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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

“能一次看到这么多高科技产品，真是大饱眼福！”
本报记者 李 贞

能够模拟人工手绘质感的AI绘画机器人；可以在装
载货物的同时进行灵敏跳跃的运输机器人；能识别不同
语言，并将声音转化成文字呈现在镜片前的同声字幕眼
镜……在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现场，一件件科技前沿的
创新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5月26日至30日，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 （科博会）

在北京举办。展览集中展示了一大批前沿科技成果，设
有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信息科技与智能制造、数字经
济等展区，共吸引650多家单位参展。

5天展期内，现场接待各界观众近8万人次。本报记
者也是参观者中的一员，在现场近距离感受了这场创新
科技盛会的魅力。

智能生活 触手可及

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展是中关村论坛展
览的核心展区之一。走进这里，人们会发现
更加智慧化、智能化的生活已然触手可及。
医疗、金融、出行、娱乐等各领域的高科技
展品汇聚于此，为观众带来全新体验。

脑机接口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项前沿
技术。展览中，有多家从事脑机研发的国内
企业带来了最新产品。

在北京华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展台
上，记者看到一顶建筑工人常用的黄色安全
帽。“别看这个安全帽外观很普通，但其内置
的传感器，能够实时检测佩戴者的大脑状态，
并上传到后台系统中。如果佩戴者身体很疲
劳、专注度不够，或者是突发疾病要晕倒，
这顶安全帽都能提前发出预警。”该公司销售
总监韩世栋向记者讲解说，这款产品采用了
脑机接口技术，即在人脑与外部设备间建立
直接连接通路。“此项技术能够帮助一些高风
险、密闭性强的行业，比如地铁公路建设，
煤矿开采等，实现安全生产，减少风险隐患。”

脑机接口还被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展
览现场，记者体验了一款由西安臻泰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开发的用于康复训练的脑机接口
设备。

记者先将一个白色头环戴在头上，让分
布在头环内侧的金属贴片紧贴额头；然后又
戴上了一个连接着数根线缆的蓝色手套。当
记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握拳的画
面时，戴在右手上的手套就开始自动带动手
指向内蜷缩。

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该设备的工作原理
是通过头上的金属片来捕捉到大脑发出的信
号，然后传导给训练手套，令其做出模仿动
作。这一过程可以用于帮助脑损伤患者恢复肢
体运动能力。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一些患者
传导信号的神经受损了，但肢体还是健全的。
使用这套设备，可以帮助他们进行康复训练，
刺激患者受损的神经或其周边神经重新发挥作
用，让患者恢复一定运动机能。目前，这套设
备已经在国内多家医院投入使用。”

展览中的元宇宙展区特别受年轻观众的
喜爱。北京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祎晗告
诉记者，她最喜欢的产品之一是元宇宙展区
中的数字虚拟主播。在参观展览后，她感到

“很震撼、很神奇”。
跟随王祎晗的指引，记者来到北京国承

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此时，这里
已经围着许多观众，并且大家都在举着手机
拍摄。原来，展台上有一位从头到脚穿戴着
激光追踪器的工作人员正在跳舞。而在其身
后的大屏幕上，则显示出一位同样在跳舞的
虚拟人物形象，并且动作、表情都与真人舞
者完全一致，动作反应几乎没有延时。

该展台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套全
身动作捕捉设备，包含激光定位和惯性元
器件，能实时接收定位光塔发出的激光信
号，从而在电脑系统中形成虚拟角色的动
作 ， 并 实 时 渲 染 输 出 到 屏 幕 上 呈 现 给 观
众。这套设备对肢体动作的捕捉可精细到
手指，目前主要用于影视游戏拍摄、视频
直播等娱乐场景。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自动驾驶车
辆越来越多地走入寻常百姓生活。本次展览
中，记者还见到许多自动驾驶领域的新成果。

新石器慧通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展出
的一款黑白相间的无人配送车，就吸引了不
少观众驻足。配送车内装着矿泉水，观众只
需在车身屏幕上扫码即可自购买。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搭载L4级自动驾驶
技术 （即高度自动驾驶） 的无人车已陆续在
全国多个城市开展无人配送业务，如社区配
送、校园配送、综合市场货运等。去年底，
这款新石器无人车获得了L4级自动驾驶系统
国际安全标准认证证书，有望加速推动自动
驾驶技术的创新和大规模商业落地。

