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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双周观察

本期主要介绍艺术创意和融合技术。“交互LED雕
塑”是广场艺术的一种高科技展示，把人流和声光电表
现紧密的结合到了一起，实现了人和雕塑的有效互动。

“4D打印”是巧妙地将铰链思想引入到3D打印中来，实
现了弹性的3D打印物品。

而本期中的“可弯曲碳纳米管电池”将介绍柔性显
示产业的关键技术，可弯曲碳纳米管电池推动整个移动
设备外形设计的突飞猛进，突破电池对于柔性显示屏应
用的瓶颈。

特邀主持：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张宜春博士

日前，由上海东方数字社区发展有

限公司承担的“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中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通过国

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验收，并获得专家

好评。

克服社区文化管理瓶颈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上海

“十一五”期间积极推进建设的多功能、

综合性的基层文化阵地，融科教文体功

能于一身，是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及上海

中心图书馆在基层的集成平台，受到市

民的认可与好评。

然而，随着建设、管理和服务的不

断深入，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面临着

新的挑战：服务数据真实性及规范性难

以保证；网点分布广、行业管理跨度大；

公共文化资源无法实现有效配置；强化

管理缺乏有效抓手等。

为 了 解 决 上 述 问 题 ，发 挥 科 技 在

文化建设中的支撑、提升和引领作用，

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文化部组织实施

的“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支持和

保障下，由上海东方数字社区发展有

限公司承担的“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中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应

运而生。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央信

息管理系统”是基于互联网信息集成应

用技术，结合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服务功

能及管理要求，研发建设的互联网中央

信息服务管理系统，是以活动中心信息

化管理为核心，通过构建活动人群系

统，整合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及相关

资源，建立一个有效服务于市民、服务

于基层文化、服务于各级文化主管部门

的中央信息系统，实现了以服务促管

理、以管理强服务，最终惠及市民的目

标。该系统主要由 2 个系统一个网站组

成，即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信息管

理系统、基层文化活动数据综合分析系

统及上海社区公共文化网。

整合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信息资源

上海东方数字社区发展有限公司

认为，互联网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的运用，将充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的运营管理效率和服务内容水平，具

有信息整合发布、网络访问多层监管、

用户行为分级管控等功能，保证公共社

区服务内容的多样化、信息安全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标准化。

其 中 ，社 区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信 息 管

理系统包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日常管

理系统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数据支持

及综合分析系统两个部分。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日常管理系统，通过提供各

社 区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包 括 基 础 信 息 管

理、服务资源管理、活动计划管理、服

务情况实录管理等一系列功能，贯穿

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日常管理始终，

相当于为活动中心建立了一套“数字

化 台 帐 ”，实 现 中 心 规 范 化 管 理 的 目

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数据支持及综

合分析系统，通过对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日常管理系统中的信息进行数据复

合和综合分析，形成满足活动中心、街

镇、区县和市级文化管理部门各方需

求的多维度统计分析报表，便于各层管

理方及时掌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

理、使用现状，及时发现问题，切实发挥

指导和监管的有效作用。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信息管理系统

的建成，解决了公共设施管理跨度大、

资源供需不均、综合信息化支撑能力及

服务均衡专业性薄弱等问题，实现全市

数百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统一的动态

数据管理机制、终端需求分类汇总、供

需对接机制及第三方评估机制，实现设

施管理、内容配送和服务监管于一体的

管理服务效能。

提供活动人群管理数据

根据《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管

理暂行办法》，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运

行管理原则上强调“以人为本，因地制

宜”，允许社区根据实际需要，开设一些

自选项目。然而，由于以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为代表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遍布

上海市郊各街道社区，点位分布广泛而

分散，因此资源配置与社区居民的实际

文化需求无法真正对接，导致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利用率不均，部分资源未被充

分利用和有效激活。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活动人群管理

系统针对日常出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的人群建立实名制活动人群系统，提供

活动人群信息管理、积分管理、活动行

为管理等一系列身份认证管理系统功

能，并通过对活动人群的分析，掌握社

区百姓的实际需求，促使各中心进一步

改善、优化服务项目，提升中心的使用

率、参与率和满意度。实现真正建好、

用好、管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使文化

资源投入不至于闲置和异化，使公民享

有公共文化的基本权利切实得到保障，

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

保驾护航的作用。

为居民提供一站式交互平台

上海市社区文化网以集中式的门

户网站形式，为全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提供信息的发布、展示及交流，同时为

社区居民提供全市社区文化服务信息

查询、电子地图查找、活动预约、场馆点

评等一站式在线交互功能，扩大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在社区居民中的知晓率，保

障居民参与的可持续，提高设施利用

率。同时，为社区提供基层公共文化设

施的文化资源集成服务，直接面向社区

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并提供社区居

民与基层公共文化机构——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的双向互动交流。

截至 2013 年，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中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已经

