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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全球产业发展

第二十四场学术报告会 5

月 29 日下午举行。聚焦全球产

业发展，管理学院教授吴肖乐、

芮明杰分别以“基于数据的产

业链供应链洞见与探索”“认知

未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题

作学术报告。

“怎么样衡量产业链的韧

性？”报告伊始，吴肖乐的提问开

门见山。她的答案是让数据“说

话”，读懂多方数据资源。带着近

期开展的两个研究工作，吴肖乐

与现场师生一起探讨了基于数据

的产业链供应链分析方法。

针对未来产业布局谋划与

发展，芮明杰建议加强未来学

学科构建、对未来科学技术发

展 和 未 来 产 业 进 行 预 见 性 研

究，重视复合人才培养、深化创

新制度的创新以及对重点通用

技术、应用技术和工艺生产技

术的连贯性投入。

非虚构摄影与文化想像

摄影不仅是一种“术”，其背

后还有一门“道”。第二十五场

学 术 报 告 会 5 月 29 日 下 午 举

行。新闻学院教授、原主讲人顾

铮因身体抱恙无法到现场作报

告，新闻学院广告学系主任、副

教授李华强延续“摄影”这个主

题，带来题为“非虚构摄影与文

化想像”的报告。

依照传统社会纪实摄影、

新纪实摄影、非虚构摄影的发

展脉络，李华强分别对三者做

了介绍。谈及非虚构摄影的创

作时，他认为，非虚构摄影应有

持续性、历史感、文献性。“首

先，非虚构摄影需要持续去拍，

不能一次拍完，也不能每天拍

不同的碎片化的东西。其次，

非虚构摄影需要有历史感知，

能为未来的观众创造意义。再

次，非虚构摄影需要文献感，能

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材料。”

打造新工科发展新动能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人类

未来会走向何方？在 5 月 30 日

举行的校庆系列学术报告会“持

续推动融合创新，打造新工科发

展新动能”新工科专场上，复旦7

位科学家分享所在领域前沿进

展，为听众打开一扇扇未来科技

之窗。

集成芯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

验室主任、芯片与系统前沿技术

研究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刘明，光

伏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学

术带头人、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院长、教授詹义强，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教授颜波，新一代集成

电路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副主

任、微电子学院副院长、教授周

鹏，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副

所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他得安，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院长、教授徐丰，工程与

