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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小盼在修复文物。
受访者供图

谢征海（左二）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谢征海：

为城市建设提供高质量测绘服务
重庆日报见习记者 张凌漪

凡小盼：

用现代科技为文物“诊脉疗伤”
重庆科技报记者 李彦霏

如果把文物保护实验室看作一所
“文物医院”，凡小盼就是这里的“医生”，
她要对一件件文物“诊脉”，并评估保存
状况。近日，记者见到凡小盼时，她正在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
实验室观察青铜器腐蚀产物。

凡小盼是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
学院教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
技考古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
理事。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文物“诊脉
疗伤”，利用科学技术让文物“起死回
生”，重新焕发光彩。

2010年，凡小盼博士毕业后来到重
庆。之后的9年时间，她都在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从事科技考古和文物修复工
作。2019年10月，凡小盼调任重庆师
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从事科技考古
与文物保护技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这些年修复的文物，基本都有做过
分析，最基本的就是腐蚀产物分析，这样
做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保护文物的方法和
途径。”凡小盼指着一件青铜器上锈蚀的
纹路说，要具体分析它的成份，就要给它

拍X光片，我们有专门给文物拍X光片
的仪器。她介绍，像这样高精尖的文物

“体检”仪器，还有很多，比如利用三维视
频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和扫
描电子显微镜等，对出土的青铜钫残片
进行微观形貌观察和锈蚀物结构成分分
析。

科技能为文物“诊脉疗伤”，还能证
实新的研究。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冶金
起源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由
西南亚传入，但他们忽略了中国最早的
一批人工制备的合金——黄铜。

2007年-2010年读博期间，凡小
盼在导师王昌燧（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的
指导下，和团队一起对中国早期黄铜冶
炼工艺进行了研究。通过系列模拟实
验，他们制作出黄铜实验样品，并将模
拟实验样品和姜寨出土的黄铜片进行
了X射线荧光分析面扫描对比分析，得
出了中国最早的人工冶炼金属“姜寨黄
铜”为固体还原工艺制成的结论。
201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发布了
这一项关于姜寨黄铜的研究成果，该结
论有力支持了中国冶金起源“本土说”，
也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

“金相样品制作相当有难度。在做
金相样品分析之前，要对样品镶嵌、打
磨、抛光。”凡小盼回忆道，“当时我打磨
模拟的黄铜样品，好几个月都在做这件
事。有时候真的特别累，但坚持过来就
好了。考古的意义，是了解过去，填补空
白，跟文物打交道，没有太多的捷径，但
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初夏时节，重庆轨道四号线二期建设
如火如荼，渝北区一处正在施工的隧道
里，施工方正加紧打磨隧道墙体。

来自重庆市勘测院的技术人员搭着
关节梯，将十多斤重的全站仪安放到测量
控制点上，熟练地将掌上电脑连上全站
仪。技术人员启动勘测内外业一体化系
统，全站仪即可采集工作现场的各种勘测
数据。这时，掌上电脑屏幕上清晰地显示
当前数据，技术人员在现场就可以基本完
成勘测数据采集处理工作。

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勘测工作
却没有这样方便快捷。那时，野外勘测的
传统作业模式主要依靠手工记录、铅笔绘
图，技术人员回到内业后再扫描矢量化、
人工输入各种勘测数据到计算机，不仅作
业过程繁琐，工作量大，而且人工录入容
易出错，返工率高。

为此，从1998年开始，重庆市勘测院
副院长、重庆市工程勘察大师谢征海在全
国率先提出研究开发勘测内外业一体化
系统，并组建带领研发团队进行技术攻
关。

“那几年，大伙儿白天外出勘测，晚上
又回到办公室熬夜编程序、研究算法，研
发这套系统没有先例借鉴，大家只能摸着
石头过河，边开发、边测试、边试用。”谢征
海回忆。

2006年，勘测内外业一体化系统终
于研发成功，并在市内外全面推广。

谢征海说，有了勘测内外业一体化系
统，外业只需要两个人就能在测量的同时
完成数据录入与处理，回办公室后技术人
员只需一两个小时简单编辑与质量检查，
第二天即可向用户提交成果，效率明显提
升。