全部完成，所有管理系统均投入使用。

项目实现了对已建成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的全覆盖，推动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的升级。

专家组在对“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中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验收

时认为，该系统功能完整，实现了全市

社 区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的 统 一 信 息 化 管

理。该项目是利用信息技术服务于公

共文化事业的一次有益尝试，对于公共

文化事业的科学、高效管理，以及提高

公共设施服务产能、提升管理能级、推

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探索和示范

意义。

信息管理提升上海社区文化服务水平
本报实习记者 孟 欣

来自交互LED雕塑的节日问候

交互 LED“合唱团”是一群内部装有 LED 灯的人形雕塑，安装在澳大利

亚悉尼的皮特街购物中心街头，向过往的行人传递节日问候，当人们走过

时，这些雕塑会使用距离传感器来“演唱”优美的音乐，无形之中拉近了人

与人的距离。

这 16个“歌手”（每排 8个）配备了预先录制好的一首天籁般却无歌词的

乐句。当有人接近时，每个雕塑内的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将被触发，播放录

好的声音，如果是在晚上，雕塑中的 LED 显示灯将会变换颜色。与这个装

置进行互动的人越多，声音和显示就会越激烈。

这个项目是受悉尼市的委托完成的，整个设备耗费约 24.5万美元，为悉

尼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神奇的圣诞节游乐场”。毫无疑问，这种亲民的公

共娱乐设施是值得嘉奖的，至少它们鼓励了那些匆忙的路人，能在繁忙的

商场外放慢脚步看一看、听一听。 （傅奇凡）

4D打印，突破空间局限

与 3D 打印相比，4D 打印中“第四维度”从本质上来说是变化，而 4D 打

印简单来说就是让打印机创造出可以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物体，在某些情

况下甚至可以自我组装。

一个名叫 Nervous System 的工作室开发了一套 4D 打印系统，可以创造

出由铰链式模块组成的复杂的、可折叠的物体。该系统名叫 Kinematics，本

意为运动学，用来描述物体的运动，常被形容为“运动的几何”。设计者以

此命名项目暗示了该项目的核心：通过仿真来模拟有着复杂结合缝隙的聚

合体。

Kinematics 结合计算几何学和刚体物理学，提供了一种将任何三维形

状转变成柔性结构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做出大型的物体，通过仿真即可将

它们压缩成适于 3D 打印的大小。它还可以使有着杂乱图案的首饰更加贴

合身体。

该项目目前的一个应用是制作裙子，首先进行人体的 3D 扫描，然后模

拟出裙子的形状，甚至能够模拟出裙子的垂坠感，裙子的纹理结构也可以

进行调整，然后再压缩成适合 3D 打印的大小。 （欧雪雯）

用于柔性显示器的碳纳米管电池

电子产品制造商已经开始尝试制造可弯曲显示器，但尚未将其推向大

众。LG 和三星推出了新一代可弯曲 AMOLED 手机，但是这种手机只是稍

微有些曲面。这是因为，手机内置的锂离子电池是不可以弯曲和折叠的。

如果执意要让锂电池变形，那么电池就会瞬间燃烧，极其危险。目前，新泽

西理工学院（NJIT）的研究小组用碳纳米管研制了一种用于移动设备的可

弯曲电池。

受电池不可弯曲的限制，目前所有展示的柔性显示器总是与外接电源

相连。由新泽西理工学院开发的纳米管技术，将解决电池弯曲的问题，同

时性能更进一步。

新泽西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传统的电化学供能方式，取代锂电

