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
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上海市人大代表，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卢冠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8 月 12 日 14 时 12 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 60 岁。

卢冠忠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周五）上午 10：00，在上海
龙华殡仪馆（漕溪路 210 号）大厅举行。

谨此讣告。
卢冠忠同志治丧小组

2017 年 8 月 15 日

讣 告

相关单位和个人等欲致唁电、唁函，请与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联系。
联系人：宋老师 13585603639 64253135 songzhuo@ecust.edu.cn

詹老师 13818212466 64252923 zhanwc@ecust.edu.cn

教科卫 广告

沪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结束
本报讯 （首席记者樊丽萍）上海迎

来了新高考改革的瓜熟蒂落。 市教育考

试院昨天发布消息称，2017 年上海市普

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作已圆满收官。
同时，市教育考试院还发出《致 2017 届

上海高考考生的一封信》，寄语这群亲历

上海新高考综合改革的首届高考生。
对于通过高考、梦圆大学的学生，市

教育考试院温馨提醒： 若进校经过一段

时间的学习后，发现自己学有余力，或是

更适合在其他专业上发展， 亦或是可以

去更适合的高校学习， 可以申请辅修第

二专业， 或者咨询学校相关转专业政策

及本市特有的“插班生”政策。
而对于部分家庭有困难的学生，本

市将于 8 月 19 日、26 日，9 月 2 日开展

2017-2018 学年上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集中受理工作。 有需要的学生，可在 8
月 31 日前登录上海学生资助网 （http://
xszz.scsa.org.cn）进行网上申请，并于集中

受理时间到市学生事务中心办理正式贷

款手续。 此外，被部分外省市院校录取的

本市生源考生，可获得一次性经济补贴。
对于今年高考成绩不如意、 选择复

读的考生，市教育考试院提醒：新高考改

革模式下，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

科必定要经历重考，“+3”科目的成绩是

可以保留的，这可以为语、数、外三门学

科的备考赢取更多时间。 如果考生认为

“+3” 科目中某门学科有潜力更上一个

等级，也可选择撤销该科目原来的成绩，
重新考试。

温室气体“携手”变废为宝

上海科学家突破“甲烷二氧化碳自热
重整制合成气”工业化核心难题

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 如何让温

室气体二氧化碳 、 甲烷一起 “变 废 为

宝”？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低碳转

化科学与工程团队有办法。 他们能让甲

烷与二氧化碳 “携手重生”， 变成重要

的原料气———合成气。 这套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 “甲烷二氧化碳自热重整

制合成气” 技术， 其万方级装置已在山

西潞安集团煤制油基地稳定运 行 超 过

1000 小时 ， 日转化利用二氧化碳高达

60 吨， 成功实现工业示范。
据悉， 该技术源于中科院上海高等

研究院、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和荷兰壳牌石油工业公司联合启动

的甲烷二氧化碳重整项目。目前，合作三

方正在进行该技术的商业评估， 并就全

球化的商业推广应用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能源科学家眼里， 二氧化碳和甲

烷不仅是典型的温室气体， 更是重要的

含碳资源。 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整

为合成气。合成气是一种重要的原料气，

可进一步生成汽油、甲醇、乙醇、乙二醇、
醋酸等。然而，传统的重整路线需要大量

耗水， 但新路线则可在反应器内几乎不

消耗水，且大量消耗二氧化碳。
不过， 新技术有个缺陷， 在这一反

应过程中特别容易积碳———就像日常用

的饭锅底部积的厚厚黑垢， 催化剂上的

积碳会造成催化剂失活， 时间久了， 还

会堵塞管道。 怎样才能消除这个弊病？
这可是 “甲烷二氧化碳自热重整制合成

气” 技术实现工业化的核心难题。
经过近十年潜心探索， 上海高等研

究院低碳转化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终

于找到并在工业上验证了解决之道。 纳

米介孔催化剂具有抗积碳和抗烧结双功

能，且“天性活泼”，课题组成功解决了纳

米金属催化剂的稳定性问题， 并优化了

催化剂与反应器内结构的 “配对关系”。
于是，无论是面对常规或非常规天然气，
还是煤化工和冶金行业中产生的大规模

工业废气，该技术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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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入口，迎接下一个“BAT”
本以为等候在“不久的将来”的人工智能，已和我们在“今天”碰面

九寨沟地震发生 18 分钟后，中国地

震台网的机器 用 时 25 秒 写 出 一 篇 “10
万+”点击量的新闻稿；经过临床初步应

用，大名鼎鼎的人工智能“沃森医生”上

周起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正式“执业”
了……不经意间， 生活中人工智能（AI）
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本以为等候在“不
久的将来”的人工智能，却已经和我们在