应用技术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方虹

斌先后作报告。

复旦大学原校长、新工科建

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科院

院士许宁生，校长助理、科研院院

长、中科院院士马余刚出席报告

会。副校长徐雷主持报告会。

刘明介绍，增加集成度、提升

性能、降低功耗，是集成电路技术

发展的核心目标，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晶体管尺寸的持续微缩驱

动了集成电路技术的快速进步。

材料、器件结构、光刻技术、封装，

乃至EDA工具，都在集成电路尺

寸微缩的历程中不断进化。

詹义强在题为《柔性高效稳

定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的报

告中指出，当前，全球能源和环境

问题突显，统筹开发钙钛矿电池，

能够有效提升太阳能光伏产品及

技术供给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当前，AIGC（即“生成式人工

智能”）正在颠覆各个领域的科学

研究，也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

颜波在题为《AIGC 新引擎及其

多学科交叉融合应用》的报告中

介绍，AIGC 包括算力、数据、算

法三大要素，其技术已演化出孪

生、编辑、创作三大前沿能力。

AIGC+X 的范式能够为科学研

究提供新方法、发现新材料、产生

新数据。

周鹏介绍，二维半导体具备

独特的电学、热学、化学和光学特

性，有望实现最终的栅极长度缩

放 ，可 用 于 构 建 紧 凑 的 后 道

CMOS 电路（CFET），基于实验

室的超大尺寸2D晶体管表现出

了良好的性能，工业规模生产

2D-FET的途径也正在开发中。

二十多年前，骨骼是超声

诊断的“禁区”。他得安所在团

队挑战“禁区”，在骨超声研究

上取得较大进展。此次，他带

来题为《骨骼系统的超声评价

与调控》的报告。面对重重挑

战，他得安团队提出了蜂窝状

的松质骨超声散射理论模型，

构建了充粘液、多层管状长骨

中的超声传播理论模型，优化

了基于元学习的反问题求解算

法，研制了基于超声背散射法

的新型骨超声诊断仪。

微波视觉是金亚秋院士提

出的新概念，即发展专用于自

动解译微波域雷达图像的物理

启发人工智能技术。徐丰对微

波视觉与传统光学视觉在工作

原理、图像属性、认知机理等方

面的区别做了介绍。在探讨微

波视觉的物理基础、智能基础、

认知基础，并提出多种智能目

标识别算法之外，徐丰团队还

设计了一套面向探测成像识别

一体化应用的无人机载雷达成

像算法和系统。

方虹斌认为，仿生机器人和

折纸机器人研究机遇与挑战并

存，未来机器人将更多呈现出刚

柔耦合特征和可重构特征，机器

人性能也将在多模态运动、高性

能、微型化和智能化的方向上不

断向前迈进。

为中国法治增添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

“内化”国际法效益和“外化”国

内法能力？5 月 30 日下午，第二

十七场学术报告会在相辉堂南

堂举行。法学院教授张乃根、

龚柏华、马忠法、蔡从燕带来

“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国际法

治”的主题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新征程中，必须要跳出国

内法与国际法的二分思维，坚持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四位主讲人从不同视角出发，全

方位阐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协

调，在“统筹”的系统观念中促进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世界法治文

明的衔接，为中国法治增添力量。

“塑化剂”影响人体健康

5 月 30 日晚上，第二十八场

学术报告会举行，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厉曙光带来以

《“塑化剂”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

其防制建议》为题的学术报告。

塑料中的“塑化剂”已污染

空气、水、食品等环境，并由此暴

露于人群而对健康产生一定的影

响。厉曙光介绍了食品中“塑化

剂”的污染情况，细胞和动物的毒

理学实验，对相关人群的暴露现

状以及相关的防制建议等，将他

对“塑化剂”24 年的研究结果作

了总结汇报。

目前，塑化剂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尚无法治疗，仍可从控制、防

制和限制入手。厉曙光提出了几

点防制建议：加强科普工作，抓好

管控工作，做好研究工作。

从历史进程谈公共卫生

5 月 31 日晚上，第二十九场

学术报告会举行。国家传染病

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复旦大

学临床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张

文宏教授带来“人类文明、瘟疫

与公共卫生”的主题报告。随

后，张文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向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高晞三人，与现场师生进

行跨学科对话。

从 医 学 与 历 史 的 交 叉 视

角，张文宏介绍了人类文明发

展过程中的数次重大流行病事

件，结合历史事实探寻瘟疫与

人类文明的互动。公共卫生的

诞生是人类应对生存挑战的重

大创举，医学器械与科学技术

的发展成为应对流行病的重要

手段。我们回望历史，把握未

来，寻求更多启示。

揭秘神奇的超构表面

第三十场学术报告会 6 月 1

日下午举行。物理学系系主任周

磊教授以“超构表面：自由操控光

的平台和未来光电器件的颠覆

者”为题作报告。

如何自由调控光（电磁波）既

是重要基础科学问题，又对实现

光在信息、能源等领域的应用有

重大意义。周磊从麦克斯韦方程

出发，带领听众回顾了人们利用

自然材料和超构材料调控电磁波

的发展历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

超构表面这一新型电磁波调控材

料的概念、机理、及相关奇异物理

现象，最后展望了超构表面的发

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从线性代数到量子计算

6月2日下午，第三十一场学

术报告会举行。数学科学学院青

年研究员李颖洲以“从线性代数

到量子计算”为题作报告。

经历40多年的研究发展，量

子计算从一个概念进入到落地

实现阶段。有别于经典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因为其不确定性和

连续性的特征而创造了一种新

的计算范式，能够在特定问题上

实现指数级别加速。李颖洲从

线性代数出发，以数学视角分析

量子算法，揭示了量子计算强大

算力背后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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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后一周，庆祝

建校 118 周年相辉校庆

系 列 学 术 报 告 会 第

24-31场举行，各学科名

师大家接连登场，持续

带来一场场精神盛宴。

传承学术传统，赓

续复旦精神，为期一个

月的相辉校庆学术报告

会圆满收官，期待来时

重逢。

8场系列学术报告会在校庆后圆满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