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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检验科迎来了一位“新员工”———一
台全自动 “静脉智能穿刺采血机器
人”。它是在上海安装完成的首台智
能采血机器人， 中国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可自动完成装载采血管、
采血针、 绑扎压脉带、 识别静脉血
管、喷消毒液、精准穿刺、采血量控
制、血液标本混匀等工作。

机器人在操作中， 会探查每个
人的血管条件， 智能判断并执行个性
化的下针位置、方向和角度。在机器人
采血后，医护人员又立即进行了一次人
工采血，对机器人采血和人工采血的标
本进行多项检测结果比对， 数据显示，
机器人采集的标本质量符合临床实验
室卫生行业标准。 左妍

近日，经过改造的北外滩颜值再度提升。位于虹口港以西苏州河以东的北外滩滨江
扬子江码头段，视野开阔，高5米的亲水平台让这里成为观赏浦江两岸景致的最佳去处。

陈梦泽 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焦聚

已连续服务三届进博会的上海
虹桥火车站进博直通车， 今年服务
再次提档升级：开行辆数增加，消毒
措施更严，运营时间更长。

铁路到达旅客从上海虹桥火车
站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可选乘轨
交、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需要出站

中转换乘，短驳用时较长。为了给去
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旅客提供
更快捷的城市交通服务， 铁路协同
相关部门开行进博直通车， 旅客在
11月1日至10日间可免费搭乘，从
上海虹桥火车站最快6分钟即可到
“四叶草”。

去往“四叶草”的旅客只要在上
海虹桥火车站到达层商业区的6个
铁路出站口，就可以免费乘坐。进博
直通车路线由虹桥枢纽西交通中心
北通道起，经虹桥天地下沉式广场、
新地中心， 最终到达国家会展中心
站点，线路全长约1.5公里。金志刚

第四届进博会的一大
亮点，是国家展首次在线上
举办。 第四届进博会期间，
打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官网，点击“国家展”，可以
看到已有49个国家、 国际
组织的数字展馆亮相，还有
“进宝” 作为讲解员带着大
家“云”观展。

据介绍， 今年共有58个
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参加国家
展。其中，有15个国家首次在
国家展亮相， 更有5个国家是
首次参与进博会。

本届国家展新亮相国
家有15个，他们是文莱、叙
利亚、毛里求斯、巴勒斯坦、
刚果（布）、博茨瓦纳、乌干
达、卡塔尔、安哥拉、科威
特、爱尔兰、塞浦路斯、基里
巴斯、所罗门群岛、阿尔及
利亚。其中，刚果（布）、基里
巴斯、毛里求斯、所罗门群
岛、巴勒斯坦这5个国家是
首次参加进博会。由于疫情
影响，这些国家难以参加线下展，而
今年进博会恰好推出了线上国家展
这样一个“云上”展示窗口，为他们
提供了参与进博会、 共享中国发展
机遇的平台。
记者在进博会官网看到， 线上国

家展采用三维建模、 虚拟引擎等新技
术手段，打造沉浸式数字展厅，集中展
示参展国发展成就、优势产业、文化旅
游等内容， 充分展现世界多元文明风
貌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

点开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
勒比海岛国的风情扑面而来。 在当
地市场，中国产品随处可见，当地人
对中国也十分了解。 今年是特多第
二次参与进博会国家展，被誉为“世
界上最棒表演” 的特多狂欢节以及
有“20世纪人类发明的唯一原声乐
器” 之称的钢鼓等当地特产和文化
都将通过线上展厅展示。

作为进博会的老朋友， 土耳其
已连续三届参展。特别是去年，土耳
其组展机构克服疫情困难， 积极组
织了16家企业参加第三届进博会
企业商业展，取得良好效果。

吴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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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科学家共议“开放科学”
131位“最强大脑”参会 设重奖鼓励原创突破

秋日上海，群星闪耀。第四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11月1日在上海开幕。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
次开设聚焦“双碳目标”的“碳大会”，分
设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论坛、双碳
治理论坛、CCUS与循环经济论坛、
未来能源发展论坛4个主题， 全面
探讨科学减碳； 健康议题系列关注
癌症研究、基因测序、女性与儿童健
康和老龄健康等话题； 数字议题系
列则探索数字未来面临的挑战、“人
机物”三元融合的超智能时代。今年
还设立青少年成长系列、 国际合作
系列论坛， 前沿科技系列及世界顶
尖科学家大学校长论坛、 医院院长
论坛、她论坛等年度特别论坛。

汇全球“大脑”开放合作
今年， 数十位中国两院院士出

席论坛并演讲交流，向世界贡献“中
国智慧”。其中包括“天文学泰斗”、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 中国科学
院院士、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常

务副会长郑晓静，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国科学院院
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中国工程
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陈赛娟等。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由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发起， 是世界汇聚最多
顶尖科学家的现象级科学盛会。今
年的论坛首次设立“开放科学：构建
开放创新生态” 的年度主题。 包括

68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131位世
界顶尖科学奖项获得者参会， 其中
14位诺奖得主是论坛的“新朋友”。

首次设立“顶科协奖”
面向全球科学家颁发的世界顶

级科学大奖同期在中国上海创设。
论坛主办方在开幕式上宣布创设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中文简