池中昂贵的电子印刷方式。电池的基底是一个简单的弹性塑料，但电池中

的活性成分由碳纳米管和其他纳米粒子组成。正极、负极和电解质均由半

固体糊状纳米颗粒组成。

这项电池技术有极高的可扩展性。研究人员称，只要改变正、负极材

料的大小，可以很容易拓展电池的尺寸。它既可以像针头那么小，又可以

跟客厅一样大。这将提高电池的应用潜能。试想一下，我们可以让蓝牙耳

机外壳变成电池，也可以将体积很大的电动车电池卷起来放在后备箱里，

以备不时之需。

并且，这些结构简单的塑料封装电池可以通过 DIY 套件让普通用户制

作定制电池。要定制电池，只需要在容器内装填正、负极的纳米电极糊，然

后用塑料片保证正、负极电糊分离，并把所有的东西包在一起。

这项技术刚刚申请了专利，到目前为止尚未商用。一旦它推向市

场，三星和 LG 很快就会将它普及。

（刘 静）

冶炼炉、大纺车、小花楼织机、水运

仪象台……这些只出现在书中的古代

发明，如今就在我们面前。在中国科技

馆的一层展厅中，以仿古展品为主的

“华夏之光”主题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中国科技馆展览部陈吉祥告诉笔

者，这里的特色是仿古、现代科技应用

及观众体验。

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湖北

大冶铜绿山古矿井的模型。铜绿山古

矿井有效地解决了运输提升、井下通

风、排水照明和井巷支护等问题，展现

了中国古代铜矿开采技术的高水平。铜

矿山旁边是开采井盐的模型，也是现代

钻井技术的先驱：据了解，北宋时期中国

人发明的小口径钻井技术，用冲击力凿

岩石，可开凿深达上百米的盐井。这被

认为是现代油井和气井的雏形。

陈吉祥介绍，古人在纺织领域也

发明了许多便于生产复杂纺织品的机

器。包括水转大纺车、原始腰机、小花

楼织机、竹笼机、踏板立机、漳缎机。

例如，早在宋元时期，水转大纺车就在

中国广泛使用。水转大纺车是一种相

对完备的水力纺织机器，与近代纺织

机工作原理基本相似。

小花楼织机是本次展出的最大木

质织机。它发端于唐，流行于宋，常用

于生产花纹循环较小的提花织物。陈

吉祥告诉笔者，这台织机不仅是对外

形的复原，而且能够复原纺织工艺，只

要有花本，就可以织出想要的图案。

在古代建筑展区，还可以看到按

1∶15 比 例 仿 制 的 山 西 应 县 木 塔 ，及

1∶20 的唐代佛光寺大殿。木建筑模型

大多为半剖面，以便于展示古建筑的

结构细节。

如果说纺织机、古建筑仿制起来还

稍显轻松，那么记里鼓车、水运仪象台等

复杂机械的仿古还原就显得难度极大。

记里鼓车因车上木人敲鼓以示行

进里数得名，其工作原理是利用车轮带

动大小不等的齿轮，车轮走满一里，其

中一个齿轮恰转一圈，拨动木人打鼓。

水运仪象台是宋代天文学家苏颂

和韩公廉设计的以水为动力运转的天

文钟。展厅中水运仪象台按照 1∶2 比

例仿制，高 6 米，宽 3.5 米。最上层设有

浑仪且有可以开闭的屋顶，已具有现代

天文台的雏形。中层是浑象，下层是报

时系统。精妙的是，这 3 部分用一套传

动装置和一组机轮连接起来，用漏壶水

冲动机轮，带动浑仪、浑象、报时装置一

起转。报时装置巧妙利用 160多个小木

人和钟、鼓、铃、钲 4种乐器，不仅可以显

示时刻，还能报夜晚的更点。

陈吉祥告诉笔者，这些精巧绝伦

的 古 代 机 械 复 原 不 但 需 找 到 历 史 记

载，还要在古书中找到制作工艺。限

于条件，复原的古代机械无法完全实

现当时的功能，如水力驱动只能依靠

现代水泵代替。

展厅设计之初，西班牙巴塞罗那

科技馆馆长瓦根斯伯格应邀来华，对

“华夏之光”展发表建议。他强调，现

代科学博物馆应首先关注展览的真实

性，包括展品和现象的真实性，而复制

品、模型、多媒体技术等，可以用来解

释，而不是创造或替代现实。只有真

实的事物、真实的现象，才能激发观众

兴趣，改变观众的科学态度。

另外，瓦根斯伯格还特别强调了

展品的选择，他认为好的展品就是展

览 90%的成功。因为“好的展品才有好

的故事线，才能形成从‘实物’到‘现象’

再到‘科学原理’的设计思路。”

