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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所自动化所 隗

7 月 2 日上午 8 点，许多知名网络媒体在
显要位置发布了多幅习近平踢足球的卡通
画，生动的萌系画风赢来了众网友的点赞。这
些有趣的作品出自何人之手？

作为一个足球迷，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
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生吴富章，自世界杯开
赛以后，只要稍有闲暇，就不时用手机给自己来
一张参与世界杯的萌态照片，表达自己看球赛
时的喜怒哀乐，并分享给伙伴们。这让他十分享
受且自豪。他不仅是这一游戏的赏玩者，还是这
些萌态图像技术的开发者之一。

全自动生成

7 月 1 日，在接受采访时，吴富章掏出手机，
随手给记者拍了一张照片。不一会儿，手机里就
出现了一张十分幽默的记者卡通图像。他打趣
地问，“你是不是变成美女了？好看不？”

“这与前段时间网上流行的脸萌有什么
区别？”记者问。

“脸萌需要用户手工拼接，我使用的是全
自动生成技术。所以，不到 1 分钟，你就看到
了自己漂亮的卡通形象。”

中科院自动化所副研究员董未名介绍，
这是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与腾讯优图
团队共同开发的一个手机应用———天天 P
图之“我爱世界杯”。它可以进行特效设计、

人像美化、故事拼图，以及各种趣味图片玩
法。

在世界杯开赛前，腾讯产品部提出，应推
出以世界杯为主题的卡通化人像，即推出“我
爱世界杯”版本，包括“世界杯头像”和“变身
世界杯大咖”两项功能。

最终，自动化所的研发成果是，以真实拍
摄的人像照片作为输入，在保留本人面部特
征的同时，进行艺术美化和卡通风格转换，并
自动生成个性化的卡通头像或网络个人形
象。习大大玩足球的几类形象，也是这样生成
的。

让人羡慕的个性

“在科学研究方面，关键技术是什么？”记
者追问。

“卡通人像的核心是表现个性。在世界杯
期间，最能突出个性的是球迷所支持的球队。
因此，我们在‘天天 P 图’中包装了卡通头像
模块。在传统头像制作软件最复杂的人物形
象生成部分，结合团队已有的优化人脸识别
和五官定位技术，让用户简单拍一张照片，就
能生成一张与自己极其相似的卡通形象，效
率极高。”董未名给记者介绍说。

他进一步解释，在个性表现部分，在技术上
允许用户通过切换素材自定义，让卡通人物穿

上自己支持的球队服装，换上喜欢的发型。这
样，球迷们一下子就可以让自己变身成为世界
杯大咖。虽然这届世界杯没有中国队参加，但中
国球迷们也能参与其中来一番狂欢，刷出自己
的存在感。

“帅”“美”重于“像”

“刚才给本人生成的图像感觉不像啊？”
记者对此有点疑惑。

腾讯产品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这款
产品主要面向青少年。经调查，我们发现，当
代青少年追求的是‘帅’和‘美’，而非‘像不
像’。如何匹配具有艺术效果的头像，自然成
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只要在保留本人面
部特征的同时，进行艺术美化，并实现卡通的
风格转换，就可能赢得他们的喜爱。”

董未名告诉记者，在科学研究上，确实追
求“像不像”，愈精准愈显水平。在实验室里，
研究人员要找到有效解决清晰度的方法，要
对五官搭配的美化程度进行精确计算。但生
活中的许多需求，对精度的要求没那么高，有
趣、开心就好。所以，他们与腾讯优图团队的
这次合作，技术上主要在“美”与“相似”之间
寻找平衡点。不论多高的技术，最终需要落实
在“用”上，世界杯期间推出的这款软件，主要
希望让人们感受到参与世界杯的快乐。

“夏天水汪汪，冬春白茫茫，只长盐蓬草，不长棉和粮。”土壤
盐碱化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和综合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碍因
素之一，在宁夏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何岩调研“一三五”规划实施
本报讯日前，中科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一行到

中科院数学院开展调研。在座谈会上，何岩听取了数学院
执行院长王跃飞关于数学院“一三五”规划实施、国际评
估、整改举措、突出成果等的汇报，并与在座院所领导和职
能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他指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率先”要求，
中科院党组研究制定了“率先行动计划”。数学院要把“率
先行动计划”的组织实施作为今年的中心任务抓好抓实，
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为主线，扎实推进“一三五”规划各
项工作。

