者的检查限制更严格等。

相比较而言，1.5T 磁共振除了能做很

多常规的磁共振检查外，患者在检查床上

受到的干扰声音小；因为磁场低，人体吸

收的热量小，运动伪影和化学位移伪影

小，一般腹水患者检查不受限制，对体内

金属植入患者的检查限制也较宽松。因

此，尽管 3.0T 相对 1.5T 磁共振在信噪比

和功能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并不是

所有疾病都适合选择 3.0T 来做检查。临

床上绝大多数的问题在 1.5T 设备上已经

能够很好地完成，甚至在一些情况中 1.5T

所得的图像明显优于 3.0T。

究竟选择什么场强的磁共振设备来

做检查，医生会根据需要权衡利弊，进行

综合评估后帮助患者做出合理的选择。

（滦州市人民医院 影像科 高云）

核磁共振：3.0T与 1.5T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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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我公司依法接受委托，定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 15 时在“中拍平台”公开拍卖报废
车辆一批。自见报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标的，请有意竞买者于 2024 年 7 月 8 日
至 7 月 9 日携带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15632813579
唐山市瑞华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 7月 4日

连日来，记者探营即将召开的 2024 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发现，AI 技术不断创新，

正成为守护中华文脉的好帮手；运用前沿

数字科技帮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未来

中国也可以遇见古老中国。

走进合合信息的展台 ，一幅高清的

“敦煌遗书”吸引记者目光，在生成式 AI

技术的加持下，残卷正被数字化修复。公

众可在不同位置扫描样本卷轴，见证 AI

如何通过字形修补、褪色修复、背景补全

等，让古籍再次被“看见”。

“敦煌遗书”指的是 1900 年在莫高窟

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由多种文字的写本、

印本、拓本组成，时间从 4 世纪至 11 世纪，

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医

药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誉为“中国中古时

代的百科全书”。

合合信息展位工作人员许圆圆说，由

于其分藏于数个国家的数十家收藏机构

中，缺乏完整的联合目录，对学术界的体

系化研究造成巨大干扰；岁月侵蚀，古籍

还面临材料老化、环境侵蚀、内容缺失等

多重考验。

通过 AI 识别，千年时光中的残卷，被

拂去岁月的痕迹，以完整姿态向关注者们

“问好”。

许圆圆说，AI古籍修复模型具备优秀

的图像处理能力，可助力古籍文献中存在

的模糊、阴暗等图像质量问题的解决；模

型还可以智能学习不同古籍文字风格、纸

张背景，对损坏区域的字体内容、风格进

行高度还原，尽量确保文字风格和背景与

原古籍的一致性，修旧如旧。

历史不止于书 ，还在生活的方方面

面。通过“智能高清滤镜”，能从 4 厘米

长 的 核 桃 上 ，提 取 每 个 字 只 有 1 毫 米 长

的 微 雕 文 字 ，“ 核 舟 记 ”蕴 含 的 精 巧 、细

致 之 美 ，正 在 被 AI 以 另 一 种 方 式 续 写 ；

站在数字人祖冲之面前，不仅可以再现

古 人 风 采 ，还 能 互 动 对 话 ，得 知 自 己 的

生 日 和 圆 周 率 的 哪 一 段 重 合 …… 在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这样的 AI

应用别具一格。

“了不起的甲骨文！”腾讯展台展现

了研究人员怎样开发甲骨文检测、识别、

摹本生成、字形匹配以及释读等方向的

智能算法，助推甲骨文研究加速数字化

和智能化。

甲骨文是汉字源头，也是迄今为止中

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展示

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为古文字研

究和传承、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第一手史

料。但是，甲骨自然损坏速度较快，保存、

展示、利用不易，且出土甲骨分散收藏于

国内外。

近年来，得益于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

探索 AI 与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成为新解

题思路。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腾讯优图实验室

等单位，在吸纳业界最先进的研究资料

后，开发出甲骨字检测模型，大大降低甲

骨文研究的门槛。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甲骨文的

破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机遇。我们正

在尝试用数字技术，助力甲骨文考释的需

求，包括文法分析、释文翻译、辞例拟补、

残字补全、辞例辅助缀合等。”安阳师范学

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

责人刘永革说。

在腾讯数字文化实验室负责人舒展

看来，技术团队一直在探索用人工智能

助力甲骨文“破译”和活化利用，和行业

伙伴共创甲骨文 AI 考释破译的新算法、

新工具、新方法，守护中华文脉、焕活汉

字源头。

前沿数字科技助力文化遗产焕新、焕

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同架起链接古老

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桥梁，让千年文明更好

创新“向云端”。

（新华社上海7月3日电）

AI助力守护中华文脉
—探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 新华社记者 周琳 孙青
新华社日内瓦7月 3日电（记者曾

