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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6月11日电（记者 吴
思思）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获悉，根据自治区应急管
理厅调运指令，6月9日，该局向北海市
紧急调运1万多件防汛救灾物资，支持
北海市合浦县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受强降雨影响，北海市合浦县山口
镇、白沙镇等防汛救灾工作形势严峻，
应急物资需求快速增加。接到指令后，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立即启动应
急物资紧急调运预案，组织自治区救灾
物资储备中心、广西粮运集团等快速统
筹人力和运力，紧急调度9台车辆从3
个物资仓库同时作业，连夜组织装运。
6月9日22时30分，首台满载200顶12
平方米单帐篷、280张折叠床的车辆率
先起运发往合浦县白沙镇。6月10日7
时50分，所有应急救灾物资全部安全
运抵合浦县山口镇、白沙镇。

据统计，本次紧急调运的防汛救
灾物资共计 10812 件，价值近 200 万
元，包括12平方米单帐篷200顶、折叠
床 2500床、蚊帐 2500顶、春秋被 2500
床、T恤 2500套、家用应急灯 500个、
手持扩音器 100 个、加强型冲锋舟 6
艘、应急移动照明灯塔2台、船外机专
用机油4箱。

新华社重庆6月11日电（记者 刘恩黎）装有约
500吨新鲜泰国榴莲的中老泰冷链直达跨境测试班
列11日顺利抵达重庆市江津区小南垭站，这也是泰
国榴莲首次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班列从境外直
达中国西部成渝地区。相比之前泰国与重庆之间的
传统冷链运输，此次运输方式进一步缩短了新鲜泰
国榴莲进入重庆市场的时间。

“这批新鲜榴莲7日从泰国发出，仅4天时间便
到达了重庆。”重庆国际物流集团市场部负责人王艺
桦介绍，以前重庆从泰国进口榴莲需要通过海运或
者铁路中转，此次冷链运输是“公路+铁路”的联运
方式，从境外通关后直达重庆，进一步提升了双边物
流运输效率。

“对于水果进口商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每一小
时都很关键，‘榴莲专列’有效让时间成本缩短 50%
以上。”重庆洪九果品公司首席运营官邓浩吉介绍。

据了解，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落地，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泰
国等东盟国家和我国的经贸往来越发密切。同时，
双边长期从事外贸生意的经营主体也进一步享受到
了政策“红利”。

邓浩吉表示，多元的贸易政策利好叠加，让外贸
企业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这意味着更新鲜的泰国
榴莲能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

新华社广州6月11日电（记者 田建
川 齐中熙）11日，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
道海底沉管隧道的最终接头顺利推出。
测量结果表明，该接头实现了与E24管节
的精准对接，标志着世界最长最宽钢壳混
凝土沉管隧道正式合龙。至此，分处珠江
口东西岸的深圳和中山在伶仃洋海底实
现“牵手”。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
枢纽工程，全长 24公里，集“桥、岛、隧、水
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长约6.8
公里，包含沉管段约 5公里，由 32个管节

及1个最终接头组成。
此前，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已由东西两

侧往中间依次沉放对接了 31个管节。6
月 8日，最后一个管节E23及最终接头从
珠海市桂山岛沉管预制厂出运，驶向施工
水域。至11日完成最终接头对接，历时近
70个小时。

最终接头的对接就像“海底穿针”，误
差要控制在“毫米级”。为了实现这一高
难度目标，建设者们历经 2年技术论证、1
年联合设计，在世界范围内首创了沉管整
体预制水下推出式最终接头新工艺。

10日 14时，最终接头顶推作业准备
就绪，在世界首创“千斤顶推出+水压推
出”双系统作用下，以每分钟 5至 10毫米
的速度缓慢推出。11日8时，最终接头实
现与E24管节精准对接。

负责施工的中交一航局项目负责人
介绍，最终接头推出过程中，项目团队创
新使用了水下双目摄影定位技术和水下
拉线技术，通过两者相互复核、联合解算，
为最终接头在海底安装对接提供了更高
精度的定位数据。

“在此次最终接头对接施工前，我们

通过基于北斗测量的控制系统，已经实现
了 15个管节的‘毫米级’平面安装精度。”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总工程师宋神友说，为
实现深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合龙所采取
的一系列创新举措，丰富了世界跨海沉管
隧道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扩大了
我国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

深 中 通 道 计 划 于 2024 年 建 成 通
车。届时，深圳与中山的车程，将从现
在的 2 小时缩减为约 20 分钟，深中通道
将成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
通大动脉。