在听取何岩的讲话后，王跃飞表示，数学院一定积极
响应科学院的号召，进一步增强发展的机遇意识，前瞻思
考，抓住“率先行动计划”这个历史机遇，做好数学院的深
化改革，为数学院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在中科
院党组的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推
动数学与系统科学的学科发展，同时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发展。 （许清）

六必居食品和红星股份来访

本报讯 7 月 15 日，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和红星股份
有限公司一行调研中科院过程工程所生物领域科技成果。

过程工程所生化工程介质与设备创新团队副研究员
沈飞和生物质工程创新团队博士王宁分别介绍了团队科
技成果和工程案例。

企业对膜浓缩汲取技术、膜新工艺降低酱油生产能耗及
提升品质、气爆技术应用于酿酒替代蒸粮、酒曲固态发酵等
成果兴趣浓厚，并就技术成熟度、现有实施案例、合作模式等
与相关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洽谈，并达成诸多共识。

六必居和红星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历史悠
久，推动“老字号”品牌企业创新发展是北京市“十二
五”规划重要目标，过程工程所瞄准京区传统产业升级
和发展的技术需求，积极策划参与房山、怀柔等地科技
对接活动，并依托院内外各单位在京投资平台，展示研
究所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质、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领
域的科技创新成果。 （雨田）

等离子体主动释放试验装置
通过成果鉴定

本报讯日前，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等离子
体主动释放试验装置研制”科技成果鉴定会。

空间等离子体主动试验是利用火箭、卫星将粒子或电
磁波人为地注入到空间，利用地面光学、电磁测量和雷达
进行观测，或者利用注入位置附近的火箭或卫星进行电磁
场和粒子的就位探测，可以在指定时间、地点开展目的明
确的试验，是研究空间物理的一种主动、有效手段。等离子
体主动释放试验装置的功能是在指定空间位置实现化学
释放的一种空间等离子体主动试验方法。

2013 年，由中科院空间中心自主研制的空间等离子体
主动释放试验装置搭载不同的探空火箭，分别进行了 200 公
里高度左右的电离层释放试验和 10000 公里高度左右的磁
层释放试验，通过地面多点光学观测和箭载设备就位探测，
获取了大量科学试验数据，取得良好的试验成果。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研制难度大、创新性强，填补
了国内空间物理主动试验的领域的空白，项目整体技术
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该装置可以推广至其他
主动释放试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并建议进一步开
展探测数据的应用研究。 （沈春蕾）

中煤陕西公司 DMTO 装置
投料试车成功

本报讯 继 6 月 21 日榆林能化 DMTO 装置一次投料
成功后，近日，陕北又传捷报，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煤陕西公司）DMTO 装置投料试车圆满成
功。上述 DMTO 装置均来自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煤陕西公司 60 万吨 / 年甲醇制烯烃 DMTO 装置
是中煤陕西公司甲醇醋酸系列深加工及综合利用项目的
核心部分。该装置于 6 月 30 日 22 时 58 分开始甲醇进料，
6 月 30 日 23 时 18 分顺利打通装置全流程，生产出混合
烯烃产品，产品气顺利引入烯烃分离单元，7 月 11 日 16
时产出合格乙烯和丙烯。

目前，全国已有四套采用 DMTO 技术的大型工业装
置投料运行，烯烃产能达到 240 万吨 / 年。DMTO 技术正
在为我国烯烃原料多元化和煤代油战略的实施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叶茂）

TPE 冰川物质平衡、降水研究
联合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日前，由“第三极环境（TPE）”国际计划联合
主席、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长姚檀栋召集，该
计划下冰川物质平衡和降水工作组在京成功召开“TPE
冰川物质平衡、降水研究联合研讨会”。

会上，各工作组内成员分别对过去两年的工作成果进
行了汇报。降水工作组汇报了包括极高海拔气温—降水—
同位素梯度观测、TPE 降水数据库的工作、青藏高原降水
相态分离的研究和降水遥感产品应用等方面的进展；冰川
物质平衡工作组也主要围绕冰川厚度变化、第三极地区