在瓦根斯伯格看来，仿古展品能

激发本国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并能对

外国观众普及中国科技史知识，所以

应该具有三“On”：动手（hands on）、动

脑（minds on）、动情（emotion on），其

中“动情”是互动性最重要的部分，即

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他认为，

没有真实性的科学博物馆和展览就失

去了灵魂，观众能通过电视、互联网看

到 的 东 西 ，“ 就 不 会 来 科 学 博 物 馆

了”。（图为中国科技馆展出的仿古记

里鼓车）

仿古展品重仿古展品重现千年前科技现千年前科技
魏 刚

“基于绿色光源的舞台灯具研发”通过验收
本报讯 2013 年 12 月 26 日，国家

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基于绿色光

源的舞台灯具研发与示范应用”课题验

收会在京召开。来自文化部科技司、中

国照明学会、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国家

话剧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

国家大剧院等单位的评委专家参与了

项目验收工作。专家听取了课题组对

于项目的研发过程的汇报，进行了技术

指标的专业验证，观看了产品现场演

示，肯定了项目研发成果，并对该项新

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据介绍，该项目作为国家文化科技

提升项目中重要的产品研发项目之一，

在 2011年 6月至 2013年 12月期间，借助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研究领域的优

势，依托北京星光集团在专业影视舞台

灯具研发生产方面的实力，以计算机 3D

辅助设计（CAD/CAM）为手段，引入工

业造型设计理念，采用新材料、新工艺，

通过分析、研究和对比试验，形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外形美观的绿色光源的

舞台功能灯具。目前课题组解决了影

响 LED 灯具进入专业领域的技术难题，

研发出的“四种系列”绿色光源的舞台

功能灯具，已在新建和改造剧场中得到

示范应用，节能效果显著。

据项目科研组负责人穆怀恂介绍，

以一个中型剧场为例，按照传统卤钨光

源 灯 具 设 计 ，照 明 用 电 功 耗 将 达 到

500KW 以上，而采用绿色光源的舞台功

能灯具，照明用电功耗不过 100KW 左

右，节能幅度高达 80%以上。假如在 100

家剧场实施“绿色环保照明工程”，每年

将节省电能耗近 5000万度，可供 20万户

家庭使用一年；可节约 2 万吨标准煤，减

排 5 万吨 CO2。由此可见，推广绿色光

源的舞台功能灯具的示范应用将产生

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曹敏燕）

首个园区入选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本报讯 近日，科技部、中宣部、文

化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布了

全国第二批 18 家“国家级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以无锡国家数字电影

产业园为主体申报的无锡国家级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入选，这是目前

获批的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中，唯一一个以园区为申报主体的

示范基地。

据了解，近年来，无锡高科技产业

发展呈现出升级加速的特征，集成电

路、物联网产业等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占

据了重要位置。2010 年 11 月，无锡市委

在《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

明确提出了“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

2011 年 12 月，无锡市政府又颁布了《无

锡市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意

见》，大力发展影视传媒、创意设计、数

字出版等产业，鼓励原创文化产品生

产，鼓励原创文化项目研发，支持文化

产业核心技术研发。

2010 年成立的无锡国家数字电影

产业园，是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由国

家广电总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建

设的国家级数字电影产业园区。目前

一期工程已建成 A、B、C 三个区域并全

面投入使用，占地 300 亩，主要利用原工

业老厂房改造扩建 12 万平方米载体，二

期 D 区占地约 230 亩，规划建筑总面积

20 万平方米，于去年 10 月 28 日正式开

工。园区先后获批江苏省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园区，首批江苏省重点文化产

业园区。园区建设实现了从传统生产

厂房到影视制作基地转变、从普通外景

拍摄到室内虚拟置景转变、从单一拍摄

制作到全产业链覆盖转变的“三大转

变”，也是无锡市转型发展的典范。

（刘修兵）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成立区域文化发展专业委员会
本报讯 日前，中国区域科学协会

区域文化发展专业委员会成立暨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召开。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白国庆

告诉记者，“文化专委会”的成立是艺科

所顺应当前“新型城镇化”工作，落实文

化部领导关于“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力

文化支撑”指示的具体举措，是新形势

下对于交叉性研究进行“创新协同”的

具体探索。当前的文化建设面临着历

史上从没有过的复杂性，一些新问题新

情况亟须我们去研究、去解决。只有联

合各方力量，进行跨部门跨学科的合

作，才能从区域协调发展的高度更好的

推进文化建设。

会 议 上 ，与 会 专 家 表 示 ，在“新 型

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时代背景

下，成立“文化专委会”将整合平台、更

好地为区域协 调 发 展 服 务 的 迫 切 性 ，

并就“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

关 键 指 标 构 建 ”“ 新 型 城 镇 化 视 角 下

中 国‘ 文 化 —— 空 间 ’规 划 管 理 系 统

构 建 探 讨 ”“ 新 型 城 镇 化 进 程 中 城 市

创意产业集聚的动态演化”等话题进

行探讨。 （孟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