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科技护航人

柴立元， 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
院长， 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教
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及 “全国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带头人。

今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近年来， 柴立元负责主持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等科研课题 50 余项。 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0 余篇， 出版著作 11 部，获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0 余项， 编制国家
与地方技术政策、 规范及标准等 30 余
项。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
部级科技一等奖 8 项。

地球亿万年的演化中， 产生了多种
金属。在对人类工业馈赠的同时，也带来
了严重的污染问题。 想方设法“抓住”作
恶的重金属， 柴立元已经坚守了 20 多
年。

1999 年，柴立元从日本留学归国，回
到母校中南大学， 受命领衔组建冶金特
色环境工程学科。 原长沙铬盐厂的 42 万

吨铬渣被堆放在湘江边， 周围没有任何
植物生长，柴立元闻讯赶去，那一幕深深
刺痛了他。 向重金属污染宣战，柴立元选
择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株洲冶炼厂是我国最大的铅锌冶炼
企业，却曾被一桶水难住了。 企业的一位
负责人将一桶冶炼烟气洗涤废水放到柴
立元面前，恳切地说：这桶废水处理了，
株冶厂就有救了。

柴立元带领团队用彩条布搭工棚，
驻扎在生产厂房，冒着酷暑严寒，终于研
发成功“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法深度处
理技术”。 他们另辟蹊径“请”来“帮忙”的
微生物， 通过生物技术和化学方法融合
而成生物药剂。 柴立元形容，就像“多只
手同时‘抓住’众多重金属离子”，让废水
变得可以养花养草。

据当时驻株洲冶炼厂的王云燕教授
回忆，“在观察和调节药剂流量时， 污酸
中的二氧化硫常会逸散出来， 弄得眼睛
睁不开，鼻涕直流，咽喉难受。 只能吸半
口气然后屏住呼吸， 或者深呼一口气做

事，再赶快反身吸气。 ”
株冶应用这项技术后， 年减排废水

500 万吨，废水回用率由传统的 50%提高
到 90%。 如今，这项技术在我国包括铅锌
铜龙头企业在内的 200 余家企业得到推
广应用，年处理废水过亿吨。

初战告捷， 柴立元又瞄准了更多的
重金属污染源。

含砷的废渣中， 常伴有金、 银等金
属。如何改变传统做法，既保证金银金属
回收，又防止砷污染？柴立元带着团队再
次上阵。

从选择性脱砷剂到砷分离新工艺再
到高效脱砷装置，“有色冶炼含砷固废治
理与清洁利用技术”取得的系列成果，使
得选择性脱砷率达 97.42%， 在湘江流域
乃至全国实现了大规模推广应用。

“我们正实施冶炼多金属废酸资源
化治理及危废大幅削减技术的工程推
广，开发砷的合金化应用技术。 ”柴立元
说， 独创的新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废
酸中多金属高效分离， 铜锌铋铼等回收

率大于 96%，危废削减 90%以上。 这项技
术在我国十多家冶炼龙头企业应用，并
将在刚果（金）推广。

刚开始向重金属污染宣战时， 柴立
元团队只有 2 人，现在发展到了几十人。
陪伴团队的简易工棚，正计划升级改造。
一路跋涉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 柴立元
说，“靠的是信念、 坚持以及国家与企业
的支持。 ”

30 多年前，曾经的农家孩子柴立元，
在青山绿水下背着米走着路去求学。 如
今，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为大地留住
青山绿水。

胡宇芬

● 创意展台

蓝鲸的心跳首次被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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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机器写作不再是纸上谈兵
的技术， 已然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之
中。 今日头条、腾讯、百度、360 等公司，
以及新华社、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等
传统媒体单位均开展了机器写作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
除了新闻写作，还能应用于这些领域

目前， 机器写作在传媒、 出版、文
娱、广告等多个行业均具有广阔应用场
景。 欧美等地较早成立专注于机器写作
技术应用的多家公司， 例如 ARRIA、
AI、NarrativeScience 等基于行业数据，通
过机器写作生成行业报告或新闻报道，
从而节省大量人力。 同时，不少国外知
名媒体单位纷纷采用机器写作技术进
行新闻稿件创作， 以节约人力成本，提
高效率。

“与人类作者相比，机器写作具有
效率高、时效性好、覆盖性强、无偏见等
优势。 今日头条的线上测试表明，机器
人撰写新闻稿件的阅读率与人工稿件
的阅读率基本相同，这说明机器稿件的
质量不错，能够被广大用户所接受。 ”北