（藏东南、青藏高原中部、羌塘地区、尼泊尔）冰川物质平衡
观测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汇报。

各位专家学者还了解了第三极数据中心的建设进展情
况。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授沈善普介绍了降水遥感研究
的最新进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盛永伟就青藏高原冰
川动态及其对湖泊贡献的研究与大家作了交流。

此次联合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未来 TPE 冰川、降水
等相关研究指出了明确方向，并取得了预期效果。（雨田）

“当时这里基本寸草不生，到处都是白花
花的一片盐碱地，好像刚刚下过雪一样。”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

（以下简称技术生物所）研究员吴正岩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当他和同事吴丽芳带领
课题组成员第一次赴宁夏的盐碱地实验示范
田块考察时，这一幕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深
的烙印。

而如今，这里早已换了模样。示范田里长
满了茁壮的玉米，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昔日
的盐碱地变成了米粮川。

这得益于技术生物所科研团队将最新研
发的盐碱地微环境改良技术与耐盐碱盐肤木
种植技术的应用。

创新技术摆脱盐碱困境

“夏天水汪汪，冬春白茫茫，只长盐蓬草，
不长棉和粮。”这首民谣道出了农民们对盐碱
地的无奈。土壤盐碱化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
发展和综合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
在宁夏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据宁夏遥感院和农发办共同调查发现，
引黄灌区 661.6 万亩耕地中，盐碱化耕地
221.9 万亩，占总亩数的 33.54%。另外，盐碱荒
地面积达 83.5 万亩。若不加大治理和预防力
度，引黄灌区部分高产稳产田有向中低产田
演化的趋势，将会直接影响该区农业生产能
力和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盐碱化还带来生态环境恶化，
更会影响灌区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所以，盐碱地防治和开发是宁夏农业发
展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员吴
丽芳说。

2011 年，吴正岩与吴丽芳等技术生物所
科研人员联合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仲乃琴
开始对宁夏盐碱地改良进行前期调研。第二
年，他们便进行盐碱地微环境改良技术（盐碱
地化肥增效技术）和耐盐碱盐肤木种植技术
两项技术的基础内容研究。今年初，这两项技
术开始进行技术示范。

盐碱地微环境改良技术通过保肥、保
水、离子交换等作用，降低肥料周围微区土
壤的盐分和 pH，改善微环境，促进根系发
育，提高作物耐盐碱能力，目前已申报国家
发明专利 1 项。

今年年初，该技术在石嘴山市平罗县前
进农场（西大滩）以及银川市芦花镇园林场进
行 50 亩玉米小区试验，并在宁夏吴忠市利通
区示范玉米 950 亩。

田间数据结果让科研人员感到非常兴
奋。例如，等养分施肥时，添加 10%盐碱地化
肥增效剂的化肥与常规肥料相比，可使玉米
出苗率提高 23.9%，株高增加 35.4%，径粗增
加12.7%，叶色普遍更加浓绿；减养分 10%施肥
时，添加 10%盐碱地化肥增效剂的化肥与常规
肥料相比，可使出苗率提高 18.1%，玉米株高增

加 23.6%，径粗增加 9.4%，叶色普遍更加浓绿。
另一项技术即耐盐碱盐肤木种植技术，

可使盐肤木在宁夏盐碱地成活率达到 95%以
上，且长势良好。这项成果为实现能源植物盐
肤木在盐碱地的成功种植，促进盐肤木综合
利用，深度开发利用盐碱地提供了技术保障。

将简单实用的技术推广出去

7 月初，宁夏自治区农发办组织有关专
家在示范田块现场召开鉴定会。与会专家认
为：盐碱地微环境改良技术可显著提高盐碱
地肥效，明显促进玉米出苗、生长和发育，大
幅提高了作物对盐碱地的适应能力，且成本
适当、操作简单、材料环境友好，适合在盐碱
地大面积推广。该成果对于开发、改良、利用
盐碱地，减量减排，削减农业面源污染，节本
增效，促进盐碱地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
潜在意义。耐盐碱盐肤木种植技术同样也得
到了专家好评。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两项成果让盐碱地
块作物增产或植物种植看到了希望。”技术生

