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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内，一台无需任何介质
的空中成像设备成为“人气
王”——参观者隔空点击悬浮于
空中的虚拟界面，即可完成文稿
翻阅、信息查询等操作。“以前只
能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东西，竟
然变成了现实！”一名来自天府新
区元音中学的学生兴奋地说道。

据四川盛邦润达科技工作人
员唐文洁介绍，这是“无介质空中
悬浮成像”技术，可将操作界面投
影到空中，实现信息查询、立体模
型展示、视频播放等操作。同时
具备一定可视角度，仅正面使用
者可见，私密性良好。

相比传统的裸眼3D技术，空

中成像技术具有更高的交互性和
灵活性。唐文洁介绍，在电梯场景
中，用户可以通过空中按钮直接选
择楼层，避免了接触式操作带来的
卫生隐患；在医疗领域，患者可以
利用空中成像设备完成自助挂号、
缴费等流程，大大提高了效率。此
外，该技术还可广泛应用于文物展
览、广告宣传等多个领域。

“只要有显示屏的地方，都可
以运用到我们的产品。”她透露，公
司已经研发出便携式设备，大小仅
相当于两个手机，便于携带和演
示。这意味着，未来空中成像技术
有望集成到手机、手表等个人设备
中，真正实现“随时随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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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9日，作为

“文明对话国际日”主
题活动配套活动，由四
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四川省文物局主
办的“太阳之光——古
蜀文明与世界”展览，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
部隆重开幕。展览以
太阳崇拜为主线，串联
古蜀文明与全球文明
的璀璨遗产，向世界展
示人类对光明与生命
的共同追求，传递文明
共生共荣的永恒主题。

展览以太阳这一
跨越地域与文化的信
仰共性为切入点，通过
图文展板、文物复制品、艺术装置、多
媒体互动等展项，呈现古埃及、两河
流域、古印度、古希腊等世界古代文
明和中国古代文明中以古蜀文明为
代表的太阳崇拜的丰富形态，揭示人
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艺术表达的
多样性。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古蜀文明
鼎盛时期前后相继的两处中心遗址。
两处遗址都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精美青
铜器、金器、玉器和象牙等，具有非常
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所以本
次展览，也特别选取了三星堆和金沙
遗址出土的9件精美文物的复制品和
3D打印品进行展示。”展览现场，成都
金沙遗址博物馆参展代表黄玉洁说。

在黄玉洁看来，本次展览不仅展
示了古蜀先民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以
及独特的精神世界，更充分展现了中
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古蜀
文明在太阳崇拜方面所表现出的与世
界古老文明同中有异的信仰体系和艺
术表达。“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例
证，也是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最好体现。”黄玉洁说。

同样，三星堆博物馆参展代表魏
清也谈到，能在联合国总部这样的国
际舞台展示四川古蜀文明，是非常难
得的机会。“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助力，而联合国总
部正是这样一个汇聚世界目光、促进
各国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通
过这个窗口展示古蜀文明的独特魅
力，也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灿烂文明。”

在展览现场，资深媒体人杨澜
说：“如何讲好故事，让大家都听得
懂，发自内心地感兴趣，能够听得进
去，我觉得这也是文化传媒工作者应
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纽约深刻博物馆馆长敖雯楠在
展览现场表示，展览以太阳崇拜为叙
事主线，非常具有代表性。“我相信在
联合国总部展出期间，会有更多观
众，尤其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来看这
个展览，来感受真正的‘太阳之光’。”
敖雯楠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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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开幕式暨全体
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以“共建创新之路，同促合作发展——
携手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为主题，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国内外科技人员、企业负
责人、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等约1500人参加了开幕式。

“以前只能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东西，现在
竟然变成了现实！”在“一带一路”科技交
流大会展馆内，一名学生望着空中悬
浮的操作界面，难掩兴奋。

空中成像、长者陪伴机器人、无人
驾驶汽车……6月10日至12日，
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期间，各种硬核科技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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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在全球范
围内受到广泛关注，成都作为西部地
区的科技创新中心，依托其丰富的汽
车产业资源和技术优势，迅速成为自
动驾驶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活动
现场，正摆放着一辆完全“成都造”的
自动驾驶汽车。

据成都智能网联负责人谷小龙
介绍，这台自动驾驶车辆从设计到改
装再到道路测试，全部在成都龙泉驿
区完成，真正实现了“成都造”。目前，
围绕东安湖核心区域，项目团队打造
了一条全长约60公里的示范线路。这
条线路不仅覆盖了居民区、汽车产业区
和科技园区，还充分考虑了复杂路况和
多样化场景的需求。例如，在高峰期交
通拥堵时，车辆可以通过云端决策系统
优化路线；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路侧感
知设备则能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未来希望能够开展一些海外的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谷小龙表示。

当科幻场景在展馆中触手可及，
“一带一路”正以科技合作为笔，将
人类对未来的想象书写成跨越国界
的现实图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晓玉

随着全球铁路网络的不断扩
展，传统的勘察手段已难以满足
高精度、高效能的要求。特别是
在我国西部山区以及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许多地区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地质条件恶劣，给铁路
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地勘院副总工程师王栋向公
众介绍了一项历经10余年研发的
技术：复杂艰险山区铁路天空地井
综合勘察技术。它用天基遥感卫
星、空基无人机、地面钻探及地基

雷达构建了一个“上天入地”的立
体勘察网络，研制了国产无人机
航空电磁装备、超1800米水平绳
索取芯钻机、可捕捉亚毫米级的
地形微变地基雷达等特种勘察装
备，实现了先进勘察装备的国产
化替代和核心技术的全面突破，
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王栋表示，这套技术不仅适用
于国内的复杂艰险山区铁路建设，
还广泛应用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铁路项目，如中老铁路等，未来还
将推广至更多重大拟建铁路工程。

体现了古蜀人丰
富想象力和精湛工艺
水平的太阳神鸟金饰，
给人以典雅庄重之美
的青铜鸟，还有造型独
特的戴金面罩青铜人
头像……如今，前往位
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
总部，就能邂逅璀璨悠
久的古蜀文明，一睹古
蜀珍宝的魅力。

铁路勘察助力“一带一路”交通建设

自动驾驶
“成都造”正崭露头角

学生在展馆内体验“空中成像”技术。马晓玉 摄

一名观众在体验展出的飞机。
新华社发

成都馆展出的歼20和歼
10C模型。 新华社发

“成都造”自动驾驶汽车亮相“一带
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展馆。 马晓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