“今天”碰面了。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已经起航。对于

人们所表现出的“猝不及防”，专家提醒，
不能简单地把人工智能看成某种单一的

技术或者产业，它更是一种能力，将在未

来颠覆我们的产业形态、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等。

无处不在，却又难觅交集

国 际 知 名 智 库 、 美 国 高 德 纳

（Gartner） 公司最新发布的 2017 年度新

兴技术成熟度曲线上，“无处不在的人工

智能”位居榜首。 报告认为，未来 10 年，
人工智能将成为“最具破坏性”的技术。
做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卓越的计算能

力、漫无边际的数据集，以及深度神经网

络领域超乎寻常的进步。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教授郭重庆认为， 推动经济发展

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技术变革

红利、人才红利和资本红利，而人工智能

就是其中的技术变革红利。
为了抢占“人工智能革命”制高点，

各国纷纷推出人工智能计划， 包括美国

的“大脑计划”、德国的“工业 4.0”和我国

的“智能制造”。国务院近期发布的《新一

代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规 划 》 明 确 提 出 ：到

2030 年，中国人工智能理论 、技术与应

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成为世界主

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从各国举动不难看出，大家已经把

人工智能视为新一代产业变革 的 驱 动

力。”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辉

说， 对于人工智能具有颠覆当下经济社

会的能力这一点，科技界已形成共识，但
在产业界， 许多企业还不知道如何与人

工智能有所交集。

每一场入口争夺战都将
造就神奇

人工智能将以怎样的方式驱动社会

变革？不妨回顾一下当年的互联网。在互

联网时代， 以搜索为入口， 诞生了百度

（Baidu）； 以内容为入口 ， 诞生了新浪

（Sina）； 以 社 交 为 入 口 ， 诞 生 了 腾 讯

（Tencent）。 当然，还少不了现在无处不

在的阿里巴巴（Alibaba）。
郭重庆说，正如互联网每个入口“争

夺战” 的胜利者都成为现在举足轻重的

企业，人工智能任何一个入口上的爆发，

都将创造出类似 BAT（B 即百度，A 即阿

里巴巴，T 即腾讯）的世界级企业。
有统计称， 未来 30 年， 智能机器

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总和， 人机互动、
万物互联将带来全新入口。 试想一下，
我们现在用键盘、 鼠标或触摸屏去控制

设备， 而未来， 当你对电视机说 “请打

开”， 它就随你心意地自动开启了。 自

然语言交互， 已成为全球普遍看好的人

工智能入口。
微软的小冰、科大讯飞的晓译、小 i

机器人……许多公司都在尝试让机器理

解人类语言。尽管语音识别领域已是“黑
马云集”，但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

授张峥表示， 语言入口的机会还在，“迄
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款翻译软件、对话系

统能够真正理解人们说了什么。”或许要

实现这一突破， 还需要神经科学家和语

言学家的共同努力， 这也是张峥目前正

在从事的研究。
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入口是视觉，人

类接受信息中 70%以上来自视觉，一旦

技术上突破瓶颈，改变将超乎想象。国家

“千人计划”学者、人工智能仿生眼团队

创始人张晓林正在研究让机器人拥有人

眼一样的意识。 “这可比 ‘阿尔法围棋’
（AlphaGo）难多了。”他解释说，围棋棋盘

只有不到 400 个格子、黑白两种颜色，如
果将图像处理上的一个像素转化为对应

的一个棋盘格，视觉识别所面对的，是要

计算并处理上千万个格子的信息。

抓住机遇要有争分夺秒
的危机感

如果不考虑电量，“阿尔法围棋”一

天能下 100 万局围棋，这意味着“阿尔法

围棋”早已今非昔比。在人工智能竞争场

上，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变量。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 插上人工智

能这对“翅膀”，人们基于数据可以解决

超乎想象的若干问题。为此，许多企业正

在转型。沃施园艺，一家从事园艺用品生

产的传统企业， 在新推出的除草机中植

入芯片，以获得用户使用时间、频率以及

油耗等数据。 “英语流利说”首席科学家

林晖正在寻求合作伙伴，开发“世界上最

大的中国人说英语的语库”， 在这里，你
几乎能听到任何一种口音的中国英语。

值得警醒的是， 上海很早就开始布

局人工智能产业， 但据专业机构发布的

2016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排行榜 ， 入围

行业影响力前 20 名的企业中， 上海只

有一家。
“人工智能很可能是胜者通 吃 。”