如今，随着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团
队还不断探索、升级适应新载体的一体化
系统版本。

“我们最初采用笔记本电脑来运行勘
测内外业一体化系统，但笔记本电脑耗电
快、携带不便。后来，我们找到了轻便的
E500电子计算器作系统运行载体，解决
了携带不便的问题，但是这种计算器的图
像范围小、分辨率低，外业图形查看非常
费劲。现在，我们研发出了适用于大屏
幕、高分辨率、轻巧的掌上电脑运行勘测
内外业一体化系统。”谢征海说，目前该系
统已在全国广泛应用。

20多年来，勘测内外业一体化系统
为城市勘测、规划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保障。谢征海和市勘测院的技术人员
一道，带着装有勘测内外业一体化系统的
掌上电脑“上天入地”，先后完成我市多项
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市政基础设施勘测
工作，为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大剧院、解放
碑地下环道等重大工程建设提供高质量
的测绘服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上接02版）他表示，如果能探索出一
种新的校企人才合作模式，把高校相
关专业的优秀人才直接放到企业的研
发岗位上来，可以使理论与实践更好
地结合，培养高端科技人才，解决高科
技企业的人才储备问题。

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以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
速发展。“面向未来，我国亟需大量掌
握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科技人
员。”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
长王丽丹建议：增加各高等院校的人
工智能相关专业本硕博招生计划名
额；多方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支持社会
机构拓展人工智能培训的广度和深
度；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
课程，鼓励研发针对中小学阶段的教
学资源。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周迎春谈到，作为人才培养
前端的基础教育，要在创新人才培
养上精心谋划，从科技课程建设上
下功夫，让科技课程成为滋养学生
科学素养的沃土；从科技教育工作
者队伍建设上下功夫，让科技教育
融入青少年日常生活。这样，才能
更早地萌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更系
统地涵育学生的创新精神，更好地
奠基学生的创新素养，在培养能够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有
所作为。

（上接01版）要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
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
等制度，做到不论资历、不设门槛，让有真
才实学的科技人员英雄有用武之地。

习近平指出，要构建开放创新生态，
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科学技术具有世界
性、时代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要统筹
发展和安全，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
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聚焦气候变
化、人类健康等问题，加强同各国科研人
员的联合研发。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
理，贡献中国智慧，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
福祉，让中国科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
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当今世界的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
视人才自主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一批创
新团队，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我国教育是能够培
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要构
筑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完
善高端人才、专业人才来华工作、科研、交
流的政策。要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
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决不能让科技人
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迎来送往
活动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动上，
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活动上。

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是国家科学技术界和工程科技界的最

高学术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发
挥两院作为国家队的学术引领作用、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作用、创新人才培养作用，
解决重大原创的科学问题，勇闯创新“无
人区”，突破制约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发
现、培养、集聚一批高素质人才和高水平
创新团队。要强化两院的国家高端智库
职能，发挥战略科学家作用，积极开展咨
询评议，服务国家决策。

习近平强调，中国科协要肩负起党
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
责，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
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
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更广泛地把广
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弘扬科
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要坚持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增进对国际科技界的开
放、信任、合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
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要深化院
士制度改革，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
性、学术性，维护院士称号的纯洁性。希
望广大院士做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表
率，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表率，坚守学术
道德、严谨治学的表率，甘为人梯、奖掖后
学的表率。广大院士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召唤，敢为人
先，追求卓越，坚守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
甘做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为党、

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不懈奋斗。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

尊重人才，对院士要政治上关怀、工作上
支持、生活上关心，认真听取包括院士在
内的广大科研人员意见，加强对科研活动
的科学管理和服务保障，为科研人员创造
良好创新环境。

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我们党在各
个历史时期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总
结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新的历史性成
就，分析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演化趋势，明确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的重点任务，对更好发挥两院院士和中
国科协作用提出殷切希望，具有很强的
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认真学习领
会，深入贯彻落实。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十
大会议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