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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开放日，近距离体验智能交互新成果

光屏闪烁，雾气弥漫，消毒

机器人自如行走——戴上VR头

盔，仿佛科幻照入现实。10月16

日，作为复旦大学文化校历系列

活动之一，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微纳系统中心智能电子与系统

实验室举行实验室开放日，展示

一系列前沿科研成果。

看似VR游戏，实则诊疗：
评估辅助与训练康复

本次实验室开放日的展示

重点为类脑计算与智能交互相

关的研究进展及其在工业、健康

等领域的应用，结合VR等技术，

增强参观者的沉浸式体验。

现场诸多设备中，吸引最多

目光的是一台结合脑认知评估与

训练系统的一体机。它由配有脑

机接口与多模态感知装置的VR

系统和显示模拟场景的屏幕组

成。参观者戴上头盔，便可置身

于系统模拟的超市、教室等日常

环境中。“就像电子游戏场景一

样，”在场体验者表示，“穿戴VR

设备的感觉和看屏幕里的图像是

完全不一样的，很有立体感。”

当然，除了沉浸式的 VR 体

验，这台仪器还有更重要的用

途，正如其名，它可以辅助评估

人脑的认知情况，从而在各类脑

部疾病的评估和治疗中发挥作

用。“系统会连接传感器，分析收

集到的多模态生理信号。比如

评估儿童的ADHD（注意缺陷与

多动障碍），就可用VR设备模拟

出教室环境，在与测量量表题目

交互的过程中，系统会记录使用

者的眼动情况，进而分析其注意

力集中情况，辅助医生的诊疗。”

实验室工程师郑帅介绍。

他也揭秘了超市场景的用

途——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康复

训练。对日常生活任务的反复

演练，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认知能

力，锻炼其生活能力。和真实生

活场景相比，这套模拟系统具有

更高的可操作性、安全性和信息

收集效率。这套设备已经在上

海的部分社区试用。

在常见疾病的康复方面，开

放日上还展示了另一项颇具潜

力的成果——一体式人机交互

康复系统，主要应用于脑卒中等

疾病患者的肢体动作康复。康

复内容分为大动作与精细动作

等不同类型，每一类型又有不同

的难度设置。在设置完符合自

身的系统条件后，患者只需将肢

体放入仪器的视觉识别范围内，

按照指引完成康复动作，系统便

会依据肢体骨骼识别在仪器屏

幕上的移动情况给出对应评分。

“和医院里的常规康复流

程相比，这套系统的优点是具

有较好的激励性，通过任务和

评分这种正向流程鼓励患者积

极完成康复练习。”郑帅一边演

示一边介绍。

曾深入医院开展调研的他

表示，集成化一体式的设计理念

也有助于节省康复成本、加强系

统推广：“现在康复医生非常缺

乏，康复系统价格昂贵且对空间

等有较高要求，这对很多患者造

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我们希望

这套设备能实现家庭化和普及

化，帮助更多无法长期在医院开

展康复治疗的患者。”

学科交叉、研以致用：
他们致力于垂直创新

据了解，复旦大学智能电子

与系统实验室是一个多学科融

合的实验中心，实验室还包括分

布式类脑计算平台、媒体交互与

虚拟现实研发平台、开放机器人

平台、柔性可穿戴设备与人机交

互系统，以及认知训练系统等。

近年，该实验室与中国航天、中

国移动、博世集团、新氦智能等

多家创新企业开展应用研究，推

动相关技术在工业物联、自主系

统和智慧健康等领域的应用。

内容丰富的开放日背后，是

实验室成员们十数年如一日的辛

勤工作和锐意创新。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微纳系统中心智

能电子与系统实验室负责人邹卓

介绍，实验室的一大特色就在于

垂直化的集成创新思路，贯彻完

善“Silicon to Service”的从基础核

心器件与芯片，到系统与应用的

创新闭环。近年来，实验室在低

功耗神经形态芯片、高能效边缘

计算、分布式协作系统等关键技

术方面完成了系统性突破。

多年来，实验室不仅孕育大

量科研成果，也培养了许多优秀

人才。创办了上海莱陆科技有限

公司的张天资就是从实验室走出

的学子之一。读书期间，张天资

学以致用，开发无人配送机器人

项目，一步步推动相关产品和系

统优化迭代，如今，又在消毒机器

人市场上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为

了复旦学子创新创业的榜样。

更多品学兼优的复旦学子

也正选择加入这里。微纳系统

中心硕士研究生王雨寒曾以高

分考入复旦，进入信息学院芬兰

班学习，凭借突出的科研能力，

入学后很快加入智能电子与系

统实验室，并利用在芬兰学习的

经历，在实验室与海外高校的群

智机器人合作研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本次开放日也吸引许多相

关专业学子参与。2022 级电子

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生杨子易

对面向病人的一体式康复系统

印象深刻：“这一系统融合了类

脑计算和姿态识别技术，可以提

供前所未有的智能康复体验。

通过虚拟现实，病人可以参与有

趣的康复活动，增强治疗的积极

性。而类脑计算的智能辅助更

是提供了个性化的康复方案，使

康复过程更加高效、愉悦。”

