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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获批
设立量子科技博士点

科技赋能传统文化 展开非遗多彩画卷

11月27日0时4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1D”卫星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白肖飞 摄

速度滑冰、跳台滑雪、冰球比赛……这些冬奥会
项目你一定不陌生。但是，由皮影戏创作出的“冰雪
运动会”你见过吗？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人们对冰雪运
动的关注度逐渐提升，皮影戏《寻找雪姑娘》片段“冰
雪运动会”也登上了央视戏曲频道。“拿线”艺人们操
纵着竹签，用古老的非遗艺术与冬奥题材相结合，将
诸多冬奥会项目呈现在观众面前：只见这些不同衣
着、大小各异的影人们时而踩着滑板表演起滑雪动
作，时而又手持冰球杆打起了冰球……模样栩栩如
生、惟妙惟肖。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以
越来越多元化的方式开始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
仅是“国潮风”的兴起，现代科技也为保护非遗文化
提供了新的方向。

梦幻联动实现非遗“整活”

在先前的“双十一”热潮中，京东联合非遗机构
打造了一场全新的梦幻联动——《整活》。短片《整
活》携手多位手工艺人，用古今结合的方式，让人们
看到了非遗多元化的可能性。

短片的第一幕：“皮影戏×投影仪”。在我们传统
认知里的皮影戏是戏剧的另一种演绎方式，而在短片
中，当皮影戏结合投影仪也可以用游戏的方式展示出
来，让小朋友和年轻人也一样能够看得津津有味。

第二幕：“木雕×机械键盘”。短片里的木雕不
再局限于建筑和家居，也可以为桌面美学注入新灵
魂，比如你的键盘。

第三幕：“唐卡×VR”。在与VR的联动中，唐卡
不再是一针一线的传承，也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再现
传奇。

通过这三组科技与传统非遗的联动，充分展示
了创新的美好，成功实现非遗的“整活”。相比其他
非遗联动，此次联动通过科技的方式打开非遗，给观
众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和灵感来源，同时也为科
技带来了新的想象力。

动作捕捉精确再现非遗场景

在传统的非遗歌舞保护中，录制视频、音频是主
流方法。然而，视频对观看角度有较大限制，观众难
以看到细微的动作全貌，而且录制技术和录制设备
质量也会影响效果。所以，只有将民俗舞蹈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使其得到更完美的复制，才能摆
脱非遗传承过分依赖传承人的困境。

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传统仪式“撒叶儿
嗬”（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
例，长阳县资丘镇民族文化馆在通过统一的筛选和
培训后，选出了表演“撒叶儿嗬”动作最为规范的三
名传承人，让他们在华中师范大学的三维动漫实验
室里担任动作捕捉的模特。

随后，团队人员利用摄像头将
这三名非遗传承人的动作记录下
来，并转换成了动画，再逐步修正动
作的失误，确保最终

呈现出原汁原味的“撒叶儿嗬”。如今，打开“撒叶儿
嗬”动漫展现软件，观看者就能够随意切换动作角
度、选定不同的人物角色，以便学习团队表演中每个
人的动作。

不仅是歌舞，通过技术手段，更多的非遗项目也
逐渐开始“解锁”。比如在扬州市木偶剧团的制作车
间里，某社会实践团队全景式地拍摄了杖头木偶制
模、开模、组装、服饰缝制、面部化妆等全套制作工
艺。之后，观众在观看VR全景视频时，就能够更全
面地看到、听到所在场景的一切内容。

三维动漫贴近儿童走进大众

如今，更多非遗保护的重担落在了新一代年轻
人的肩上。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将科技赋能于传统
文化，能让非遗以更轻松、更简单的方式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加入传承与保护行列。

依旧以“撒叶儿嗬”为例，通过三维动漫技术，可
以将人物形象进行卡通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能够
增加儿童的接受度，让其在儿童中的传承更顺利。
同时，三维动漫技术也在这些濒临失传的非遗文化
中注入了新的活力。

过去，受旧观念影响的人们是不允许女子唱跳
“撒叶儿嗬”的，但如今，非遗文化的大规模普及与
传承早已将这样的禁忌打破。唱跳“撒叶儿嗬”不
但不再受任何限制，反而一度被改编为广场舞，成
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

（本报综合）

近日，全球首例光学导航机器人辅助全口无
牙颌种植及数字化即刻修复手术在北京完成。借
助机器人的力传感功能、随动功能及光学跟踪定
位系统等多项前沿技术，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
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宿玉成团队成功完成了该
种植修复手术。

据宿玉成介绍，手术通过精细完善的术前
数字化手术方案规划，借助手术机器人完成自
动校准、自动提拉、自动下钻等动作，以不翻瓣
的微创形式为患者精准植入 12 颗种植体（上、
下颌各 6 颗），种植体植入位置完美，稳定性良
好，最大程度实现了微创的目标，降低了手术风
险，提升了医患治疗体验。

（本报综合）

近日，央视新闻联合百度智能云推出的央视总台
首个AI手语主播正式亮相。从北京冬奥会开始，该
AI手语主播将全年无休用AI智慧为听障用户提供手
语服务，让他们快捷地获取比赛资讯。

据悉，AI手语主播从表情、口型、毛发、服饰身
形五大维度打造3D高精超写实的数字人AI模型，
让AI驱动的数字人表情则更加亲切自然。AI手语
主播掌握的手语词汇规范都来自《国家通用手语词

典》，在经过长时间的智能学习后，已经能够为观众
提供专业、准确的手语解说，其口型合成准确性高
达98.5%。

“随着AI技术的更迭和进化，3D虚拟场景不断
拓展，冬奥AI手语主播的工作空间会更大。也许不
久AI主播会走出演播室，在不同场景中更好地满足
新闻呈现多样化的需求。”相关项目负责人表示。

（本报综合）

AI手语主播
用人工智能技术跨越声音的障碍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 徐海涛）记者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获悉，日前该校的量子科学与技术博
士学位授权交叉学科通过国家审批。这个量子科
学与技术方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标志着该校在
量子科技领域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迈
入系统布局、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据悉，20世纪90年代初，中科大在国内率先
开展了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截至目前，该校已建
有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中国科学
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微观磁共振重
点实验室等，为量子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
提供了支撑。

全球首例光学导航机器人
让无牙颌手术更微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