11日清晨，随着“探索一号”科考船抵
达三亚，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第
一阶段考古调查工作宣告顺利结束。

历时20余天，21个潜次工作，一次没
有先例可循的考古调查。神秘的古代沉
船，历经500多年等待后，与深海考古队相
约在万顷碧波之下。

开启深海考古新篇章

2023 年 5 月 20 日，南海西北陆坡约
1500米深度海域。

搭乘“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中国
文物工作者将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布放在
海底。这标志着本次调查工作正式启动，
我国深海考古的新篇章由此开启。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
2022年 10月 23日上午，“深海勇士”

号正在执行第500潜次任务。母船驾驶室
里，水声通信系统忽然传来潜航员发自海
底的惊呼：“发现大片陶罐！”“数以万计！”

近7个月后，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
政府等发布消息：

我国南海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分别被
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
北陆坡二号沉船，保存相对完好，时代比
较明确。其中，一号沉船文物以陶瓷器为
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
过十万件；二号沉船则发现大量原木。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
“这一重大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
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对中国海洋史、
陶瓷史、海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等都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3家单位联合组
成深海考古队，分3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工作。

被布放在一号沉船核心堆积区西南
角的水下永久测绘基点，成为考古记录发
掘的基准。

这项调查令人神往——
乘坐着载人潜水器，下至常规潜水无

法达到的深度调查、记录、研究遗址，提取
文物和样品，亲眼目睹如山般堆积的陶瓷
器……深海沉船，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极
为难得的机会。

这项调查背后是规范与细致——
出水文物在哪里清洗、如何运送、谁

负责保管，下潜作业时携带哪种型号的相
机进行记录较为合适，是否有足够的硬盘
进行资料存储与备份，队员们工作日记的
格式，甚至出水文物和样品采取什么方式
进行编号……每一个细节，大家都要认真
讨论、最终确定。

“意想不到的状况随时会出现，每个
队员都不会轻松，挑战是巨大的。”项目领
队宋建忠说。

深海考古是世界水下考古研究的前
沿领域。我国的水下考古自 1987年起步
以来，大多集中于40米以浅海域工作。

2018年1月，“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
在三亚成立。2018年4月、2022年8月，两
次深海考古调查先后在西沙群岛北礁海
域、西沙海槽海域成功实施，我国水下考
古打开了深海之门。

人们翘首以盼：在那深蓝之下，会不
会有重量级的遗珍以供考古调查？

现在，他们等来了这一刻。

科技与考古紧密携手

“8时，能见度 7级，东南风 3级，浪 2
级……”“探索一号”值班船员从容记录着
航海日志。

甲板上，潜水器准备、A架测试、小艇
布放、挂缆解缆……“深海勇士”号准备出
发，各部门工作环环相扣，如同经过精密
设计的齿轮紧紧咬合。

参加本阶段调查的深海考古队成员
约30人，分别来自考古、文物保护、地球物
理探测、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机械电子等
领域，大家分为6个组完成调查任务。

6个组的队员们协同作业，正是科技
与考古携手并肩的生动写照。

他们彼此分享——
“我们将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

要求开展工作，以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为基
准，进行三维激光扫描、摄影拼接、影像记
录、分类提取文物等。”副领队邓启江给科
学家们“科普”考古知识。

“我们可以采集不同介质附近的沉积
物和富集水体样本，开展沉积通量和同位
素化学的研究，也可以开展高通量测序和
微生物培养，了解环境中的微生物类群，
评估相关微生物可能对文物产生的影
响。”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陈顺介绍着自己的工作计划。

他们热烈争论——
考古工作者说：“不要着急提取文物，

我们要复原船沉没的历史过程，对文物分
布要做比较精准的定位。”

科学家说：“对海底遗址进行亚米级的
定位和厘米级的测绘？这道题‘超纲’了啊！”

他们并肩“战斗”——
每次 8至 9个小时的下潜中，考古工

作者集中精力观察、记录、研判，潜航员则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要求开展激光标尺测
量、多角度影像采集、操纵机械手提取文
物和样品等工作。

“挑战在于，很多工作没有第二次机
会。比如提取文物，操作不当就会造成无
可挽回的遗憾。”潜航员李航洲说，“我们
潜航员团队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执
行这次任务。”