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万
小军表示。

然而，计算机不能凭空写作，必须根
据所输入的数据与素材进行创作。 据介
绍，根据输入的不同类型的信息，计算机
一般采用不同的写作方式进行创作。 例
如，计算机根据输入的结构化数据（报
表、RDF 数据等）进行文字创作，从而能
够生成稿件。 这是目前机器写作应用的
主要方式，适用于天气预报、医疗报告、
赛事简讯、财经报道等文本的生成。

万小军介绍说，近几年机器写作除
了用于撰写新闻、报告等实用型文本之
外，还被用于创作古诗、现代诗、散文等
文学作品，例如微软小冰、清华九歌等系
统分别能够创作现代诗和古诗，在文字
表现形式上的总体效果还不错，但在意
境上有所欠缺。

深度学习生成模型，但还难保准确
性和可读性

近几年，深度学习发展迅速，机器写
作技术也受到其深刻影响。

据万小军介绍，基于深度学习技术

进行文本生成，不依赖于模板或规则。这
样的写作方式虽然在研究上取得一定进
展， 但目前还不能保证所生成稿件的准
确性与可读性， 难以满足很多应用场景
下对稿件的质量要求。此外，深度学习生
成的模型训练需要大量的平行语料，而
在很多领域内较难获取到这样的大规模
语料。

计算机根据已有的文字素材（例如
已经发表的新闻） 进行二次文字创作
时，能够基于已有稿件创作出不一样的
稿件，主要依赖于两类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自动文摘与文本复述。 其中自动文
摘用于对单篇文本或多篇文本进行内
容提炼与综合，形成摘要或综述。

文本复述则用于对现有文字进行改
写， 在主题与意思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产
生另一种文字表述。 因此在平行语料充
足的前提下，各种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包
括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均可应用于此问
题。最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有效利
用少量的平行语料和大规模的非平行语
料进行复述模型的学习。 华 凌

阅读率与人工稿件基本持平

机器写作正逐渐被接受
● 聚焦

近期， 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在一只蓝鲸身上安装了一种特制的感
受器，首次收集到了蓝鲸的心率信息。 根据他们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
刊》的研究，蓝鲸的最高心率超过了之前的预测，达到每分钟 25～37 次；
最低心率也比此前预测的低 30%～50%，这可能和它具有弹性的心主动
脉有关。 摘自《科技日报》

我省首个人工智能
产业园落户天心区

12 月 2 日，长沙市天心经开区获得
省工信厅授予的“湖南省人工智能产业
园（长沙天心）”牌子。 据了解，这是我省
第一个获得正式授牌的人工智能产业
园。

近年来，天心区抓住数字经济发展
“风口”，加快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成
立了国内首个园企产销对接服务中心，
在中部地区率先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
精选自主智能 BIM（建筑信息模型）系
统等 12 大应用场景进行推广。 今年，天
心经开区实施“腾笼换鸟”，建设天心数
谷·智能经济创新产业基地。 该基地依
托园区内大数据（地理信息）产业链、人
工智能产业联盟，重点发展以智能经济、
数字经济、网络经济为主的高技术服务
业，全力打造数字经济集聚示范区。 目
前，已聚集千视通、中驰车福、灵想科技
等 30 多家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人工智
能企业。 张福芳

● 动态传真

为进一步提升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的环
保意识， 结合全民健身的生活
理念， 增强社区居民的环保节
能观念，12 月 6 日下午， 一场
“社区益起来垃圾分类”主题趣
味活动在长沙市五里牌社区湘
运小区举行。

垃圾分类投放、 垃圾分类
知识竞答等环节吸引了不少社
区居民前来参与， 大家在游戏
中加深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理
解，掌握分类小窍门，从而提高
分类准确率，传递“绿色、低碳、
环保”的理念。

据悉， 该活动由长沙市五
里牌街道五里牌社区联合芙蓉
区好女儿志愿服务中心共同举
办。

汤娇 罗秋桂

柴立元：降伏重金属污染“妖魔”

12 月 8 日，2019 年国家优质
工程奖总结表彰大会在国家会议
中心举行。 记者了解到，长沙共有
长沙磁浮工程、南湖路湘江隧道工
程、长善垸污水处理厂二期改扩建
工程、 开福万达广场等 14 项工程
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其中长沙
磁浮快线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
奖”。

长沙磁浮快线是我国首条完
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浮商业
运营示范线，项目连接长沙火车南
站和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全长
18.55 公里，设磁浮高铁站、磁浮榔
梨站、磁浮机场站共三座车站。 该
项目于 2014 年 5 月开工建设，
2016 年 5 月 6 日载客试运营。

据了解，国家优质工程奖设立
于 1981 年， 是我国工程建设质量
方面设立最早、规格最高，跨行业、
跨专业的国家级荣誉奖励，其中国
家优质工程金奖是工程建设领域
最高荣誉，在行业内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 陈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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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柴立立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