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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7月4日电（记者王小龙）比利时科

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火星的两个卫星与月球的形成

过程大体类似，均是在一次大碰撞中产生的。不过，由

于运行轨道的关系，未来留下来陪伴火星的将只剩下

一颗卫星，另一颗则会被拉向火星最终陨落。

火星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太阳系行星，与地球相比，

它有火卫一和火卫二两颗卫星。这两颗卫星曾被认为

是火星捕获的小行星，但最新研究发现，它们如同月球

的产生过程一样，可能也是在一次大碰撞事件中形成

的。然而，让科学家们不解的是，同样是碰撞事件，为

何火星不像地球一样形成一个大卫星（月球），而是产

生了两颗小卫星。

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的帕斯卡尔·罗森布拉特和他

的研究团队，使用数值模拟了一次火星上的大碰撞事

件，以及碰撞所造成的碎片盘演变。他们发现，由于碎

片的密集程度不同，较大的卫星会在碎片盘内侧吸积

形成；而在碎片盘外侧，也就是先前认为的火卫一和火

卫二形成区域，碎片低密度分散着，不容易形成卫星。

不过，当内侧有一个巨大卫星时，产生的引力牵引会搅

动碎片盘的外侧，让外侧形成小型卫星。

罗森布拉特表示，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内侧巨

大卫星最后在火星潮汐力作用下落到了火星上，其他

在潮汐力范围之内的外侧卫星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只留下火卫一和火卫二作为大碰撞事件的幸存者。这

种方案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的火星有两颗卫星，也可

以解释为什么未来会只剩下一颗卫星。目前，火卫二

轨道是稳定的，而火卫一正逐渐被拉向火星。

研究人员称，当年火星可能有很多卫星，最大的那

些塑造了整个系统，最小的那些最晚落下，而火卫一可

能是一系列坠入火星小卫星中的最后一个。

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网络版上。

火星的卫星或是被撞出来的
未 来 很 可 能 由 两 颗 变 为 一 颗

火星与火卫一、火卫二

人类对人工智能寄予厚望，赋予其无尽的遐想，

更是许多科幻大片的主题。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

不如人意，直至一种名为深度学习的强大技术横空出

世，这一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人工智能曾步入“寒冬”