张晓林的话充满了危机感， 参与竞争者

必须争分夺秒。 对此， 郭重庆表达了

类似的紧迫： “各地都在加紧发展人工

智能， 上海要敏锐地抓住人工智能的产

业契机， 有意识地推动有潜力的行业快

速发展。”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夏季腹泻，别全赖冷饮
很多人把拉肚子归咎于贪凉或是饮食卫生疏忽，

殊不知这也可能是炎症性肠病在作怪

酷热，无疑是今夏的关键词。持续的

“烧烤模式”让人们对于凉意的贪图更多

了一些。 饮食不嫌冷，衣着不嫌薄，睡觉

连被子都省了……身 体 感 觉 凉 快 的 同

时，肚子开始“抗议”了。
反反复复拉肚子是很多人在夏季的

烦心事。腹泻频发难道都是贪凉惹的祸？
其实有一种闹肚子叫做 “炎症性肠病”
（IBD）。

警惕便血，尽早发现 IBD
的“蛛丝马迹”

夏季是腹泻高发季节。 很多人把拉

肚子归咎于贪凉或是饮食卫生疏忽。 殊

不知，这也可能是炎症性肠病在作怪。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

楚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

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 溃疡性结

肠炎是结肠黏膜层和黏膜下层连续性炎

症，临床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发作的腹泻、
黏液脓血便伴腹痛、 里急后重和不同程

度的全身症状，可有皮肤粘膜、关节、眼

和肝胆等肠外表现， 好发于 20 岁至 49
岁之间的中青年人群。 克罗恩病则可影

响到消化道任何部位， 表现为非连续性

全层炎症，最常累及部位包括末端回肠、
结肠和肛周 ，18 岁至 35 岁的年轻人是

此病的高发群体。
“反复的腹痛、腹泻，严重时出现便

血， 是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常见的

临床表现。”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冉志华教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炎症性肠病被普遍认为

是极为复杂的疾病，涉及基因、肠道微生

物、环境因素及免疫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在现有医学条件下， 炎症性肠病的防治

仍处于“两难”境地：其一，炎症性肠病病

因不明，导致难以靶向性治疗和预防；其

二，没有特征性表现，因此诊断较困难。
事实上，IBD 在临床上的误诊漏诊

并不鲜见。 由于炎症性肠病常常表现为

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少患者甚至医生都

把它解释为“慢性肠炎”。 对于克罗恩病

患者而言，如果发病位置处于回肠末端，
还容易与阑尾炎混淆， 从而延误了 IBD
的及时诊断与对症下药。

正因 IBD 极易与其 他 常 见 肠 胃 病

混淆， 公众更应注意 IBD 的早期病兆。
冉志华提醒，与普通腹泻相比，溃疡性结

肠炎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黏液血便，如

果连续 6 周腹泻，且每天超过 3 次，伴腹

痛、消瘦，特别是有肛周病变（肛周脓肿、
肛瘘）， 就应警惕是否患上了克罗恩病，
需及早前往正规医院消化内科就诊。

降服 IBD，积极治疗与饮
食管理是关键

炎症性肠病属于终身会复发的慢性

疾病。 “目前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

治愈 IBD， 但通过科学正规的治疗可以

控制病情。” 冉志华介绍说。
药物是治疗 炎 症 性 肠 病 的 首 要 选

择， 药物治疗的主要目标是诱导疾病缓

解 ， 防止症状复发 ， 以及改善 生 活 质

量。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众多新药的研

发与问世， 特别是生物制剂的出现， 炎

症性肠病的治疗效果大为提升。
冉志华指出， 目前， 炎症性肠病的

治疗以内科药物治疗为主， 主要包括氨

基水杨酸制剂、 糖皮质激素、 免疫抑制

剂及生物制剂 。 对于中重度炎 症 性 肠

病， 可选择使用目前比较热门的生物制

剂， 进一步缓解症状， 改善治疗效果。
只有当出现肠梗阻、 穿孔、 中毒性巨结

肠及肠道癌变等并发症时， 才需要外科

治疗。
作为一种与 胃 肠 道 相 关 的 慢 性 疾

病， IBD 也需要患者平日注重自身的疾

病管理， 尤其是饮食管理。 采取科学合

理的饮食策略也是控制 IBD 发展的重

要手段。 IBD 患者应以清淡、 易消化饮

食为主， 避免辛辣、 刺激性食物， 同时

需维持多样化且营养丰富的饮食， 少食

多餐， 限制摄入含有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的食物。 另外， 开展规律的体育锻炼，
保持良好的情绪对于病情改善也能起到