每一位参与调查的队员，都分外珍惜

这次机会。
摄影摄像组队员李滨曾参加 2018年

我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人们依旧清晰
地记得，那一年，当第一件取自深海的文
物被“深海勇士”号带回，这位50多岁的水
下考古“老兵”毫不犹豫地穿上潜水服、跳
入海中，将之紧紧抱在怀里，唯恐有失。

这一次，李滨用镜头忠实记录着“科
技与考古紧密携手”的一个个瞬间。他
说：“我们留下的所有历史记录，要经得住
未来的检验。”

没有先例可循

14时30分，海天一色、骄阳似火。
“探索一号”319会议室里，科学例会

正在召开。每天的这个时间，队员们都会
聚在一起，审看前一个潜次带回的视频资
料，讨论下一潜的注意事项。

“在如此深度的海底、对如此规模的古
代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国际上没有
先例可循。”项目副领队陈传绪说。这位研
究地球物理探测的科学家，也着迷于研究
明代航海家郑和。他期待对沉船的调查能
有助于解开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之谜。

但是挑战重重。在深达 1500米的海
底，任何一件看似简单的工作都会变得无
比艰难。

比如，文物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的
一号沉船，在哪个位置提取文物最好？

如果在文物散落区提取，则会丢失一
些能研究沉船沉没过程的历史信息。

如果在文物核心堆积区提取，“深海
勇士”号只能悬停在文物堆积处之上，太
远机械手够不着，太近又可能影响文物安
全，提取过程万一引起文物堆积的破坏，
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不停地测试、
小心地摸索。

在数据处理中心，资料汇编组队员岳
超龙的电脑彻夜运转。他将一次次下潜
带回的影像素材用于数字影像三维拼接，
一张“沉船全景图”日渐清晰；

地球物理探测组队员黄泽鹏反复观
看影像资料，将一件件水下文物的精准定
位标注在图上；

文物保护组队员刘胜和李剑一遍遍
检查文物现场保护所需的各种设备、工具
和材料，做好万全准备……

烈日炙烤，所有人都在迎难而上。
6月 2日，“深海勇士”号在二号沉船

遗址成功提取两根原木；
6月 4日，借助新型柔性机械手，“深

海勇士”号在一号沉船遗址成功提取青花
八仙纹罐、青花麒麟纹盘、白釉盖钵、青釉
盖罐等一批文物；

6月8日，经过前期多次努力，长基线
信标全部布放入水并在夜间完成标定，准

备启用；
……
漂航海上的“探索一号”，见证着挫折

与焦虑、汗水与希望。这艘船从诞生第一
天起，便以探索者为荣。

一个新的起点

夜幕降临，结束了一天任务的队员们
仰头望去，漫天繁星闪耀苍穹。

曾几何时，先民们在同一片星光下扬
帆远航，书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篇章。
那些跨越山海的壮举，早已深深镌刻进中
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在20多天的第一阶段调查中，深海考
古队完成一系列工作——

对一号、二号沉船进行了大范围的水
下搜索和调查，200 多件文物被安全提
取。文物工作者将对它们进行全面研究，
解读其中蕴藏的历史信息；

完成一号、二号沉船核心堆积区的三
维激光扫描和摄影拼接；

开展潜载抽沙、吹沙实验，长基线定位、
柔性机械手等“黑科技”应用于深海考古；

深海考古水面日志、深海考古下潜科
学报告、出水文物登记表……深海考古工
作规范逐步建立。

“这是我梦一百次、一千次也不会想
到的景象。”邓启江完成下潜工作后兴奋
地说。

梦想，是指引前行的星光。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船体的状况，下一

阶段要请研究船体的专家加入深海考古队”
“接下来应该对一号沉船进行分区域、分类
别的精细化调查”“根据提取文物的大小，可
以开发更多型号的柔性机械手”……谈起未
来的工作，每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思路。

第一次坐在潜器舱内，测绘记录组队
员王万峰激动又忐忑。潜航员们过硬的专
业技能、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让这位“90
后”水下考古工作者印象深刻：“回去之后，
得抓紧时间学习海外贸易史、陶瓷史、古代
造船史……我要把相关专业知识都学起
来，为以后的深海考古调查做准备！”

浪潮翻涌，有多少文明传奇还隐藏在
浩瀚深蓝之下。

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风雨中探索出
一条条通向远方的航路？在通往异国他
乡的航路上，有着哪些文明交流的动人故
事？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海洋篇章里，
深海考古事业面对的，还有数不清的历史
之谜、数不清的难题挑战。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总是回
响在副领队张凝灏的耳畔，他说：“这个阶
段调查的结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新华社南海“探索一号”科考船6月11日电）