“能一次看到这么多高科技产品，真是大
饱眼福！”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观众张先生对
记者说，他是中关村论坛展览的忠实观众，
每届展览举办时，都会第一时间前来参观。

“今年我看到许多互动项目，能让观众进行沉
浸式体验，非常棒！通过展览，我也感受到
当前各领域前沿技术发展迅速，很多国内企
业更加重视自主研发，许多创新产品令人眼
前一亮。很期待今后的中关村论坛展览能继
续为观众带来惊喜。”

绿色低碳 引领未来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展示绿色“双碳”
成果的展区。在这里，观众能看到多项以科
技创新赋能“双碳”产业发展的新成果。

展台一角，有一台透明的大箱子，里面
栽种着一排排翠绿的青菜，有薄荷、生菜、
紫苏，长势喜人。仔细看，这个大箱子的顶
部还有灯光为植物提供照明，底部有水箱为
植物进行灌溉。

该展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一款新
型智能栽培箱。“栽培箱实现了植物种植的全
自动化控制。用户通过操作手机APP，可以很

方便地调整栽培箱内的光照强度、温度、湿
度、水位和营养液浓度等各项参数；或者直
接设置成全自动化控制模式，系统会按照不
同植物的生长特性，自动设定参数。智能化
种植能够减少农业生产中的能源消耗，也不
用担心出现病虫害，让种植出的蔬菜更加有
机、绿色。”

再看该展区的中央展台上，有一排小巧
的模型，展示着圆球形的二氧化碳储存罐、
圆柱形的氢气储存罐等，它们都通过发光的
管线，连接到一个淀粉合成装置上。这里是
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沙盘展示区。

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是中国科学院天
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一项重要科研成
果。它是指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不依赖植物

光合作用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
成。该人工途径的淀粉合成速率是玉米淀粉
合成速率的8.5倍。这一技术的出现，使淀粉
生产由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产模
式转变成为可能，并为二氧化碳原料合成复
杂分子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
马延和指出，二氧化碳排放与气候变化已经成
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在‘双碳’目标下，如
果我们能把二氧化碳作为工业原料用起来，将
为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支撑。以二氧
化碳作为工业原料，实现农业产品、石化产品
的生物合成，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据马延和介绍，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
的研究成果于 2021年 9月发布。最初，实验

室里合成出的淀粉只有 1 克左右。但最近，
该技术已有了进一步完善。“不过，目前此项
技术离实用性还差得远，主要是过程成本
高。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这条途
径的经济可行性问题。”马延和表示，当前中
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已建立了二氧
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吨级中试装置，目前正在
进行测试，在理论、技术和工程上同步推进。

氢能领域创新成果也是一大亮点。
在该展区，记者看到，很多观众对现代

汽车展出的一套氢燃料电池车内部系统很感
兴趣。氢燃料电池车内部的电堆、空气供给
系统、氢气供给系统、热管理系统等，直接
呈现在观众眼前。展台工作人员向观众详细
地讲解着氢燃料电池车的工作原理：“这3个

罐子是储氢罐，氢气从储氢罐到达氢燃料电
池系统，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力，从
而驱动汽车前进。在这一过程中，氢燃料电
池车排出的只有水，相较传统交通方式，大
大减少了空气污染。”

“当前，氢能产业已初步完成从产业源头
技术创新到商业化发展路径的试点探索。”中
关村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产业联盟副秘
书长孙浩天介绍，本次展览主要通过氢能产
业集群，向观众介绍了氢能从何而来，又在
哪些领域可以利用。展览首先展示了清洁多
元的氢能制备供应，包括不同技术路线的电
解制氢装置以及规模氢液化装置等。此外，
还展示了氢能产业发展初期的应用进展，包
括燃料电池汽车、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及关
键部件，以及氢内燃机发动机等。最后，还
展示了氢能未来融入社会生活场景等。

中外合作 共享机遇

中关村论坛是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国家
级平台，国际化是其一大特点。多个中外科
技合作项目成果在此集中亮相。

