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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北京的能见度很低，中午 12点空

气质量指数（AQI）高达 311，空气质量为严

重污染。北京市4日宣布，推迟橙色预警结

束时间至7日。这是北京从去年12月30日

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开始，第二次宣

布继续保持橙色预警应急状态，至今已维

持橙警状态7天了。雾霾时间这么长，污染

这么重，为何一直没有启动红色预警？

北京市环保局总工程师于建华解释

说，这次“跨年”污染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在

重污染预报的研判过程中，确实感觉很难。

“当时我们认为 2016 年 12 月 30 日到

2017年 1月 1日，是一个明显的空气重污染

过程，但当时判断在1月2—3日会有一个明

显的改善，然后 4—5 日又有所积累。”于建

华说，但实际情况是，1 日之前的重污染走

得比预想得慢，由于冷空气较弱，污染回流

得快一些。“原来给我们留了两天好转的‘缝

儿’，这一慢一快，挤压成只剩半天了。”

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6

年修订）》，橙色预警为预测连续3天出现重

度污染，其中 1天达到严重污染；红色预警

为预测连续4天及以上出现重度污染，其中

2 天达到严重污染；或单日空气质量指数

（AQI）达到500时，也要启动红色预警。

1日晚北京将橙色预警延期 3天，但不

是拉红警。于建华说，1 月 2 日上午，大家

看到蓝天白云，是 2级水平，解除橙警没问

题，但如果在解除橙色预警同时，马上宣布

12 个小时后又要启动下一个橙色预警，对

各实施单位，工业企业和车主们来说，太折

腾了。橙警连续，可以让各项应急措施落

实得更平稳有序。

据北京市环保局预测，6 日污染物将

继续积累，预计达重度污染；7 日前后，空

气质量开始好转，8 日受冷空气持续作用，

空气质量将明显改善。

于建华表示，从目前的预报预测能力

和水平来看，实际情况和预测确实不会完

全吻合。如去年 12 月中旬的那次红色预

警，提前 100 多个小时确定了预警解除时

间，最后能如期解除，这种概率很小。“对于

这种超过 100 小时的预测，确实是有运气

在里面的。”

据悉，预报偏差客观上主要源于影响

空气质量数值预报产品的四个主要因素：

污染源清单、气象初始场、大气污染物监测

初始场、大气化学反应机理的完整性和准

确性。在预报作业流程中，预报员们需要

分析未来 7—10 天数以百计的空气质量相

关数值预报、气象数值预报、实时空气质量

监测、气象实况观测相关图形和数据产品；

比较至少三个不同的空气治理数值预报模

式、至少三个国际主流气象机构、至少两个

主要时次的气象产品，而这些信息经常不

一致或有矛盾。如何取舍，非常考验预报

员的经验和水平。

如这次“跨年”雾霾，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大气室主任宫正宇说：“从最初会商到环

保部发布，一般都要经过两到三次会商，遭

遇区域重污染天气，都会加密会商频次，为

环境管理决策提供最新的信息支持。”

（科技日报北京1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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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5日电（记者张梦然）
北京时间 4日晚，神秘账号 Master公布自己正

是去年击败李世石的人工智能“阿尔法狗”

