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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月24日电（记者张梦然）英国《自

然》杂志近日公开的一篇考古学论文，报道了可能发生

在狩猎采集者群落之间的一起“暴力事件”，地点在大

约 1万年前的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岸边，现场发现的十二

具骨架中，有十具有暴力致死的迹象。这或是“史前人

类屠杀”的首个例证，说明在全新世早期，狩猎采集者

中已存在群体内的暴力屠杀。

群体暴力与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在数

千年中改变着历史。但我们几乎从没掌握远古时代

人类群体内的暴力冲突证据。因为这不但关系到此

类冲突是怎样被定义和识别的，更取决于相关考古发

现的保存状况。

此次，英国剑桥大学马尔塔·米拉兹·拉尔和他的

同事们，在纳塔鲁克，接近曾经是图尔卡纳湖边缘一个

小泻湖的地方，发现了至少 27 人的遗骸。论文作者们

断年大多数遗骸距今 9500年到 10500年，发现的时候已

经完全裸露并且处于碎片化状态，保存状态各不同，没

有刻意埋葬的痕迹。

研究人员发掘了十二具搅在一起的骨架，其中 10

具遗骸有致命创伤的痕迹，比如头部的钝击伤、头部或

者肩部的刺伤（可能是箭伤）等。他们发现，另外两具

死亡的时候没有创伤迹象，但是手的位置表明这两个

人死时可能是被绑着的。研究人员也发现，有一个刀

片和两个小型燧石工具嵌在这两人身体里。

《自然》杂志将这一“暴力的历史”刊登在封面上。

目前这场冲突的起源仍有争议，因为缺乏证明过去人

类群落之间关系的证据，特别是史前狩猎采集者群落

之间暴力冲突的证据仍非常少。

尽管这场史前屠杀的原因未知，但论文作者们做

出猜测，其可能是劫掠资源，比如地盘和食物储备的后

果。他们也提出这更可能是当时两群人相遇时一个标

准的敌对反应。

考 古 发 现 首 例 证 据

远古人类群体间或存在暴力屠杀

看似巧合，从《星际穿越》《火星救援》《2001 太空

漫步》到热映的《星球大战》，无数科幻片的主角身边，

总有个机器人助手或者人工智能协助系统。这就是

人类设想的未来吗？人工智能到底发展到了哪一

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刚刚结束，论坛上的相关讨

论似乎也余音未消。

好好学习，分秒向上

机器已学会自主学习了吗？记者在此次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的人工智能技术展览上看到，苹果手机

Siri 语音控制系统通过预设答案及网络搜索手段，实

现了初步智能应用。

但参加达沃斯年会的科技界人士预测，未来人工

智能完全可以实现理解语言、读懂文件、自我学习甚

至情感理解。其中能自主学习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

一个飞跃阶段。

其实去年的一项研究成果已表明机器也会学习

了。2015 年 2 月，谷歌公司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杂

志网络版发表报告说，他们研发的“深度 Q 网络”计算

程序可让计算机实现更接近人类的独立学习和推理

能力。研究者让该程序挑战 49 款不同的经典电子游

戏，并且没有将游戏规则直接输入程序中，而是让程

序在玩的过程中自学，找到取胜之道。

结果显示，这一新程序取得了与人类职业游戏测试员

相当的成绩，其中在半数以上游戏中达到与测试员得分非

常接近的水平。可以说“深度Q网络”已完成惊人一跃。

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也会自主进化。剑桥大学去

年 8 月发布报告说，该校研究人员开发的“母体”机器

人能在没有人工干预情况下，制造并逐步改进多代

“子体”机器人。在多次实验中，机械臂先后独立制造

了共 10代“子体”机器人，每一代机器人在性能上都要

优于上一代。

精准识别，高效应对

美国脸书（Facebook）公司设在达沃斯的互动体验

区展示了人工智能在社交媒体中的应用，如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自动识别照片上的人物、城市地标等主要内

容，为盲人语音读图，并让用户对人工智能识别的对

错给予反馈，帮助提高技术准确率。

实际上，越来越精准的图像、声音和面部识别系

统能让计算机更好感知人的情感。这种技术的发展

在教育、抑郁症治疗、临床预后评估、智能客服、网络

购物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一些商家已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判断顾客在