人工智能的开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工智能有了新的发展，并在跳

棋上战胜了人类，同时在数学定理证明上展现出强大

能力。许多科学家兴奋地认为，利用软硬件形成的人

工智能可在任何领域内战胜人类。麻省理工学院著

名科学家马文·明斯基则公开宣称，人工智能只需要

一代人的时间就可以战胜人类。这一愿望推动了一

大批科研人员投身到这一研究领域。

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还是太过于天真了，

人类大脑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科学家的预想。当时

的计算机由于算法过于简单、数据不足及速度过慢等

原因，相继在诊断和图片识别方面败北，使人们对人

工智能的憧憬变为质疑。到本世纪初，有关构建仿人

类智能机器的想法几乎在科学界销声匿迹，甚至连人

工智能这一名词也似乎远离了严肃科学。为此，有人

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这段时间戏称为“人工

智能的冬天”。

脑科学为人工智能注入活力

2005年，深度学习技术开始从脑科学的发展中汲

取营养，通过模拟神经元来逐渐学习如何识别图像、

理解语言，甚至作出自己的决定。该技术主要基于人

工神经网络和一般的数学原理，从实例中学习如何识

别图像和翻译语言。深度学习技术使人们恢复了对

人工智能的憧憬。2012年，谷歌开发出智能个人助理

Google Now，用自然语言来回答用户问题，提供建

议，并根据用户以往的搜索习惯预测其可能需要的信

息。此后，谷歌又推出图片搜索引擎 Google Photos。

智能手机助理软件更是一日千里，成为人们不可或缺

的生活工具。谷歌 AlphaGo战胜围棋顶尖高手李世石

的消息更是成为轰动世界的头条新闻。技术进步推

动深度学习技术迅速商业化，并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

重要推手。为了抢占先机，各大信息巨头纷纷砸数十

亿美元巨资支持其发展。

多年来，人工智能进展缓慢，主要是由于人类是

以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而不是机器所能理解的方式

来认识世界，处理问题，因此，对人类来说容易的事，

对机器来说则千难万难。而深度学习最有潜力之处，

就是让机器自己学习，通过自主学习教会自己如何做

出正确的决定。然而，让机器对特定情境做出正确决

定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人类之所以比较容易做

出正确的决定，是因为一些相关知识早已储存在大脑

中，事到临头可以直觉的方式瞬间作出反应，并可在

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因此，机器学习的一个

重要方面是为其编码学习算法，让机器从分析比较大

量实例中学习提高。

编码学习算法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没有一个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可以处理机器所面对的各

种情境。而人类则不然，人类似乎天生就可以处理各

种情境、学习各种知识。因此，人类大脑自然就成为

设计人工神经网络最重要的模型。

技术进步助推深度学习发展

人类大脑通过神经元来进行计算，每个神经元通

过突触传递信号。神经元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加强突触

的强度，并向临近的神经元传递信息。因此，早期深度

学习技术也从构建虚拟神经元来形成人工神经网络，

并通过增强连接神经元间的突触优势来实现机器学

习。现在的人工神经网络用不断改变每个突触连接的

数值来表示该连接强度。虽然每次学习其数值改变很

小，但已可以使人工神经网络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为了取得最佳效果，目前的学习算法还需要人类

的参与，称之为监督学习。如通过为机器提供日落的

图片来作为输入，这样“日落”一词经过人工智能才能

输出。每次提供不同的日落图片，不断改变人工神经

网络突触连接的数值和强度，以此来完成学习任务。

这一学习过程的关键是不让机器单纯地死记硬背，而

是遇到新的日落图片时，同样可以产生有关日落的输

出。虽然这一任务表面上看很简单，但由于即便是日

落这一简单的情境，其图片也会产生无穷的变化，因

此要求学习算法在类似的输入下，会产生类似的输

出，尤其不能出现指鹿为马的情况。

有一种处理图像识别问题的神经网络称之为卷

积神经网络，是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其有多层神经

元，对图像中重要内容的些微变化不敏感。卷积神经

网络在深度学习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灵感主

要来自人类视觉皮层的多层结构。

此外，深度学习在近年来能够取得成功得益于两

个关键因素：一是计算机运算速度提高了近十倍，尤其

是图形处理能力大幅提高；二是深度学习可顺序计算

的能力，能对图像、声音或数据一步一步地进行分析或

构造。而对声音和图像进行识别需要多层网络结构。

人工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上主要表现为对静态

图像的识别能力。目前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神经网络，

称之为回归神经网络，可对随时间展开的事件进行标

记。回归神经网络与人类大脑的处理方式有很多相

似之处，它可以预测一个句子将出现什么单词，并在

阅读句子后，对其意思进行猜测，今后可应用于语义

加工和语言翻译。

人工智能技术走过了寒冬，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还对我们今后应如何支持科

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当某项技术的

发展遇到暂时挫折，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应对挑战，坚

持多样化发展策略，有效帮助其走出困境，这对整个

科技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3日电）

走 过 寒 冬 迎 来 春 天
——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帮助下欲当“学霸”