（AlphaGo）新版，代为执子的是该团队黄士杰

博士。此前，该账号在知名围棋平台上挑战

多位中韩世界冠军，战无败绩，引发人们对其

屏幕背后真实身份的猜测。

Master 自去年 12 月 29 日上线后，先是取

得对柯洁、朴廷桓和井山裕太等顶级高手的

快棋 54 连胜，其中唯一一盘没能赢的原因是

对手掉线，被系统“判和”。随后其继续豪取

胜利，并于 4 日下午战赢“棋圣”聂卫平，直至

60盘时自曝身份，决胜收官。

早些时候，谷歌深度思维公司创始人德

米什·哈萨比斯在推特上发布声明，证实是新

版“阿尔法狗”Master 在与人类对决。由该公

司开发的这一围棋程序利用“价值网络”去计

算局面，用“策略网络”去选择下子，并通过对

人类专业棋局的监督学习以及让它和自己对

弈的增强学习，来训练这些深度神经网络。

2016 年 1 月，《自然》在封面位置报道该

程 序 在 和 其 他 围 棋 程 序 的 对 抗 中 获 得 了

99.8％的胜率，并且在一项竞赛中以 5∶0 的成

绩打败了欧洲围棋冠军。

随后的 3 月，“阿尔法狗”挑战世界围棋

冠军李世石，经五局鏖战，人类 1∶4 不敌人工

智能，引发巨大轰动。人们的震惊源于在围

棋 19×19 棋盘上，每一步皆有 250 种走法，

这 250 种走法中，接下来的每一步又将有 250

种可能的走法，巨大的搜索空间难以估计局

面和下子，传统的人工智能算法几乎不可能

解决。

此前《自然》杂志文章也曾表示，在“阿

尔法狗”出现以前，最成功的围棋程序仅能

达到人类业余选手的程度，还不能在不让子

的情况下和专业赛手一较高下。原本人们

认为，至少要 10 年后人工智能才会取得这一

成就。

深度思维公司的最新声明称，团队近日

在网络的对弈平台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快棋

对局，目的是为了检验最新版本的程序是否

如他们预期。他们向“七日之战”的棋手和观

战者致谢，并表示在非正式测试结束后，或将

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更完整的人机对决。

碾压围棋界的Master就是阿尔法狗

科技日报北京1月5日电（记者聂翠蓉）
美国最新一期《临床化学》杂志刊登香港中文

大学医学院教授赵慧君团队的研究成果：通过

抽取孕妇血液即可检测出胎儿遗传自父母的

多种单基因变异，有些变异甚至可提前到孕 6

周测出。赵慧君教授 5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检测方法不但更安全，操作也大大简化，

几乎一般有分子分析经验的医院病理室都可

开展，抽血一到两周后即可取得检测结果。

目前，大约每 100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携

带基因变异。赵慧君团队曾开发出一种非侵

入产检技术（NIPT），其能取代羊膜穿刺技

术，直接通过孕妇血样筛查唐氏综合征，该技

术已在 60多个国家获得运用。

除了唐氏综合征，肌肉萎缩症、亨廷顿氏

舞蹈症这类遗传疾病如能早期发现，可帮助准

妈妈们选择是否终止孕程。有些致命性疾病

如镰状红细胞贫血病、血友病和囊肿型纤维化

等如能早发现，也可及时治疗，比如先天性肾

上腺皮质增生症，在孕 9周前接受胆固醇治疗

可以预防；地中海贫血症在出生后立即输血也

可完全治愈。“未来，一些基因变异甚至可以用

基因疗法在子宫内治疗。”赵慧君说。

在最新研究中，赵慧君团队对之前的唐

氏血检筛查技术进行了扩展，理论上可检测

出孕 6周到 10周内任何一种单基因变异。他

们用链接识别测序技术获得父母双方的单倍

体，再检测孕妇血液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s）,最后利用他们开发出的相对单倍体

剂量分析法（RHDO）推测出胎儿是否遗传某

个基因变异。在有 13 组家庭参与的试验中，

新技术成功检测出其中 12组家庭的胎儿基因

变异，准确率非常高。

新检测技术将首先用于有遗传病家族史

的夫妇，但赵慧君教授希望很快推广到普通产

前筛查程序。澳大利亚著名产检专家安德鲁·
麦克伦南也表示：“新技术市场潜力巨大。”

母亲的伟大，在于延续生命。孕吐、分

娩、身体变形，都可以挺过去，也可以不在乎，

但孩子不能出“差错”，必须健康成长。可就

有那么一系列疾病，沾了“遗传”二字，顿时让

新父母无力愤怒，同时充满自责。如果要阻

止遗传信息变成疾病，最好提前知道、最好无

创无痛、最好操作简便。感谢赵慧君团队，他

们借助基因检测技术做到了。

胎儿是否有遗传病
孕6周抽血就能查
基于 DNA检测技术的无创产检再获突破

科技日报北京1月5日电（记者瞿剑）国

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5 日在京宣布，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站反应堆保护系统平

