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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合合信息的展台，一幅
高清的“敦煌遗书”吸引记者目
光，在生成式AI技术的加持下，残
卷正被数字化修复。公众可在不
同位置扫描样本卷轴，见证AI如
何通过字形修补、褪色修复、背景
补全等，让古籍再次被“看见”。

“敦煌遗书”指的是 1900年
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由
多种文字的写本、印本、拓本组
成，时间从4世纪至11世纪，内容
涵盖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
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誉为

“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合合信息展位工作人员许

圆圆说，由于其分藏于数个国家
的数十家收藏机构中，缺乏完整
的联合目录，对学术界的体系化
研究造成巨大干扰；岁月侵蚀，
古籍还面临材料老化、环境侵
蚀、内容缺失等多重考验。

通过 AI 识别，千年时光中
的残卷，被拂去岁月的痕迹，以
完整姿态向关注者们“问好”。

许圆圆说，AI 古籍修复模
型具备优秀的图像处理能力，可
助力古籍文献中存在的模糊、阴
暗等图像质量问题的解决；模型
还可以智能学习不同古籍文字
风格、纸张背景，对损坏区域的

字体内容、风格进行高度还原，
尽量确保文字风格和背景与原
古籍的一致性，修旧如旧。

历史不止于书，还在生活的
方方面面。通过“智能高清滤
镜”，能从 4厘米长的核桃上，提
取每个字只有 1毫米长的微雕
文字，“核舟记”蕴含的精巧、细
致之美，正在被AI 以另一种方
式续写；站在数字人祖冲之面
前，不仅可以再现古人风采，还
能互动对话，得知自己的生日和
圆周率的哪一段重合……在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
这样的AI应用别具一格。

新华社电 7月3日下午，
从深中通道 91米高的悬索桥
上空俯瞰，碧海蓝天之间，长
桥如龙蜿蜒，一条流动的多彩

“车河”沿桥快速跨越珠江两
岸。深中通道开通 72小时以
来，日均车流量超过 10 万车
次，占每日珠江跨江车流量四
分之一，架起一条粤港澳大湾
区的“超级通道”。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枢纽工程，集“桥、岛、
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全长约
24 公里。通车后，深圳至中
山的车程从此前约 2 小时缩
短至30分钟。

据广东省交通集团监测
数据，截至 3日 15时，也即是
深中通道开通 72 小时，通过
的车流数达30.5万车次，日均
超过 10 万车次，这一数据远
超南沙大桥等主要跨江通道
开通同期的车流量，也大幅超
过长三角地区的重要跨海大
桥杭州湾大桥的日均车流量。

广东省交通集团董事长
邓小华说，深中通道的开通，
带来了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
素流通的新速度。通车首日

高峰时段一小时车流量超过
8000车次。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有 超 过
8000 万人口、经济总量突破
14万亿元。繁荣的经济带来
生产要素流通的旺盛需求，单
日过江车流高达约 45 万车
次。在深中通道开通前，珠三
角地区主要有虎门大桥、黄埔
大桥和南沙大桥等 3 条跨江
通道，虎门大桥等跨江通道的
拥堵成为人员往来和货物运
输的“痛点”。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 72
小时内，4条跨江通道总车流
量增加约 5%，南沙大桥和虎
门大桥车流量分别下降38%、
8%，黄埔大桥车流量基本保
持平稳，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
交通格局更加均衡和完善。

“新开通的深中通道约占
珠江日过江车流的25%，形成
4座桥梁合理分工的格局，将
有力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
合发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基
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

‘软联通’水平，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市场一体化。”广东省交
通运输厅厅长林飞鸣说。

72小时通车超30万车次

深中通道架起
大湾区“超级通道”

探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助力千年文明
创新“向云端”

新财智
连日来，记者探营即将召开的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现，AI技

术不断创新，正成为守护中华文脉的好帮手；运用前沿数字科技帮助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未来中国也可以遇见古老中国。

“了不起的甲骨文！”腾讯展
台展现了研究人员怎样开发甲
骨文检测、识别、摹本生成、字形
匹配以及释读等方向的智能算
法，助推甲骨文研究加速数字化
和智能化。

甲骨文是汉字源头，也是迄
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成熟文字系统，展示了中华民族
的智慧和创造力，为古文字研究
和传承、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第
一手史料。但是，甲骨自然损坏
速度较快，保存、展示、利用不易，
且出土甲骨分散收藏于国内外。

近年来，得益于 AI 技术的

快速发展，探索AI 与甲骨文研
究相结合，成为新解题思路。安
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腾讯优图
实验室等单位，在吸纳业界最先
进的研究资料后，开发出甲骨字
检测模型，大大降低甲骨文研究
的门槛。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为
甲骨文的破译带来了新的可能
性和机遇。我们正在尝试用数
字技术，助力甲骨文考释的需
求，包括文法分析、释文翻译、辞
例拟补、残字补全、辞例辅助缀
合等。”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

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责
人刘永革说。

在腾讯数字文化实验室负
责人舒展看来，技术团队一直在
探索用人工智能助力甲骨文“破
译”和活化利用，和行业伙伴共
创甲骨文 AI 考释破译的新算
法、新工具、新方法，守护中华文
脉、焕活汉字源头。

前沿数字科技助力文化遗
产焕新、焕活，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如同架起链接古老中国和未
来中国的桥梁，让千年文明更好
创新“向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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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修复“敦煌遗书”，让古籍再次被“看见”

人工智能助力甲骨文“破译”和活化利用

7月3日，几名工作人员在世博中心门口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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