本学期，复旦大学首次推出

文化校历。其中，实验室开放日

是学术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实验室成

果，引导学生的学术兴趣、营造

创新的大学文化。此前，生物

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学科实验

室也已举办实验室开放日。

实习记者葛近文 摄/张皓文

电解质能够实现正负电极

间的电荷传递、防止电池短路，

是 所 有 电 池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部

分。上个世纪 90 年代至今，“锂

离子电池”实现了商品化，推动

了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等飞速

发展，其中的电解质材料主要为

液态有机小分子。近年来，随着

科技发展，大量设备对电池能量

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固态

锂金属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

高安全性等优点，有望成为下一

代储能设备。但传统液态电解

质存在易泄漏、易燃易爆等风

险，无法用于“全固态锂金属电

池”。聚合物电解质具备高（电）

化学稳定性、可加工性等优势，

被认为是实现“全固态锂金属电

池”的关键材料之一。

近日，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

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陈茂课题组基于本课题组发

展的光催化活性共聚体系，设计合

成了全新结构的单锂离子导电含

氟聚合物电解质，在无任何添加

剂、塑化剂等促进作用下，突破性

地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室温锂离子

电导率，在室温条件下初步实现了

锂剥离/沉积循环实验和充放电循

环实验，证实了将该类材料用于

“全固态锂金属电池”的可行性。

相关成果以“Sequencing Polymers

to Enable Solid-State Lithium

Batteries”为题发表于《自然·材料》

(Nature Materials)。

目前，聚合物电解质主要分

为锂盐-聚合物共混体系、单离

子导电聚合物体系（含锂盐的基

团与聚合物骨架通过共价键相

连），两种体系基于离子随链节

运动和跳跃的迁移模式对金属

离子实现传导。前者由于聚合

物链与离子配位会阻碍金属离

子运动，后者由于电荷相互作用

会导致离子团聚，均对金属离子

的高效传输带来影响，导致室温

电导率低，成为发展全固态聚合

物电解质的主要瓶颈之一，严重

限制了相关电池应用。

课题组通过系统性优化聚合

物序列结构，结合计算模拟等手

段，揭示了交替序列能够有效减

少离子簇，促进锂离子解离，首次

提出了利用序列结构促进离子迁

移的新机理，为发展高性能全固

态聚合物电解质提供了全新思

路。同时，课题组相信，本文的聚

合物设计策略有望拓展至锂金属

电池之外的其他金属电池体系。

来源：高分子科学系

为全固态电池锂离子传导安装“滑翔之翼”

推动数字书画研究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首

批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名单，以复旦大学为依托单位，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美

术馆（中华艺术宫）、上海八婺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共建的“书

画数字化生成应用服务文化和旅

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成为首批入

选的技术创新中心之一。

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

心聚焦于文化和旅游行业自然

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

化，是实现从科学到技术转化、

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

的重要平台。

书画数字化生成应用服务文

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依托复

旦大学，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为主体，整合旅游学系等校内院

系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相关

优势学科资源，依靠多学科的综

合优势和文理工交叉研究的积

淀，全力推动中心的建设。中心

将致力于解决传统文化保护与传

承、艺术鉴赏与教育等文旅行业

关键问题，面向传统书画在数字

中国时代的传承与发展需求，突

破制约中国传统风韵书画内容数

字化生成的关键技术瓶颈，催生

相关艺术衍生品创意产业，聚焦

“书画内容解析与元素提取”、“书

画智能生成应用与服务”，开展书

画内容解析、元素提取以及智能

生成等方面的技术创新。

同时，恺英网络将为书画数字

化生成技术提供成熟的技术成果

转化以及创作成果的版权保护；上

海美术馆将提供丰富的馆藏艺术

资源作为数字书画资产库的数据

支撑，组织书画专家提供艺术指

导；八婺信息将在相关技术产业化

运营过程中实现文旅企业对接和

用户导流。学校将与共建单位通

力合作，共同推动中心建设。

来源：科学技术研究院

魏宝仁团队获进展

近日，现代物理研究所魏宝

仁教授课题组与北京应用物理

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刘玲研究员

展开合作，在高电荷态 O6+离子

与He原子电荷交换量子态选择

截面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成

果发表在 New Journal of Physics

上。团队成员利用复旦大学高

电荷态离子碰撞平台的绝对截

面测量系统和动量成像谱仪，分

别获得了2.63至37.5 keV/u碰撞

能量下高电荷态 O6+离子与 He

原子电荷交换总截面和态选择

截面。相比于已报道的研究，该

团队大幅扩宽了碰撞能区，检验

了双活跃电子渐进态紧耦合方

法的可靠性，实验测量的结果和

理论计算的结果符合很好。

来源：现代物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