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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源”落成在即，打造一源五馆新格局
纪 念 建 校 120 周 年 之 际 ，

复 旦 大 学 标 志 性 建 筑“ 复 旦

源”落成在即，将形成校史馆、

博物馆、艺术馆、科技成果馆、

校友馆在内的“一源五馆”新

格局。

一源五馆文化育人新场域

1918 年，复旦大学时任校

长李登辉先生亲赴南洋，募集

共 15 万银元，为学校在上海江

湾先后购地 70 余亩作为校地

（今复旦大学邯郸校区），邀请

自己在耶鲁大学同届毕业的同

学、著名建筑师亨利 ·墨菲为

复旦规划校园。

1922 年，复旦大学江湾新

校舍建成，这片校舍就是相辉

堂大草坪四周区域。它是复旦

校区的起源之所、复旦精神的

溯源地，入选第八批中国 20 世

纪建筑遗产，也是中国近现代

教育史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

2023 年底，学校启动“复旦

源”历史文化功能区建设。这

片 以 相 辉 堂 草 坪 为 中 心 的 区

域，是现在复旦邯郸校区的发

源地、复旦精神的溯源地，综

合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命

名为“复旦源”。区域内根据

物理空间条件，综合师生校友

和专业设计意见，规划新修校

史馆、博物馆，新建艺术馆、科

技成果馆、校友馆。

在 纪 念 建 校 120 周 年 之

际，“复旦源”将建成“一源五

馆”。在“复旦源”的这块草坪

上，将落成复旦大学创始人马

相伯、奠基人李登辉的雕像，

命名为“相辉广场”。

其中，校史馆基于丰富的

历史档案、照片、录音、视频、

模型、文物等，采用多样化的

展 陈 形 式 ，着 力 凸 显 复 旦 人

120 年来教育救国、教育报国、

教 育 强 国 的 奋 斗 历 程 ，反 映

120 年来复旦由私立而公立，

由专科而综合，由文理而与医

科相融相济，以及迈向世界一

流大学的改革创新历程。

博物馆坐落于邯郸校区相

辉堂草坪西侧，由 100 号相伯

堂、200 号简公堂(董顾丽真艺

术博物馆)、300 号景莱堂(蔡冠

深人文馆)组成。今年，博物馆

将推出一系列精彩展览，以崭

新的面貌向观众开放。

作 为 面 向 社 会 的 文 化 枢

纽 ，艺 术 馆 特 别 打 造 多 功 能

报 告 厅 、艺 术 公 共 教 育 空 间

和 艺 术 文 献 资 料 室 ，定 期 举

办公益导览、演出、工作坊与

跨 界 学 术 讲 座 ，构 建 全 民 美

育实践平台。

科技成果馆采用多媒体互

动、实物展示等多元化展示手

段，以“探索基础科学”“突破

重大技术”“融合交叉研究”三

大主题展区为核心，通过全方

位、立体化的展示方式，系统

呈现复旦大学近年来取得的高

水平、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

展示复旦硬核科技实力，生动

诠释复旦人追求卓越、勇攀高

峰的科学家精神。

校友馆前身为 1922 年落成

的“奕住堂”，是展示校友工作

与校友成就、促进校友交流与

合作、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

数字化与智慧化导览，并承载

校园文化传播与创新的综合性

空间。

“复旦源”将向世人全面展

示 复 旦 人 教 育 救 国 、开 拓 创

新、自立自强的奋斗历程，打

造植根上海、辐射全国的中国

教育现代化历史展示传播中心

和精神传承枢纽。

纳入上海教育博物馆规划

目前，“复旦源”已被纳入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积极推

进 的 上 海 教 育 博 物 馆 建 设 规

划，力争率先建成上海教育博

物馆的一个馆区，与“玖园”项

目形成集群效应。

长期以来，基金会支持复

旦立德树人、事业发展。2018

年资助修缮陈望道旧居、辟建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捐赠珍

贵油画《真理的味道》；2021 年

再次资助，建设“玖园爱国主

义教育建筑群”二期，并依托

基金会举行项目公募活动，使

项目再获众筹捐赠。

本报记者 汪蒙琪

3 月 31 日上午，复旦大学

可 信 具 身 智 能 研 究 院 揭 牌 仪

式 暨 复 旦 大 学 可 信 具 身 智 能

战 略 研 讨 会 召 开 。 面 向 具 身

智能的未来发展，研究院重点

关注基础模型、数据引擎、具

身交互、本体研制、可信机制

五大方向。

复旦大学可信具身智能研

究院将打出跨学科攻坚+产学

研联动的“组合拳”，从源头设

计构建具备物理身体、能与现

实世界交互、安全可信的智能

系统。研究院将整合校内外科

研力量，面向全球招聘高端人

才，汇聚来自计算机视觉、自然

语言处理、机器人学、控制系统

和科技伦理等多个学科的顶尖

专家。

未来，可信具身智能研究

院将构建从基础理论到技术应

用的全链条的创新体系，与行

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加

速技术转化，赋能产业发展，助

推智能社会的未来变革。

可 信 具 身 智 能 研 究 院 集