网购时是否开心或满意。一些服装公司使用人工智

能程序帮助顾客在网购时找到心仪的产品。例如顾

客看着一件衣服说：“我想要这个样式的外套，但要更

保暖一点。”人工智能客服则能理解顾客的这种要求，

并作出新反馈。

防考试作弊也需要人工智能识别。作弊一般只

能靠监场老师现场抓获，而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小组为

考场监控电脑开发的一款新程序，能以很高的精度自

动发现考生是否作弊。作弊考生如果花样翻新，电脑

程序也会相应变得更“精明”，总结每次的蛛丝马迹。

因为该程序能计算参加考试者过去的成绩与考试问题

难易度是否匹配、与其他考生答案的重叠程度等，然后

将作弊嫌疑低的人逐个排除，最终确定可疑的人选。

人机沟通还要多久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多位业内专家认为，人

工智能技术研究突飞猛进的同时，相关伦理研究更应

走在前面。越来越多的技术开发人员、计算机科学家

和工程师感觉到，他们在研发时必须求助于第三方的

意见来创建一些程序。

德鲁·摩尔是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卡内基梅隆大

学计算机学院院长。他曾撰文指出，美国国家科学院

已经召集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人工智

能取代人工的问题，这里人工智能取代的不是蓝领工

人的生产工作，而是传统认为它们不能取代、需要人

与人互动的白领工作。比如脸书公司的人工智能发

展目标就是在未来 5 至 10 年，能够实现由机器完成某

些需要“理性思维”的任务。

不过，“智能机器人很难说比人聪明，”中科院院

士、中科院副院长谭铁牛日前对新华社记者说，现有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说有智能没智慧，有智商没情商，

会计算不会算计。他说，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人工智

能取得巨大进步并呈暴发增长之势，但在看得见的未

来，人工智能整体水平还难以超越人类智慧。

至于未来，摩尔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感受”人类

情感是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最先进的一个方向。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网络安全实验室主任扬波利斯

基认为，计算机能够理解语言的能力最终会向人和

计算机“无缝沟通”的方向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人工智能发展到了哪一步？
新华社记者