本报驻美国记者 何 屹

科技日报北京7月4日电 （记者

张梦然）4日发表在英国《自然-医学》

杂志上的一则小鼠研究显示，激活大

脑的一个奖励中心，可以影响身体对

于特定细菌病原体（大肠杆菌）的免疫

抵抗。该研究为安慰剂效应提供了一

个生物学基础。

在正常情况下，大脑的奖励中心

会受天然奖励性刺激和积极预期的影

响。也就是说，积极情绪和期望都会

激活大脑中的奖励回路，从而影响很

多生理过程，包括与免疫系统运作有

关的生理过程。不过，具体的脑区和

细胞对外围免疫力的影响一直不为人

所知。

此次，以色列理工学院阿西亚·
劳斯、沙伊·什-奥尔和他们的研究

团队采用遗传学方法，使小鼠大脑中

设计的 DREADD 受体只在小鼠大脑

腹侧被盖区（VTA）的多巴胺能神经

元中表达。VTA 是两条主要的多巴

胺神经通道的一部分，而 DREADD

受体全称是“被特定设计药物激活的

设计受体”。为了增强这个奖励中心

的大脑活动，研究人员在使用大肠杆

菌“挑战”小鼠免疫系统的前一天激

活了这些受体，并且观测到了外周免

疫细胞在短期实验和长期实验中增

强了抵御这种细菌的能力。这些效

果会被外周交感神经系统的失活所

抵消。这意味着，外周交感神经系统

是大脑核心奖励回路和外周免疫系

统之间的桥梁。

该想法虽未得到进一步实验测

试，但此研究可以给众所周知的安

慰剂效应提供一个生物学基础。在

安慰剂效应中，患者的积极预期可

导致一系列健康情况中出现生理上

的改善。目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

调查这个“大脑—免疫系统”可能运

行的条件。不过，论文作者推测，一

些天然的奖励刺激，如交配或者进食行为，都可能会

激活腹侧被盖区同时增加接触病菌的几率。此外，

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理解这种大脑和免疫系统的

连接是否会对其他病原体，如病毒的免疫防御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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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在印
度北方邦马图拉，几
名儿童合力推动一
辆困在积水中的黄
包车。

近日，印度大部
地区迎来雨季。频
繁降水过后，印度多
个城市排水系统运
行不畅，积水严重。

新华社发

新华社巴黎7月 3日电 （记者张雪飞 邢建桥）即

将赴中国访问的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主席让－伊夫·
勒加尔日前在巴黎对新华社记者说，法国和中国在航天

领域的合作非常活跃，是两国科技合作的标志性领域。

“每次两国高层领导人举行会见，航天总是一个重

点议题”，勒加尔说。中国是法国在航天领域重要的合

作伙伴，两国航天合作具有典范意义，且未来仍具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

中法两国政府早在 1997 年就签订了《研究与和平

利用外层空间合作协定》。目前，法国国家航天中心与

中国国家航天局合作，计划于 2018 年发射中法海洋卫

星，通过观测海洋表面风场和海浪情况来研究气候变

化。双方还计划于 2021年发射探测太空伽马射线暴的

SVOM 天文卫星。

勒加尔指出，法中两国不仅在多个航天项目上拥有

共同关注的问题，且双方的整体航天规划具有“互补

性”，为彼此协作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基础。“以上面提到

的两个合作项目为例，法国主要发挥其在空间研究设备

研发方面的优势，而中国则重点负责卫星平台的设计建

造及运载火箭发射工作”，他解释道。

勒加尔强调，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在航天领域取

得了惊人的进步，中国最初的航天计划更多侧重于应

用，而如今则越来越深入到极为复杂的科学探索当

中，如“玉兔号”月球车的探月之旅、准备建造空间站

等等。

在勒加尔看来，“创新、气候问题和科学探索”是

目前世界航天界的三大主题，鉴于法中两国在后两个

主题上均已展开重点项目合作，未来应努力在“创新”

层面探寻合作机会，例如共同研发性能更先进且造价

更低的卫星。

他指出，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

向前发展，中国正致力于与国际航天界展开积极合作。

“我坚信未来国际航天事业的一些重大进展都将是国际

合作的成果。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已经踏上了正确的

道路，并将继续坚定前行”，勒加尔说。

航天是中法科技合作的标志性领域

中 国 刚 刚 完 成 了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的主体工程，它刷新了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