按照大脑指令可做出灵活动作
的智能仿生手，帮助肢体缺失患者
重建手部运动功能；会学习的农田
打药机器人能在雨雪、低能见度等
恶劣条件下自动驾驶作业；宠物型
机器人可以陪伴老人和小孩，有温
度地进行情感交流……

正在浙江杭州举办的 2023 全
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上，形形色色
的人工智能概念和产品吸引众多目
光，与会专家就人工智能话题展开
探讨，描绘未来发展图景。

智慧生活可感可触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和杭州市
政府主办的此次大会，吸引了国内
外近300位业内专家和70余家企业
参会。穿梭在大会展区内，日新月
异的人工智能技术可感可触，生产、
医疗、教育等越来越多领域都能看
到人工智能的身影。

简单输入文字，几秒就能生成
图画、创意、文本等，百度“文心一
言”“文心一格”、科大讯飞“讯飞星
火认知大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
产品，通过自然对话方式理解和执
行用户任务，吸引众多参展观众体
验，展现了人工智能更广泛的应用
前景和巨大的赋能潜力。

让截肢患者可以像控制自己的
手脚一样控制假肢，帮助孤独症患
者提升社交沟通与行为能力，助眠
舒压、改善睡眠质量……在强脑科
技的展台上，公司展出了智能仿生
手、智能灵巧假腿、脑机智能安睡仪
等多款脑机接口产品。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产品目前
已在康复、大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被应用，智能仿生
手等产品已累计帮助上千名残疾人回归正常生活。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这个时代。”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戴琼海在大会上
表示，机器人已大规模应用于自动装配生产线，自动
驾驶车辆已可以在城市道路行驶，以深度学习为代
表的人工智能推动了科技、医疗、电子、金融等行业
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体现了很强的赋能作用。

不断拓宽应用场景“智”绘未来

从电商、搜索，到对话、产业场景，我国的人工智
能大模型正逐步落到应用层面。未来，随着技术不
断迭代更新，其应用场景将更加广泛。

从虚拟数字人到外骨骼机器人，主打陪伴的机
器人将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相关领域的发
展，外形、交互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甚至情绪感知能力
都将得到很大提升。2022年，科大讯飞正式宣布启
动“讯飞超脑 2030计划”，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懂知
识、善学习、能进化，让机器人走进每个家庭。

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宏描述了人工智
能在音乐艺术领域的应用前景——“复活”3000首
中国古琴曲。中国古琴曲有特殊的记谱方式，主要
记录指法和音位，不记录每个音的具体值，仅凭曲谱
不能直接演奏，需要转化成可演奏的琴曲。

“这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
科技系一位博士生的研究课题，该项目将人工智能
等前沿科技应用于古琴领域，通过深度学习古琴古
曲，建立古琴数据集并完成古琴琴谱数字化的底层
工作，推动古琴文化保育与传承。”管晓宏说，人工智
能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

与会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拓展人类发现、理
解与创造的能力。未来，它的发展要承担起赋能生
活、提升幸福感的使命。

智脑同飞促发展

在与会嘉宾看来，人工智能要加速发展还有很
多瓶颈问题要解决。未来的人工智能应该具备对大
场景、多对象、复杂关系的精准理解，这样才能弥补
现有人工智能的不足并推动其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从脑科学出发，构建新一代人工
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戴琼海表示，应加快脑科
学基础研究，智脑同飞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数据、
算法与算力是发展支柱。戴琼海说，当前，算力的优
化与创新刻不容缓。人工智能进入了交叉时代，除
了向物理要算力，还要向脑科学要算力，比如类脑计
划，希望通过模拟脑科学里的机理提升算力。

人工智能加速变革的同时，针对其伦理规范、风
险框架等方面的探索同样被广泛关注。与会嘉宾表
示，要强化伦理风险治理，促进国际合作交流，让人
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

□ 新华社记者 魏董华
（新华社杭州6月11日电）

相约千米深蓝 探秘海丝遗珍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第一阶段考古调查纪实

深中通道完成“海底穿针”深圳和中山在伶仃洋海底实现“牵手”

广西调运1万多件应急
物资支援合浦防汛救灾

6月11日，游客在曲院风荷景区欣赏荷花。
近日，浙江杭州西湖荷花进入盛花期，西湖水域24块荷区约150亩荷花渐次开放。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泰国榴莲
搭上“快车”进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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