一款极低温区基准级测温装置模型成为
展览中的热门“打卡点”。据展台工作人员介
绍，这款装置由中科院理化所与法国计量院
合作成立的中法低温计量科学与技术国际联
合实验室研制，能在-268.15℃至-248.65℃温
区精准测温。该项成果使中国首次参与此温
区国际温标修订，并为中国前沿基础研究、
零碳能源、深空探测、量子计算等领域提供
了基础性支撑。“这项工作不仅解决了温度计
量领域的国际前沿难题，而且建立了我国该
温区温度计量体系的源头，参与了国际温标
修订。”中法低温计量科学与技术国际联合实
验室中方负责人高波说。

今年的中关村论坛展览还吸引了23个国家
和地区165家外资企业和机构参展。采访中，
多家参展外资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非常期待
能在展览期间与更多合作伙伴进行交流。

来自美国的瓦里安医疗带来了以人工智
能进行癌症放射治疗的创新产品。据悉，该
企业自落地中国以来，已带动产业链上游50
余家本土合作伙伴，实现了中国制造、销往
全球。2022年，瓦里安全球创新中心落地北
京。瓦里安医疗大中华区总裁张晓表示：“今
年中关村论坛‘开放合作·共享未来’的主题
与瓦里安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本次
展览也是我们展示癌症治疗设备高新技术成
果、推进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
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并加强与本地产
业链的合作。”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中关村论坛展
览 ， 希 望 能 为 公 司 拓 宽 中 国 市 场 提 供 助
力。”意大利卡利欧玛中国区总裁杨思平告
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各类高大空间及工业
建筑、工业园区的节能降碳技术服务，致力
于推动辐射供热技术在中国市场的应用。

“我们的定制化热能管理解决方案对比传统
供热系统可节能45%-70%。据了解，中关村
论坛展览上会有很多地方政府、工业园区来
寻求合作，所以我们很期待能对接到更多有
相关需求的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取得丰硕
的合作成果。”杨思平说。

同样第一次参加中关村论坛展览的，还
有日电 （中国） 有限公司。该公司中国研究
院数据分析研究部研究员潘征告诉记者：“中
关村论坛展览的规格高、规模大、受众广，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平台。本次，我们带
来多个项目出展，包括物联网、通信、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希望能在这个平台
上向更多国内客户推广我们的最新技术，达
成更多合作。”

中瀚石林是一家来自新加坡的会计师事务
所和咨询公司。中瀚石林北京分公司高级经理
苑甜告诉记者，她认为中关村论坛展览是一个
开放性很强、知名度很高的展览。“这个平台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向外展示的机会。我
们希望通过这次展示，让更多企业了解到中瀚
石林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国际化发展。”

来自法国的跨国医药健康企业赛诺菲在
此次展会上带来了20余款创新产品，包括治
疗糖尿病的创新药品和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
的疫苗等。“北京具有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
以及多样化的制度创新优势，吸引我们落地
生根。如今，我们落户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赛诺菲北京生产基地，已成为公司在
亚太区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基地。”赛诺菲疫苗
事业部交流传媒经理史建浡表示，公司计划
在2025年为中国市场引入至少25种创新药物
和疫苗，以满足中国市场多元的健康需求。

“2023 中关村论坛倡导开放合作、共享
未来，这在论坛展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今
年，无论是参展外资企业、中外合作项目的
数量、占比，还是项目质量，相比往年都有
显著提升，这充分体现了中关村已经成为全
球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园
区发展建设处处长施辉阳表示，下一步，中
关村论坛将继续秉持开放合作理念，广泛吸
引全球领先技术和创新成果参展，不断提升
论坛的国际化水平。“中关村将敞开怀抱，热
烈欢迎来自全球的企业和机构展示科技成
果、共享发展机会。”

图①：5月28日，观众在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上参观北
京理工大学研制的汇童7仿人机器人。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②：5月28日，观众在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上参观
中国石油科学技术成果沙盘。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图③：5月28日，观众在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上参观展
出的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电动汽车。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图④：5月28日，观众在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上观看前
沿信息科技展区。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图⑤：5月28日，在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上拍摄的
展区。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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