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3 日发布的报告

显示，2014 年至 2023 年，中国生成式人

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超 3.8 万件，居世界

第一，是第二名美国的 6倍。

这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生成式

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显示，2014 年

到 2023 年的 10 年间全球生成式人工智

能相关专利申请量达 5.4 万件，其中逾

25%的专利于去年公布。

报告说，自 2017 年大语言模型所

基于的深度神经网络架构问世以来，

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数量快速增

长 7 倍，遍及生命科学、文档管理和出

版、商业解决方案、工业和制造业、交

通、安全和电信等多个领域。

从 分 类 来 看 ，图 像 和 视 频 数 据

类 在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相 关 专 利 中 居

首 位 ，文 本 和 语 音/音 乐 类 分 居 二 三

位 。 排 名 前 10 的 专 利 申 请 方 分 别 是

腾 讯 、中 国 平 安 、百 度 、中 国 科 学 院 、

IBM、阿 里 巴 巴 集 团 、三 星 电 子 、字

母 表 、字 节 跳 动 和 微 软 。 除 中 国 外 ，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相 关 专 利 申 请 的 主

要 来 源 国 还 包 括 美 国 、韩 国 、日 本 和

印度。

通 过 分 析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专 利

的趋势和数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

示 希 望 这 能 让 人 们 更 好 地 理 解 这 项

快速进步技术的来龙去脉，帮助政策

制定者规划其发展，以符合人类的共

同利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一

柏坡岭上，松柏苍翠绿意盎然；柏坡

岭下，一湾碧水缓缓流淌。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一个个红色印

记熠熠生辉。

走进西柏坡纪念馆第二展厅，一本纸

页泛黄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吸引游人驻

足。这本长 18 厘米、宽 11.5 厘米，编辑印

制于 77 年前的纲领性文件，帮助亿万农

民翻身得解放。

1947 年 7 月 17 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

柏坡开幕。会议历时近两个月，通过了《中

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

事、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闫国文说：

“《中国土地法大纲》全文共 16 条，1700 多

字，核心就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

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土地回家，天下归心。这是中国历

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受剥削压

迫的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翻身

做了主人。”闫国文说，广大群众迸发出空

前的热情，支援前线、积极生产，从人力、

物力上极大支援了解放战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 ，解放的地区增

多。只有建立新的经济金融秩序，才能更

好地恢复经济、推动生产、服务人民。

在西柏坡纪念馆第九展厅，陈列着一

台 用 于 第 一 套 人 民 币 印 刷 的 圆 盘 印 码

机。它机身高 120 厘米、宽 103 厘米，主要

功能是在纸币上打印编码。

在发行人民币过程中，人民币的设计

和印制至关重要。当时，负责票版设计的

晋察冀边区印刷局邀请各界为票面提建

议。最终，解放区生产建设场景被定为人

民币主景图案。很快，第一套人民币票样

出台，并经过中央批准。

“‘人民’二字说明了货币的性质，它

是人民的、大众的。”闫国文说，人民有了

自己的土地，又有了自己的货币，这是人

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写照。

随着印钞技术的改进和发展，这台印

码机逐步改为在人民币印制中补码使用，

补印正常印刷过程中错印漏印的人民币

编码，直到 2001 年“光荣退役”。2003 年，

它从北京印钞厂来到西柏坡纪念馆，成为

备受瞩目的红色文物。

文物无声 ，历史却有回响 。情牵人

民、心系家国，始终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云南省博物馆有件“镇馆之宝”，是国

家 一 级 文 物 —— 一 把 琴 身 斑 驳 的 小 提

琴。就是它，奏响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

奋勇向前的时代最强音。它的主人，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聂耳。

“人民音乐家聂耳用这把小提琴创作

了《义勇军进行曲》《卖报歌》等数十首革

命歌曲。”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张

瑜说，“它是聂耳不可或缺的‘伙伴’，具有

独特的时代内涵。”

1930 年 7 月，聂耳因躲避反动当局抓

捕辗转来到上海，靠帮人在上海租影片到

昆明放映，获得一些酬金，得以购买这把二

手小提琴。1932年，20岁的聂耳与 34岁的

田汉结识，1933 年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5 年 2 月，田汉被捕。聂耳想方

设法拿到了田汉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歌

词。聂耳在遭到追捕、辗转日本的艰苦条

件下坚持创作，最终奏出铿锵旋律。

“入党是聂耳人生道路上一个巨大转

折。”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

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吴宝璋说，从此，聂耳

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与革命活动、特

别是艺术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共产党人始终为时代而作、为人民

而歌。”张瑜说。

弹指岁月去，星火已燎原。任凭风云

变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从未改变。闫国

文说：“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为人民谋幸福，领航中国从满目疮痍到欣

欣向荣，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

业一往无前。”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初 心 不 改
□ 新华社记者 冯维健 严勇