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陈青

学术辩论，提升学术素养的“钥匙”
全国近百所知名中学的 400多名学生在沪参加一场考验脑力的唇枪舌战———

查阅学术论 文 、 阅 读 机 构 报 告 ，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 与队友合作开

展社会调查， 并撰写论文， 还得用流

利的英语和对手辩论。 昨天， “第五

届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总 决 赛 ”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落下

帷幕 。 400 多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等全

国近百所知名中学的学生， 参加了这

场考验脑力的唇枪舌战。
学术辩论作为一种独特的辩论形

式，五年前还乏人问津，而眼下正逐渐

受到中学生的青睐。 业内人士表示，学
术辩论或将成为开启学生批判性思维，
提升学术素养的一把“钥匙”。

40分钟的辩论背后，是几
个月的资料准备和社会调查

这个暑假，人大附中国际课程中心

的张宇歌虽收到了美国知名文理学院

瓦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却一点也不轻

松。他以全美演讲与辩论联盟中国赛区

荣誉积分第 20 名的成绩，闯入今年“全
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总决赛。 他的

搭档、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应届毕业生

迟久远，已经收到美国三一学院的录取

通知书。
6 月 15 日， 赛事主办方公布了今

年决赛的辩题———“总体而言， 向亚撒

哈拉非洲国家提供国际援助是利大于

弊”。上周六开启的总决赛，要求 400 多

名选手每两人分为一组， 在 40 分钟内

用英语完成辩论比赛。
“决赛场上 40 分钟，背后其实是两

个月的准备。”从 6 月到 8 月，张宇歌和

迟久远查阅了几十篇英文学术论文，关
注了上百篇与辩题相关的新闻报道，还
看了厚厚一大摞参考书。 张宇歌说，在
查阅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他和搭档搜集

到了世界各国对非洲问题的不同看法。
赛前， 他们专门抽出一两个星期，

整理答辩思路、撰写辩论文章。 而比赛

场上，几乎每位辩手的电脑里都堆满了

各自整理并标注的英文资料，包括自己

写的辩论文章。 “刚开始接触辩论时，
我连用中文写小论文都觉得很 困 难 ，
更不用说用英语辩论， 很多句子都无

法流利表达。 而现在， 不论中文还是

英文论文， 写起来已感觉不到太大障

碍。” 张宇歌说。

学术辩论对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大有裨益

1993 年， 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

坡赢得国际大专辩论赛总冠军。那个年

代，“舌战狮城”成为大学生津津乐道的

话题，与辩论有关的社团也在大学里十

分活跃。 后来，辩论的氛围在高校校园

逐渐淡去。
实际上，辩论一直风靡美国大学和

中学校园。 全美演讲与辩论联盟中国办

公室负责人赵承勇介绍， 美国 70%至

80%的中学有辩论社团， 每个周末都有

中学生的辩论比赛。 全美演讲与辩论联

盟在美国的会员数量超过 100 万人。
人大附中毕业生、目前就读于英国

牛津大学的李耀实，是第二届、第三届

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总决赛冠军

队成员，也是辩论圈子里的“大神”。 此

次，他以裁判员身份亮相赛场。 李耀实

告诉记者，牛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生

社团正是辩论社，在英国大学，辩论大

都具有良好的学生基础。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中学生喜欢

上了辩论。 在星河湾双语学校，辩论受

到中学生的欢迎。 去年，该校高二年级

几乎一半的学生都参与了辩论比赛；在
上海交大附属中学， 辩论社得到全校

40 多名学生的青睐， 该校辩论队还在

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孔济杯”全国中学

生华语辩论邀请赛上夺得亚军；人大附

中辩论社是学校年度明星社团， 此外，
学校还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辩论选修课，
讲述辩论的基本技巧和辩论方式。

“不得不承认，国内学生大多以被

动学习为主，主动寻求学习渠道和资源

的学生还是少数。”赵承勇说，这就造成

不少大学生在临近毕业写论文时才发

现，不知如何查阅文献资料、总结观点，
这些基本学术能力极大欠缺。

“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属于

“公共辩论”，学术辩论的赛题与时事贴

近，核能、转基因食品、难民政策等话题

都会成为辩题，学生必须通过查阅论文

文献等学术资料，来搜集、整理和支撑

论点。
“学术辩论”的初衷之一，就是提升

学生的学术素养。上海交大附中辩论队

指导教师夏卫超说，如今的“综合素质

评价”给高中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

要学会做课题、做研究，还要能清晰表

达自己的观点， 面对专家评委的提问，
可以思维灵敏地回答问题。 这些能力，
都能在参与辩论的过程中得到提升。

“第五届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总决赛” 现场， 选手们准备充分， 展开激烈辩论。 （严心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掌握思想方法 了解数学之美
“非常数学”中学生夏令营在华东师大开营