聚了校内高水平科研团队，前

期 在 相 关 领 域 已 取 得 诸 多 成

果。现场，3 个代表性成果发

布 。 邱 锡 鹏 教 授 发 布 了 研 究

院 视 觉 与 语 言 团 队 联 合 构 建

的多模态具身模型，该成果有

望 突 破 具 身 模 型 的 交 互 瓶

颈 。 聚 焦 具 身 智 能 体 的 核 心

能力，吴祖煊副教授发布了细

粒 度 时 空 描 述 数 据 集 和 大 规

模 复 杂 任 务 操 作 数 据 集 。 这

两 个 数 据 集 不 仅 能 提 升 具 身

智能体的感知与执行能力，也

将成为不同技术路径的“试金

石”，有助于推动具身智能的

发 展 。 马 兴 军 研 究 员 发 布 了

可 信 人 工 智 能 开 放 社 区 平 台

OpenTAI，通 过 联 合 多 国 研 究

机构整合相关领域的数据集、

评测基准和主流算法，共同推

进可信人工智能，进而保障在

具 身 智 能 场 景 下 智 能 体 的 行

为安全、可信。

会上，复旦大学携手 4 家企

业共同建设的 4 个校企联合实

验室集体亮相，体现了复旦科

研团队对接行业需求，推动具

身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的深度

结合。

本报记者 汪祯仪

Nature 刊发二维半导体芯片“无极”重要成果
近日，复旦大学集成芯片与系

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周鹏、包文中联

合团队成功研制全球首款基于二

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RISC-V架

构微处理器“无极（WUJI）”。相关

成果于4月2日以《基于二维半导

体的RISC-V 32比特微处理器》

为题发表于《自然》（Nature）主刊。

二维逻辑芯片最大规模验证

经过五年攻关，复旦团队将

芯片从阵列级或单管级推向系

统级集成，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

（二硫化钼 MoS2）制造的 32 位

RISC-V 架 构 微 处 理 器“ 无 极

（WUJI）”成功问世。该芯片通过

自主创新的特色集成工艺，以及

开 源 简 化 指 令 集 计 算 架 构

（RISC-V），集成5900个晶体管，

在国际上实现二维逻辑芯片最

大规模验证纪录。

“反相器是一个非常基础且重

要的逻辑电路，它的良率直接反映

了整个芯片的质量。”复旦大学微

电子学院教授周鹏介绍，本项研究

中的反相器良率高达99.77%，具备

单级高增益和关态超低漏电等优

异性能，这是一个工程性的突破。

“如果把制造硅基芯片比作

在石头上雕刻，那么二维芯片就

是在一块豆腐上雕花。”微电子学

院研究员包文中打比方道，二维

半导体作为一种最薄的半导体形

态，必须采用更温和、精细的工艺

方法进行“雕刻”。团队通过柔性

等离子(Plasma)处理技术等低能

量工艺，对二维半导体表面进行

加工，从而避免了高能粒子对材

料造成的损害，充分发挥出二维

半导体的优势，也确保芯片质量。

AI4S筛选最优工艺参数

二维半导体芯片制作涉及上

百道工艺，每步工艺之间还存在

相互影响，这些工艺参数变量联

立起来的组合几乎是天文数字。

面对这一挑战，AI for Science 提

供了新的解法。通过“原子级界

面精准调控+全流程 AI 算法优

化”的双引擎，团队实现了从材料

生长到集成工艺的精准控制，在

短时间内筛选出最优的工艺参数

组合，大大提高了实验效率。

成果产品具备单级高增益

和关态超低漏电等优异性能。

通过严格的自动化测试设备测

试，团队验证了在 1 kHz 时钟频

率下，千门级芯片可以串行实现

37种32位RISC-V指令，满足32

位RISC-V整型指令集（RV32I）

要求。其集成工艺优化程度和

规模化电路的验证结果，均达到

了国际同期最优水平。

全链条自主研发国际领先

RISC-V作为一种开源简化

指令集计算架构，已逐渐成为当

前芯片研发领域的主流选择。

本 次 研 发 的 芯 片 正 是 采 用

RISC-V架构作为设计基础。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技术

送到千家万户，建立开放兼容的

用户生态。”在团队开发的二维半

导体集成工艺中，70%左右的工序

可直接沿用现有硅基产线成熟技

术，而核心的二维特色工艺也已

构建包含20余项工艺发明专利，

结合专用工艺设备的自主技术体

系，为产业化落地铺平道路。

下一步，团队将进一步提高

芯片集成度，寻找并搭建稳定的

工艺平台，为未来开发具体的应

用产品打下基础。周鹏提到，在

实时信号处理方面，二维半导体

芯片有望适用于物联网、边缘算

力、AI推理等前沿计算场景。

当前，国际上对二维半导体的

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本次成果意味

着中国有机会在二维半导体材料

上取得领先优势。“我们希望通过

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拓展，抢占

这一领域的制高点。”周鹏说。

本报记者殷梦昊实习记者丁超逸

探讨可信具身智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