台 NuPAC，通过了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

核管理委员会（NRC）认证，成为全球首个通

过中美政府核安全监管机构行政许可的核电

站数字化仪控系统，由此获得欧美市场的技

术准入。

国家电投总经理助理、国家核电技术公

司总经理王中堂介绍，NuPAC 平台作为反应

堆保护系统平台，是核电站数字化仪控系统

的关键设备，能够在核电站发生诸如地震、海

啸等异常事故工况下，保证核电站安全停堆，

是核电站的“安全卫士”。相关市场长期被国

外几大仪控供应商所垄断。

发布会即将结束时,国家电投董事长王

炳华提出全场最尖锐的问题：该平台由国

家电投旗下国核自仪和美国洛克希德·马

丁公司联合研发，由于后者美国最大军火

商的身份，“平台是否留有‘后门’，给中国

核电站带来瓦解或瘫痪的风险”。国核自

仪总经理邱韶阳表示，该平台研发团队由

中美双方 1∶1 配置人员，采用资源共享的全

开放、全透明模式，每行源代码、甚至源代

码的每个字符都由 3 人以上读写，排除了

任何恶意植入的可能性；采用基于 Flash 技

术的 FPGA 芯片，所有可编程逻辑由国核自

仪人员通过专用离线工具以“门电路”下载

固化在芯片上，系统运行时无法修改；通信

输入/输出接口部件由 FPGA 控制，通信协

议为国核自仪定制开发，所有通信为数据

包大小确定、发送接收时间确定的点对点

通信，保证了接口的安全。

我核反应堆保护系统获“国际通行证”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大庆）记者从中

科院获悉，日前，中科院启动了 2017 年院

士增选工作。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决定对数

理与信息安全等 6个新兴和交叉学科予以

重点关注，并各给予一个增选名额的支持。

为做好此次增选工作，中科院分别向

中国科协和各位中科院院士发出通知。中

科院学部主席团决定，今年的院士增选名

额为60名，其中数学物理学部10名、化学部

10名、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2名、地学部10

名、信息技术科学部7名、技术科学部11名。

为推动新兴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学部

主席团建议院士们应重点关注数理与信息

安全、化学生物学、药物科学、环境科学、信

息与数学、能源科学 6 个新兴和交叉学

科。主席团决定给予上述 6个新兴和交叉

学科各 1个增选名额的支持。

与上一次院士增选工作一样，今年的

增选依然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

为院士候选人。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科

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中国科

协可组织具有推荐资质的全国学会推荐候选

人。除了学会推荐外，院士们也具有候选人

的推荐权。本次增选工作中，每位院士最多

可推荐3名候选人，院士受常委会委托推荐新

兴和交叉学科候选人不占院士个人推荐名

额。获得3名或3名以上院士推荐，且至少有

2名院士所在学部与该候选人被推荐的学部

相同方为有效。65周岁以上的候选人，需要6

名或6名以上院士推荐，且至少有4名院士所

在学部与该候选人被推荐的学部相同方为有

效。推荐的截止日期是今年3月31日。

通知指出，根据有关规定，凡 2011 年、

2013 年和 2015 年连续 3 次被推荐为中科

院院士和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效

候选人，2017 年停止 1 次被推荐为院士候

选人的资格。

中科院希望各位院士在增选工作中遵

循公正、客观的原则，严把增选质量关，自

觉抵制不正之风。

2017年中科院院士
增选工作启动

连胜围棋顶级高手 60 盘的怪客 Master，1

月 4 日自承就是“阿尔法狗”，引来网友感叹：

“硅基生命终于要战胜碳基生命了吗？”但在

专家看来，人工智能统治世界还早得很。

“‘阿尔法狗’的胜利一点也不让我意外，

去年 6月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就说柯洁没有任

何机会了。”围棋人工智能（AI）专家，北京邮

电大学教授刘知青说。但他不赞成夸大此次

胜利的意义。

“在我看来，即使围棋人工智能前进了一

万步，人工智能不过多走了一步。”刘知青说。

“阿尔法狗”颠覆了棋手对围棋的理解，

揭示出深不可测的空间，但刘知青说，AI专家

们研究围棋 AI，仅仅是以围棋为工具来开发

和验证 AI，再将“阿尔法狗”的深度学习应用

在其他领域，而这需要多年时间。

专家们将人工智能分为弱 AI 和强 AI。

擅长完成单项任务的属于弱人工智能；科幻

电影里独行天下的机器人则是强人工智能。

按这个标准，“阿尔法狗”还是一只“弱狗”。

“‘阿尔法狗’如果化身为机器人去下棋，有

一些难题它还无法克服。”人工智能研发机构达

闼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汪兵举例说，“如果李世石

遮住了棋盘的一角，‘阿尔法狗’就可能出错，因

为机器视觉还不像人的视觉一样可靠。”

