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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英才故事

重庆英才·名家名师白九江：

推进考古关键技术研究 让文物“活起来”
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不久前，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评选结果揭晓，重庆巫山大溪遗址成功
入选。那一刻，作为大溪遗址考古的深
度参与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白九江十分欣慰。

“大溪遗址凝结着数代中国考古专
家们的共同心血，我只是有幸参与其
中。”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与白九江一起走进他的“田野
春秋”。

1996年，白九江从南京大学考古系
毕业，后进入到重庆文物考古所（现重庆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巫山大溪、丰都玉溪坪、冉家路口等
遗址、墓群，三峡工程、乌江彭水电站等
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文物调查与保护，
重庆古城门城墙调查、重庆水下文化遗
产调查研究……20多年来，白九江领队
主持近30项田野考古项目，撰写考古报
告40余篇，独著、合作出版专著10余部，
发表各类研究论文50余篇，在重庆考古
中填补了大量空白。

谈起多年的考古经历，白九江记忆
犹新的还是大溪遗址。

“大溪文化的遗址广泛分布于三峡
地区、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距今
6500-5300年。”白九江介绍说，大溪遗

址是大溪文化的命名地，是重庆境内最
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溪遗址
位于巫山县大溪乡大溪村。20世纪20
年代，大溪遗址被国外探险者发现。
1958年起，几代国内文物工作者对大溪
遗址先后进行多次考古发掘。2000年
起，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市文物考古所
组织专业力量对大溪遗址持续进行了大
规模考古勘探、考古发掘工作。

“大溪遗址的海拔，意味着在三峡工
程蓄水后将永沉在库底。”白九江说，为
在遗址被淹没前再探究其价值，国家将
其列为三峡地下文物A级发掘点，在淹
没前进行最后一次发掘。2000年，刚参
加工作没几年的白九江，被任命为大溪
遗址抢救发掘项目实际负责人。

三峡文物抢救性考古发掘时期，全
国各地考古工作者纷纷前来支援，每支
队伍都争分夺秒地工作，大溪遗址发掘
现场也不例外。因交通、通讯极为不便，
大家只能自带行李、工具长期驻扎。受
场地限制，驻地与发掘现场分别在河流
两岸，白九江和同事们只能每天坐船往
返。雨季时常会遇到洪水，队员们乘坐
的小船往往随江水漂流。在这样的条件
下，大家硬是咬着牙坚持了4年，最终如
期完成考古发掘任务。

现在，白九江和他的团队在深入开
展考古研究的同时，将重心向文物修复、
成果创造性转化、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
倾斜。“重庆三峡考古出土了18万余件
文物标本，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文物修复
行动。”白九江介绍说，修复后的三峡出
土文物将进一步得到展示和活化利用。

2018年底，白九江被任命为重庆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院长（主任）。2019年入选“重庆英
才·名家名师”后，白九江充分发挥带动
作用，借助重庆“塔尖”“塔基”人才政策，
带领团队成立了“英才工作室”，牵头组
织英才团队人员申报各项科研课题，建
立专家精准联系服务机制，团队文物修
复保护关键技术成果获2020年度重庆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同时，白九江还将更多精力投入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牵头开展了三峡工程消落带、基本建设
文物保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
大遗址和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和方案，
并从制度建设、管理体系等方面，带领团
队开发文物巡查系统、考古管理信息系
统，推进文物科技保护、科技考古关键技
术研究，并致力于让文物“活起来”、考古

“火起来”，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2月11日，第二十三届中国机器人
及人工智能大赛暨2021明月湖创新论坛
在两江协同创新区举行，十余位来自全国
的专家学者和行业领袖汇聚重庆，纵论机
器人与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行业发展情
况。

重庆如何把握机遇，发展机器人与人
工智能产业？与会嘉宾给出锦囊妙计：布
局产业、用好资本、把握趋势。

布局产业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

业化正当其时

经过近年来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
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
走进生产生活。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
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立宁表
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产业化正当其
时。

孙立宁以智能制造为例，指出机
械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装备，当前全球
工业经济的装机量超过 40%，亚洲成
为智能制造发展的主战场，中国是前
沿阵地。

不仅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
方面发展也非常迅速，产值年增长速
度达 30%。孙立宁认为，以上两个数
据，表明机器人产业的前景是“星辰大
海”。

因此，重庆应该抓住机遇布局相关产
业，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推动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实现产业化。
在产业布局中，工业机器人要向智

能化、可协作发展，关注人机协同作业
能力；服务机器人的趋势是物美价廉，
要做到“像家电一样便宜、像博士一样
聪明”。

用好资本
既需有为政府，也需

有效市场

作为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机器人
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往往需要较高的投入
和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因此，能否得到资
本支持，是关乎大多数团队创业成败的大
事。

“技术是‘种子’，资本就是‘化肥’。”
孙立宁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资本的重
要。

他举例说，在浙江、广东、上海、江苏
等地，地方政府在机器人领域的投资非常
大，这些地方在该领域的发展也取得了领
先，全国机器人公司的总量，这四省市占
据了前四位。

另一方面，有效的市场同样必不可
少。松禾资本联合创始人厉伟讲述了市
场资本发掘出目前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
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并在各阶段帮助其
发展的故事。

他指出，聪明的资本，要做企业的欣
赏者与好帮手，当好企业的参谋，与企业
密切互动，共同成长。

把握趋势
让机器人更聪明，量子

科学是重要技术手段

当前，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
出哪些趋势？不少嘉宾纷纷给出自己的
观点。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沈
阳自动化所研究员刘连庆认为，机器人正
在越来越突出“人”的特征。

他指出，过去的机器人是刚体的、干
燥的、固定的，而未来的机器人更为智能
和灵活，同时也应该是柔体的、湿润的、生
长的，要实现这一变化，关键是生命系统
与机电系统的有机融合，通过生命系统与
机电系统在分子、细胞和组织尺度上的融
合，实现具有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能量转
换和驱动能力的新一代机器人系统。

如何让机器人更聪明？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欧洲科学院
外籍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技术院
士焦李成认为，可以使用量子科学的技术
手段。

他指出，当前欧美许多国家都将量子
科学视为极重要的科研领域。量子智能
计算可以突破传统计算在面临海量数据
和不完全数据时的能力瓶颈。在未来，量
子科学与自然智能、计算智能、神经科学
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将是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等领域实现长足发展的重要路
径。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专家学者在渝建言

重庆发展机器人产业要用好“三招”
重庆日报记者 王天翊

白九江。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摄

人物名片

白九江，男，四川华蓥人，1974
年生，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长期从事三峡考古、重庆文化
遗产保护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巫山
大溪遗址、重庆古城门城墙调查等
重要考古工作，其中巫山大溪遗址
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曾两次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
奖”，所带领团队获2020年度“感动
重庆十大人物”特别奖。

12月11日，第二十三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暨2021明月湖创新论坛在两
江协同创新区举行。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