新华社西安 7 月 3 日电（李 国

利 、杨 吉）记 者 3 日 从 中 国 科 学 院 空

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西北

工 业 大 学 魏 炳 波 院 士 团 队 在 中 国 空

间站开展的高性能难熔合金研究，近

期 成 功 获 取 难 熔 合 金 熔 体 的 关 键 热

物理性质，在空间凝固制备方面取得

多项科学新发现，为我国空间材料科

学理论研究、新型高性能的难熔合金

材料制备等提供了重要基础，相关成

果 已 发 表 于《先 进 材 料》等 国 际 学 术

期刊。

高性能难熔合金是特种稀有金属

材料，具有“超高温、高活性”等特征，

但地面环境中的难熔合金研究长期受

重力、容器等条件制约，难熔合金液态

性质的精确测定与快速凝固合成制备

存在困难。

2021 年 4 月 29 日，无容器材料实

验 柜 随 天 和 核 心 舱 发 射 升 空 。 中 国

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应用发

展 中 心 主 任 张 伟 说 ：“ 实 验 柜 利 用 静

电场所提供的电场力，使材料样品在

真空环境中保持稳定悬浮状态，避免

与 容 器 壁 接 触 的 影 响 ，可 进 行 金 属 、

非 金 属 等 无 容 器 深 过 冷 凝 固 和 热 物

理性研究。”

自 2021 年 4 月以来，魏炳波院士团

队制备的 10 余种数百个高性能难熔合

金样品，先后在中国空间站无容器材

料实验柜进行 6 批次在轨实验，成功完

成 难 熔 合 金 微 重 力 条 件 下 的 静 电 悬

浮、加热熔化、降温、过冷、凝固、热物

理性质测定等重要实验。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新成果，主要

包括发现了微重力液滴凝固的涡旋型

特殊组织结构，阐明了微重力凝固收

缩的动力学规律，揭示了微重力和无

容器共同作用下共晶合金解耦生长的

内在机理，实现了太空环境凝固合金

的微观组织与宏观形态的双调控等。”

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王海鹏说。

我国空间材料科学研究始于 1986

年，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为空间材

料 科 学 的 发 展 开 辟 了 更 加 广 阔 的 前

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材料科学

领域首席科学家魏炳波院士说：“未来

我 们 一 定 会 取 得 更 多 的 国 际 领 先 成

果，利用空间环境的特殊性制备或合

成出新材料，并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更

好服务于科技强国建设。”

我国空间站高性能难熔
合金研究取得多项新发现

新华社青岛7月 3日电（记者曹嘉

玥、张武岳）“雪龙 2”号科考破冰船和

“极地”号破冰调查船于 3 日上午双双

亮相山东青岛奥帆中心码头，举办为

期一天半的公众开放日活动。

“极地”号是由我国自主设计、自

主建造的新一代破冰调查船，于 6 月 24

日正式命名交付后首次面向公众开放

参观。

据悉，“极地”号船长 89.95 米、型宽

17.8 米、型深 8.2 米，设计航速 15 节，总

吨位 4600 吨，船艏可破 0.8 米至 1 米厚

当年冰。该船搭载了多种海洋调查设

备，能够承担海冰、三维水体、地球物

理、大气等海洋环境的综合观测调查

任务，将助力我国冰区科考系列化、多

样化发展，是参与我国极地考察的重

要力量。

一同与“极地”号亮相青岛的还有

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

船“雪龙 2”号。

“雪龙 2”号是全球第一艘采用船

艏、船艉双向破冰技术的极地科考破

冰船。该船于 2019 年首次参与中国极

地考察，并于今年 4 月顺利完成中国第

40次南极考察任务。

此次开放日活动将持续到 4 日中

午，预计吸引约 3600 人次前来参观。

“雪龙2”号和“极地”号破冰船
亮 相 青 岛 向 公 众 开 放 参 观

新华社北京 7月 3日电 国际篮联

官网消息，当地时间 3 日，在土耳其进

行的 2024 年国际篮联 U17 男篮世界杯

比赛中，中国 U17 男篮以 70:76 不敌立

陶宛队，无缘八强。

张博源在 35 分 36 秒的出场时间里

为中国队贡献 28分和 6个篮板，李悦洲

得到 11 分、5 个篮板、4 次助攻，刘李获

得 9分、5个篮板。

立 陶 宛 队 在 第 二 节 打 出 进 攻 高

潮，一度以 39:24 领先。此后，中国队

顽强追赶，在第三节快结束时将分差

缩小。

第 四 节 比 赛 ，中 国 队 继 续 追 击 。

终场前 4分 24秒，沈无敌的罚球让中国

队以 68:65 反超。然而，立陶宛队随后

以一波 11:2的小高潮带走了胜利。

中国队全场投篮命中率 41.7%，高

于立陶宛队的 35.8%，但是在篮板球方

面以 38:44 落后。此役之后，立陶宛队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参加第

九至 16名的排位赛。

U17男篮世界杯中国队无缘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