汪兵说，机器人完成单项任务有很多应用，

但让它使用人的工具完成日常任务，比如放下

锅又拿起抹布擦桌子，可不容易。汪兵说，他估

计2025年能够推出这样的住家通用机器人。

“现在业内一派认为人工智能要走向通

用；一派认为应该垂直细分在教育、医疗等领

域。”汪兵说，“后者比如 IBM 的 Watson 就用

于肿瘤和眼底筛查，表现不错，但现在大家还

在摸索阶段；而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通用化，

我认为仍然有一个漫长过程。”

目前全球 IT 巨头力拼 AI，基本上是利用

本公司的海量数据培训机器，让它解决某一具

体问题，比如辨认照片上的花朵，或者提高订

餐系统的效率。通用化的雄心壮志尚未落实。

随着“阿尔法狗”和 Watson 的成功，AI研

究迎来了春天，但夏天还在遥远的未来。著名

的机器学习专家吴恩达这么说：“担心人工智

能控制世界，等同于担心火星上人口过剩。”

（科技日报北京1月5日电）

阿狗虽猛
仍不足为惧
专家：人工智能统治世界还早得很

本报记者 高 博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1月 4日电 （记者毛
黎）英特尔公司日前宣布，公司正式全线推出

第七代计算机处理器家族。新处理器设计和

开发的主要工作由英特尔公司在以色列海法

的开发中心完成，其具有性能卓越、速度快、

耗能低的特点，除普通计算机用户外，还能满

足商业、艺术和游戏等专业人士的更高需求。

在此次正式推出前，首批新处理器已于

2016 年 8 月上市，主要用于能耗低、重量轻的

便携式计算机。全线推出的新处理器分别用

于不同的机型，满足各种专业人士对高性能

计算机的需求。海法开发中心总经理拉恩·
桑德洛维兹对以色列媒体表示，新处理器还

针对计算机游戏爱好者、游戏开发商以及虚

拟现实技术，进行了特别的设计。

拉恩介绍，他们的研发团队每年都会设

法提高英特尔处理器的性能，如平均每年提

高 10％的计算能力。对于新的处理器，他们

将计算性能提高了 12％，创造了新纪录。

拉恩同时表示，新处理器家族虽然是国

际合作的成果，但是海法研究中心承担了主

要的设计和创新工作，如架构、内置硬件安全

和装置连接等重要核心改进。据悉，海法开

发中心和特拉维夫北部亚库姆的研究人员借

助英特尔公司在以色列的通信平台完成了新

处理器多方面的改进工作。

目前，中国联想集团和日本东芝公司均宣

布自己的计算机产品已采用了新的处理器。

英特尔全线推出第七代处理器
强调对虚拟现实技术支持

新华社长春1月5日电（记者孟含琪）记

者从吉林大学了解到，目前我国科学家正加

快绘制 1∶250万比例尺的全月球地质图，帮助

人类更清晰地认识月球。

2016 年 12 月，来自吉林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等 5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月球及地质科

学领域相关专家在长春召开了“1∶250万月球

数字地质图编研”和“1∶250 万月球构造纲要

图编制”实施方案研讨会，为绘制月球地质图

和构造纲要图制定标准。

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告诉记者，项目的主

要任务是绘制 1∶250 万的全月球地质图及分

图。全月球地质图是一张涵盖了全月球的地

质、构造、岩石类型等要素时空分布信息的综

合性图件，反映月球从古到今的演化过程。

分图就像是地球的铁路路线图、航空路线图

一样，反映了某项信息，对于月球而言就是构

造纲要图、岩石类型分布图等。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陈圣波所在团队的任务之一就是绘制全

月球构造纲要图。其中，构造纲要图要完整

绘制出不同类型的断裂、小天体碰撞月球形

成撞击坑的大小、形貌、结构和成因类型，便

于人们了解月球受到各种内、外动力作用下

的变形过程与历史。作为整个项目的示范，

将通过全月球构造纲要图制定项目绘制的

统一标准。

陈圣波说，绘制月球地质图主要依靠已

升空的绕月卫星提供的相关数据和图像。不

同于绘制地图，可以实地考察任何区域，月球

表面只有有限的着陆点数据，月球图绘制工

作重点要依靠前期地学知识对月球卫星和着

陆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据了解，项目计划于 2018年绘制出草图，

2020年前正式出版发行。

我国科学家着手绘制
1∶250万比例尺全月球地质图

当地时间1月 4日上午，“雪龙”号科考船抵达距离南极长城
站约2公里的麦克斯维尔湾，开始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队长城站
卸货任务。 新华社记者 荣启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