远镜的纪录。望远镜从诞生起就一直在向“比大更大”

的方向发展，如今全球已有多个种类的巨型望远镜。

一般认为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当他把两块镜片

组成最原始的望远镜时，其口径和今天家用的望远镜

差不多，都是以厘米计算。望远镜的口径越大，能收进

的光就越多，在天文观测中就越有利，因此光学望远镜

越来越大。目前国际天文学界正合作在美国夏威夷建

设一个口径达 30 米的光学望远镜，它将成为世界最大

的光学望远镜。

但与射电望远镜的规模相比，光学望远镜就是小

巫见大巫了。射电望远镜收集的信号是来自宇宙空间

的电磁波，可以探测到光学望远镜看不到的许多东

西。上个世纪，天文学界借助射电望远镜发现了脉冲

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等许多重大成果。由于射电望

远镜所收集电磁波的波长往往较长，所以需要较大的

尺寸，现在都要百米口径才能在世界上排得上号。

比如在德国波恩附近的埃费尔斯贝格射电望远镜

口径为 100米，而波多黎各的阿雷西沃射电望远镜口径

超过 300米。

美国在西弗吉尼亚州也有一个口径 100 米的射电

望远镜，有趣的是其名为“绿岸”。这可能会让很多人

想起科幻小说《三体》中的“红岸”基地，小说中的“红

岸”基地不仅可接收宇宙电磁波，还能主动向外星人发

射电磁波信号。在现实中，大部分射电望远镜都是被

动接受电磁波信号，但也有少数可以主动发射信号，相

当于一个大雷达。

中国在贵州黔南州平塘县大窝凼建设 500 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最后一块反射面单元 3 日成功吊装，

标志着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预计今年 9月全部竣工。它

拥有 30 个足球场大的接收面积，与德国波恩的 100 米

射电望远镜相比，灵敏度提高约 10倍。

500 米就是射电望远镜的规模极限了吗？就单个

望远镜而言要做得更大很难了，但科学家们还有一个

方法，就是用大量射电望远镜组成一个阵列，它们可以

分布在辽阔的地理空间，对收集的信号进行综合分析，

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超大的望远镜。

目前，国际天文学界正在南非和澳大利亚建设这

样一个“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由名称可知，

它建成后单是收集信号的面积就可以达到一平方公

里，加上分布在从非洲到大洋洲的辽阔空间，其观测能

力将是现有其他设备无可比拟的。

相信随着 30 米口径光学望远镜、500 米口径射电

望远镜、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等巨型望远镜的陆续建

成和投入使用，人类将会发现宇宙中更多的奥秘。

比 大 更 大
——全球那些巨型望远镜

新华社记者 黄 堃

新华社东京7月4日电（记者华义）日本大阪大学

一个研究小组最新发明一项技术，可实时观察实验鼠

骨骼吸收的过程，这将有助于研究与骨骼发育和代谢

有关的疾病。

大阪大学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从造血干

细胞分化而来的破骨细胞是骨组织成分的一种，能够

溶解老化的骨细胞，发挥骨吸收的功能。破骨细胞对

于骨骼的发育和修复等具有重要的作用。破骨细胞如

果过度活跃可能引起骨质疏松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

病。与破骨细胞在功能上相对应的细胞叫成骨细胞。

大阪大学教授菊地和也等人发明了一种荧光探

测法，荧光物质被注入实验鼠体内后，可使只有破骨

细胞溶解骨细胞的地方发出荧光，从而可以使用特

殊显微镜观测到活体实验鼠体内发生的破骨细胞溶

解骨骼的过程，还可以对破骨细胞的活性进行量化

分析。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技术将可用于相关疾病的早

期诊断发现，以及观察与骨骼相关的疾病的药物治疗

效果。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化学生物

学》月刊上。

新技术让骨骼吸收过程可视化

雨季来临

印度城市

遭水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