称“顶科协奖”），首设“数学与智能科学
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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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跻身全球奖励
金额最高的科技奖之列。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设立管理委

员会、遴选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负责
奖项的征集、初评和终审，并将于2022
年正式启动评选和颁奖。 郜阳

“地上铺着红毯的、布展线路长
的，就是最值得观赏的。”近日，“大
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
展” 在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拉开帷
幕。谈到“看点”，策展人、上海图书
馆研究馆员、 碑帖研究专家仲威简
明地划了“重点”。

博大精深的碑帖收藏

此次展览选取自贞观至大中年
间刻立的唐碑拓本， 几乎涵盖整个
唐代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 遴选唐
碑善拓60多种，接近一半展品属于
国家一级、二级文物。除上图镇馆之
宝“四欧宝笈”之外，还展出多种宋
拓本、孤本、初拓稀见本等国宝级珍
品。

以年度大展的形式“晒宝贝”是
上海图书馆坚持多年的传统， 在业
内人士看来， 此次唐碑善本展的文
物级别， 堪称国家级乃至世界级。
“既有文物性，又有观赏性；既是文
物，也是文献，同时是艺术品，碑帖
是‘三合一’的。”仲威介绍，此次展
出的唐碑善本既有近20年来发现
整理的新成果，也有入馆60年来首
度大尺度、大规模对外展出的，比如
吴湖帆旧藏“四欧宝笈”。

特殊的海派遗产

上海图书馆的善本碑帖收藏与
上海的历史、 文化、 经济地位相匹
配。 晚清以来， 资金与文物云集沪
上， 其中碑帖善本亦多半流通到上
海。上图馆藏众多碑帖资源，可以说
是旧时的碑帖藏家和碑帖商人共同
孕育了这份特殊的海派文化遗产，
交织出一部近现代碑帖收藏史。

2005年、2019年， 上图曾先后

举办 “翰墨珍拓———上海图书馆藏
善本碑帖展”“墨彩斑斓 石鼓齐
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今
年，一批国宝级碑帖善本同时展出，
是对上图唐碑碑帖善本的 “大阅
兵”，也是中国优秀书法艺术的“大
展示”、历代碑帖装帧文化的“大推
广”， 更是对历代碑帖收藏家的致
敬，充分展示海派碑帖收藏、海派金
石文化的魅力。

施晨露

上图年度大展“晒宝贝”
近半展品属中国一级、二级文物

2021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
活动近日闭幕， 来自全球各地的重量
级嘉宾共聚一堂， 围绕城市可持续发
展主题展开讨论，并重磅发布《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海自
评估报告》，以及《新时代上海“人民
城市”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丛书。

《上海自评估报告》介绍了《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新

城市议程》等国际背景、中国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及战略部署、 上海城市概况
以及推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目标指
引， 深度阐述了上海城市发展与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契合性，包含解
构“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的理念与

内涵，介绍“人民城市”建设、聚焦强
化“四大功能”、城市精细化管理等
领域的实践理念和策略， 并阐述上
海市发展实践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上海城市总
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的愿景三

大分目标 “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
态之城”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对应；结合上海实践，列举出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17个目标中的5-6项
开展优先审查， 自我审查上海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发展程度。 薄小波

日前， 建筑面积达10
万平方米、 以生命科学和人
工智能为研究方向的高标准
联合研发中心在临港新片区
开工，标志着国际创新协同区
建设全面启动。预计到“十四
五”期末，国际创新协同区
将引进建设国内外一流科
研机构、科学家工作站合计
30家以上，集聚各类人才3
万-5万人，新增科创企业和
研发机构1000家。

国际创新协同区聚焦
发展集成电路、 生命科学、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蓝色
经济等前沿科技产业，加快
集聚总部经济，以制度创新
引领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
济，将发挥“海内外人才集
聚、 国际创新网络节点、创
新策源提升、 科技成果转
化、产城生态融合”五大功
能优势，进一步助力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

该区域规划总面积约
6.95平方公里，分科创总部
湾、顶尖科学家社区和科技
创新城社区三个板块。其
中，科创研发总部湾位于滴
水湖一环带， 用地面积约
52公顷， 是国际创新协同区

最具显示度和集中度的滨水门户。
科技城社区规划面积3.2平方

公里，总建筑体量294万平方米，构
建形成“一轴、一带、七片区”的空间
发展格局，将建设创新晶体、创新魔
坊、海洋科技广场、海立方科技园、
临港科技创业中心等高品质物业载
体，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以放大顶科论坛溢出效应。

截至目前， 顶科永久会址大楼
已完成结构封顶，计划于2022年10
月作为第五届顶尖科学家论坛会址
投入使用。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计划
于2022年8月主体结构封顶、2023
年8月竣工。此外，莫比乌斯公园也
在加速推进建设中。

目前，中微、安恒、中铁建、中建
科创等23个科创总部企业项目均
已开工建设；创新晶体、创新魔坊、
科技绿洲等100多万平方米的研发
大楼已投入使用； 与之相配套的学
校、医院、商业、住宅近300万平方
米的建筑已全面开工。 许琦敏

上海首发可持续发展自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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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直通车今年服务再次提档升级

虹桥站到“四叶草”最快6分钟

登亲水平台
赏浦江美景

智能采血机器人
中山医院“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