本周焦点

太阳系真正的“老九”来了？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巨大的天

体正在沿着奇怪的、高度拉长的太阳系外围轨道行

进。尽管尚未直接观测到这颗天体，但已通过数学建

模和计算机模拟，确认其是太阳系名副其实的“第九

大行星”，推测其质量约为地球 10 倍，公转一周需一

至两万年。

不过，也有声音认为，目前尚未进行真正的行

星探索，肯定地说有一个所谓的“行星 X”在那儿还

为时过早。

本周明星

“第一朵太空花”：在空间站绽放
一株距离地面约 400 公里的百日菊成了明星，还

极有可能以“第一朵太空花”的名号被载入史册。此

前宇航员们已在空间站完成过多项植物种植实验，并

成功种植过生菜，但百日菊对环境和光线更为敏感，

种植起来更为困难。

这朵“太空花”有助科学家了解植物如何在微重

力环境下生长。

外媒精选

美国部署先进网络战武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

称，美军已经花了五年时间开发先进的网络武器和

数字作战能力，或在短期内对这些武器和能力进行

更为公开的部署，而这意味着美军网络作战能力已

开始上线。

本周争鸣

华裔科学家被不公平对待情况受关注
美国司法部在未充分调查的情况下逮捕华裔科学

家郗小星和陈霞芬的事件发生后，包括3名诺贝尔奖得

主和美国院士在内的20多名科学家联名在公益请愿网

站“Change.org”上向美国司法部请愿，要求美政府对华

裔科学家因为种族而被不公平对待的情况进行调查。

前沿探索

乳腺癌研究发现数十种药物新用途
加美两国联合团队开展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

乳腺癌细胞功能调查分析，发现了数十种现有药物的

新用途、药物开发新靶标及新药物组合。此项研究成

果也可用来开发其他癌症的候选新药及阐明癌细胞

的抗药机制。

猎鹰九号火箭海上回收试验再度受挫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 17 日成

功将海洋观测卫星“Jason－3”送入预定轨道，但在随

后的回收试验中由于一个着陆支架未能锁定，整个火

箭倾倒在回收船上。该公司备受关注的火箭海上回

收尝试再次以失败告终。

宇宙早期或有短暂的“二次膨胀”
目前流行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早期扩张呈指

数形式，称为“膨胀”，整个时空从一个极热而致密的

点向外膨胀，成为一个均匀的、仍在不停扩张的大宇

宙。但美国能源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等机构一

些科学家认为，宇宙早期可能还有一个较为短暂的二

次膨胀时期，这种假设或许能解释宇宙中现有暗物质

数量过多的问题。

NASA南极放飞气球搜集太阳耀斑数据
一个充满氮气、足球场大小的科研气球 18 日被

释放升空，携带着仪器径直飞向南极上空的平流层。

这个名为伽马射线成像仪/太阳耀斑偏振仪（GRIPS）

的气球，是 NASA 研究太阳耀斑散发出来的极高能量

辐射的一个利器。

一周技术刷新

新型锂离子电池可在0℃下高效运行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一

种具有快速自发热功能的锂离子电池。这一新型电

池的出现有望弥补传统锂离子电池在 0℃以下低温环

境中性能下降、掉电快的短板，让电子产品在低温环

境中高效运行成为可能，未来还有望在电动汽车、极

地与太空探索中获得应用。

美军欲凭脑机交互制造“半机械人”
美国国防部计划研发一种脑机交互技术，这种技

术可使其士兵变成与电脑直接连接的“半机械人”。

这是一个叫做“神经工程系统设计”（NESD）的研究

项目，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可植入人体的神经接口，

能够使人类大脑直接与电脑连接。

奇观轶闻

冷冻三十年，水熊虫成功复苏
日本国家极地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次将冷冻 30

多年的缓步动物“水熊虫”成功复苏，这些缓步动物是

科学家 1983年 12月在南极洲昭和站的苔藓植物中发

现的，被隔离放置于约零下 20 摄氏度的冰箱里。这

次复苏将提高人们对隐生生物体长期存活机制及条

件的理解。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月18日—1月24日）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4日电 （记

者华凌）上周四，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SpaceX）公布的视频显示，他们在

完成推进悬浮原型试验中，通过操纵

强力推进器成功使“龙”飞船实现了空

中悬停，这意味着未来宇宙飞船从国

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或者拜访火星时，

或将告别沿用已久的降落伞方式，可

像直升飞机一样直接精准地着陆。

由于未来人类将探索抵达的星球

的表面不像地球，如火星上没有海洋，

着陆其上非常棘手，其大气的厚度足以

让飞船在进入过程中产生严重的热摩

擦，不利于降落伞工作。这就要求载人

飞船在着陆时须具备空中悬停能力。

据美国太空飞行网报道，两个月

之前，SpaceX 在得克萨斯州麦格雷戈

成功进行的空中悬停试验，主要对控

制载人“龙”飞船着陆的 SuperDraco推

进器性能进行测试和分析。该飞船

6000公斤重，配置了 8台推力引擎，若

猎鹰火箭起飞遇到麻烦，其可起到紧

急撤离的作用，使宇航员免受爆炸碎

片的冲击，并将其护送到陆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表

示，这次“龙”飞船空中悬停测试非常

成功，虽仅持续了 5秒钟，但发动机释

放出的推力高达 3.3 万磅。此项目最

终计划是使太空舱完全不用降落伞着

陆，而用 SuperDraco 推进器使其重返

地球，然后抛弃隔热罩并减缓速度，在

火箭推进下单独着陆。

SpaceX 的研究目标是让“龙”飞

船实现“和直升飞机一样精准”的着陆，大大提高宇宙飞

船太空飞行和回收的效率。从长远看，这一技术突破还

将是人类实现安全着陆火星表面迈出的关键一步。

“龙”飞船搭载于猎鹰九号火箭，能够搭乘 7名宇航

员或者装载更多货物补给国际空间站。按照 SpaceX 和

NASA 签署的协议，如果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预计到

2017 年 3 月，猎鹰 9 号将搭载“龙”飞船把两名宇航员送

往国际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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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 24日电 （记者张梦然）日本捕