物所副研究员蔡冬清向记者介绍说。
在过去几年的技术攻关中，无论是实验方

案的探寻还是田间地头的实施都异常辛苦。
比如，最初，实验方案的探寻和摸索让项

目组成员颇费脑筋。他们调动了项目组成员化
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资源，在多人反
复实验后，终于在实验室基本确定下来实验方
案和应用示范计划。

接下来就要到示范田块中动手实验。这就
需要大量的田间实验人员，可是项目组人手短
缺也曾使他们颇伤脑筋。“幸运的是，中科院西
北生物农业中心基地和宁夏农发办为我们提
供了专门的实验人员，从而保障了技术实验示
范的顺利进行。”吴正岩说。

目前，这两项成果已基本成熟，科研团队
非常有信心进行更大面积的推广，并借助市场
力量进行转化。科研团队已经联合安徽合肥海
智生产力促进中心进行市场推广工作。

“由于这两项成果实验程序清晰，使用
方法简单，实验材料环境友好且成本较低，
因此我们相信一定能够顺利推广出去。”吴
正岩说。

速递

来一场卡通秀吧！
姻本报记者 王静

技术生物所技术生物所 隗

过程工程所过程工程所

空间中心空间中心

数学院数学院

给盐碱地披“绿衣”
姻本报记者 杨琪

大连化物所大连化物所

含油气盆地都会在地表或近地表呈现
油气的渗漏信号。这些油气信号在地表地球
化学中被称为油气异常。在油气勘探技术系
列中，地表油气地球化学是一种廉价、快速
和直接的勘探手段。

虽然经过 80 多年的发展，但油气异常

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地表干扰可造成
“假异常”；二是地质条件的影响使得“真异
常消失”；三是油气异常的多样性造成预测
的多解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地表油气地
球化学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地表油气地球化学的核心问题在于如

何能够正确地获取油气异常信号，若能成功
获取并应用这些异常，则将会在油气勘探领
域发挥重大作用。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含油气盆地流体
动力学学科组研究员张刘平等人针对上
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方法，并
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他们首先对油气
异常开展研究，发现了多种形成机制和相
应的多种类型的油气异常，对于不同类型
的油气异常，采用不同的预测方式。

张刘平团队发现，不分异常类型直接进
行预测的做法会造成异常解释具有多解性，
同时也是导致预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为
减少多解性，他们建立了微渗逸（低强度、垂
直）和渗逸（高强度、旁侧）两类油气异常的
新概念和相应的预测方法。

此外，提取油气异常信号的重要环节是
异常下限的确定。传统的异常下限确定公式
实际上仅仅是线性变换，需要人为确定异常
下限值，不能区分不同类型的异常。

张刘平团队从油气异常新概念出发，重

新定义异常下限和不同类型异常间的界限，
并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建立了异常下限和
不同类型异常间界限的理论公式。进而，运
用统计学、运筹学、分形几何和人工神经网
络等多种方法，并且创建和应用逻辑乘聚类
分析这一新的数学方法，最终建立起分类识
别油气异常的新方法。

针对地表干扰和地质条件对油气异常
的影响造成预测成功率低甚至不能预测这
一难题，张刘平团队还通过研究机理，建立
理论模型，进行小波分析等处理手段建立起
消除干扰和影响的新方法。

这套新概念、新方法已在我国渤海
湾、二连盆地、鄂尔多斯、吐哈和俄罗斯西
西伯利亚盆地等十多个地区进行了应用
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其中，渤海
湾盆地东营凹陷南斜坡的应用最为典型。
其研究结果与地球物理和钻探资料相吻
合，使地表油气地球化学实现了从不能预
测到能够预测油气分布的转变，从而揭示
了三个油气富集带（见图）。 （沈春蕾）

地质地球所地质地球所 隗
油气勘探技术再获进展

青藏高原所青藏高原所

项目组查看宁夏平吉堡马铃薯盐碱地微环境改良技术示范基地。

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要找到有效解决清
晰度的方法，要对五官搭配的美化程度进行精
确计算。但生活中的许多需求，对精度的要求
没那么高，有趣、开心就好。

位于断层上方的算解烃多元渗逸异常图

酸解烃多元微渗逸异常图
过B19井和 18尧19号异常晕的地震剖面

东营凹陷南斜坡酸解烃原始数据的丙烷异常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