本报讯 （记者张鹏）“学好数学可不

是简单地会做几道题， 而是要掌握数学

的思想和方法， 将数学知识应用于实际

生活和其他学科中，了解数学之美。 ”昨
天， 上海市核心数学与实践重点实验室

主任熊斌教授的一席话， 拉开了华东师

范大学“非常数学”中学生夏令营的序幕。
未来五天，300 余名热爱数学擅长数学的

中学生将在丽娃河畔与数学亲密接触。
此次公益夏令营由华东师范大学数

学系、 上海市核心数学与实践重点实验

室、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研

究中心共同主办， 营员由所在中学推荐

报名产生。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首次举办 “非常

数学” 夏令营。 谈及初衷， 熊斌说， 眼

下各种数学夏令营种类繁多， 有竞赛型

的 、 补课型的 ， 相比之下 ， “非 常 数

学” 夏令营更像是一个提升资优生数学

核心素养的定制平台， “要让学生们懂

得， 数学其实并不只是干巴巴的科学，
而是可以应用于生活的有趣的科学。”

上海艺术院团“出击”
世界一流国际音乐节

（上接第一版 ） 而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
上海交响乐团还将在奥地利蒂罗尔、 格

拉芬内格和著名的德国汉堡易北爱乐音

乐厅演出。 有乐评人认为： “这是中国

乐团一次高规格的海外巡演。”
作为文化部中德建交 45 周年系列

活动 “今日中国” 中的重要项目， 上海

歌剧院此番亮相德国萨尔布吕肯国际音

乐节， 选择了欧洲人最为熟悉、 也最为

挑剔的威尔第歌剧 《阿依达》 和贝多芬

《第九交响曲》 作为演出内容， 以显示

上海歌剧院的实力和自信。
“在得知 我 们 今 年 将 要 巡 演 歌 剧

《阿依达》 和贝多芬 《第九交响曲》 后，
萨尔布吕肯国际音乐节立刻表示浓厚的

兴趣， 并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前者是我

们与国际团队联合制作的， 而后者也是

我们连续多年与众多国际一流指挥家及

艺术团体合作的。” 上海歌剧院院长许

忠说， “主办方之所以选中这两部高难

度作品， 一是相信上海歌剧院的实力，
二是希望通过对西方经典作品跨民族跨

文化的演绎， 让音乐成为国际间合作、

友谊、 共赢的载体。”
将于 20 日在德国萨尔布吕肯上演

的音乐会版歌剧 《阿依达 》 由 许 忠 执

棒， 徐晓英、 韩蓬、 董芳、 杨小勇、 邓

超等主演。 而于此前的 18 日， 上海歌

剧院还将在萨尔布吕 肯 国 际 音 乐 节 分

会 场———法 国 的 迪 约 兹 上 演 交 响 音 乐

会， 除了由许忠执棒， 杨小勇、 韩蓬、
徐晓英 、 董芳担任领唱的贝 多 芬 《第

九交响曲 》 外 ， 还将与法国 指 挥 家 雅

克·梅西耶， 德国钢琴家、 亦是萨尔布

吕肯音乐节的艺术总监罗伯托·里奥纳

迪共同合作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第一钢

琴协奏曲》。
此次上海交响乐团赴欧演出， 在演

绎西方经典的基础上， 还特别推出了中

国元素作品。 比如这次上交在琉森音乐

节演出的开场曲， 是上世纪 30 年代面

世的交响诗 《北平胡同》。 作曲家以娴

熟的西洋音乐技法将京剧的过门曲调与

老北京胡同的喧闹声融为一体， 形成了

独特的艺术魅力， 观众可从中领略到纯

正的中国音乐传统。

明天，上海进入“书展时间”
（上接第一版） 今年书展主会场继续设

在上海展览中心， 2.3 万平方米的展场

内， 将汇集全国 500 多家出版社的 15
万余种精品图书。

值得爱书人关注的还有 900 多场文

化活动以及免费文学讲座。 其中， 国际

文学周将以 “科幻” 为主题， 邀请来自

全球的 30 余位作家展开对话。 “直播

上海文学地图 ” 诵读 活 动 中 ， 参 加 的

作家将在沪上九个文学地标 ， 持 续 朗

读十个小时。 沪上 17 家品牌实体书店

的 50 余家门店， 今年将作为上海书展

分会场 ， 同步举办一系列面对读 者 的

阅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