鲸船又回到了南大洋，今年预期会杀死 333 头鲸，据称

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在最近一期《自然》杂志上

刊登的一篇读者来信中，一组来自国际捕鲸委员会的

杰出代表，对此科学性提出质疑。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捕鲸兼食鲸国，商业捕

鲸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其捕鲸活动是日本渔民在政

府的鼓励下以“科学考察”为借口而进行的。此次，英

国圣安德鲁大学安德鲁·布赖尔利和美国华盛顿州阿

拉斯加渔业科学中心的菲利普·克拉彭，获得了 30位国

际同行的支持，他们在给《自然》杂志的信中指出，日本

无视一项必须的、针对其最新捕鲸计划科学目的的独

立专家评审。

目前此类捕鲸项目由国际捕鲸委员会的科学委员

会评审。而日本上一个捕鲸项目在 2014年被国际法庭

禁止。从 1987 年至今，日本已经捕获 10712 头鲸，最新

项目将使这一数字再次加大。

来信指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评审过程有一部分

存在缺陷，因为委员会给提案者和裁判的意见赋予了

同样多的权重，而独立的评审意见不具有约束力。来

信写道：“国际捕鲸委员会急需开发出一套科学评审体

系，以便能够得出明确的、获得所有人尊重的决定。”

此篇文章属于《自然》杂志刊发的读者来信，并不

是一篇论文。读者来信是对于公众及政治热点问题的

评论，或是读者对于《自然》杂志发表的非研究型内容

的反馈。

《自然》刊文质疑日本捕鲸科学性

1月22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时代广场，一名装扮成自由女神的男子修理手中的“火炬”。
新华社/路透

雪中女神雪中女神

图为一名女性的手骨。在这批考古新发现中，妇女
和儿童残骸大都聚集在一起。这说明在这场战争中，妇
女和儿童可能是在男性战死后被俘获并惨遭屠戮。

科技日报多伦多1月 23日电 （记者冯卫东）加拿

大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用于监测生命体征的非接触式

新系统，可有效改进心血管疾病的监测和预防，进而为

老年患者提供更大的独立性。

由滑铁卢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该装置，是使用“编

码血流成像技术”的首个便携式系统，可在不与皮肤直

接接触的情形下同时监测多个动脉点的血流。

传统监测系统采取身体某一处的血液脉冲读数。

而新装置则可像许多虚拟传感器一样测量身体不同部

位的血流行为，并将来自这些脉冲点的数据传送到电

脑，以进行连续监测。这类似于监测整个城市的交通流

量，而非只监测某个交叉路口的车流量。

研究人员称，连续收集身体不同部位的数据，为准

确了解身体运行状况提供了更完整的画面。该装置还

可一次性及远程扫描多位患者，因此在大规模紧急救护

或长期护理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该技术为监测生命体征提供了更多的预测手段，应

用范围也更为广泛。该装置的非接触式特性，对于高度

传染性疾病患者、处于重症监护的婴幼儿患者来说也是

理想的检测工具。

非接触式新装置可监测心脏疾病

新华社伦敦1月 23日电 （记者夏晓）英格兰公共

卫生局日前证实，3 名曾前往哥伦比亚、苏里南和圭亚

那旅游的英国人患上了寨卡热。这是英国首次在本土

发现寨卡热病例。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介绍说，引起寨卡热的寨卡病毒

不会自然出现在英国，但病毒会通过蚊虫传播，在极少

数情况下，病毒也会通过性传播或者母婴传播。孕妇感

染寨卡病毒后，其产下的婴儿会出现小头症。寨卡热的

症状包括发热、红疹、关节痛、肌肉痛以及非化脓性结膜

炎等。目前没有药物可以预防和治疗寨卡热。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寨卡热目前在巴巴多

斯、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

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

巴拉圭、波多黎各、苏里南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流行。

英国本土首次发现寨卡热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