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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科技政策（1）

科技日报北京3月19日电（记者聂翠蓉）
随着硅谷私企引领人工智能（AI）爆发式发展，

美国国防部曾发布报告称，将“立即采取行动”

加速 AI 和自动化技术研发。据《麻省理工技

术评论》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高级研

究计划局（DARPA）已经着手资助 13 个科研

团队，赋予 AI 另一项本领——在机器学习技

术基础上拥有更强的推理和解释能力。

深度学习和其他机器学习技术已经大大

提高了 AI 的声音识别和图片分类等能力，并

在越来越多领域展开应用。但深度学习技术

通常只擅长从大数据中找到线索，理解并得

出想要的结论，这是至今无法完成的任务。

比如，深度学习系统能识别出照片中的一只

猫，但它不能“说出”猫的胡须、眼睛等具体信

息，只能给出模棱两可的答案，甚至可能将印

有小猫图案的毛毯误认为一只猫。

对于需要识别潜在目标进行攻击的军用

AI 来说，这类错误和模棱两可是绝对不能容

忍的。DARPA项目主管大卫·冈宁说：“在自

动驾驶军用汽车和无人机等重要应用领域，

AI需要学会推理和解释。因此我们决定加大

投入，设计开发出拥有这些能力的全新机器

学习方法。”

在获得 DARPA研发投入的研究团队中，

其中一家公司正在研发的新型深度学习系

统，能对分类图片中的每个位置进行分析解

释；另一个安装机器学习系统的计算机界面

已进入实验阶段，它能对数据、视频和人类语

言等进行解释。

德州农工大学胡夏（音译）带领的研究团

队也被 DARPA 选中，他认为，拥有推理解释

能力的 AI 不仅局限于军用，医药、法律和教

育领域都对这类错误“零容忍”，只有 AI更加

可靠，这些领域的专家才会欣然接受 AI 给出

的结果。

因 对 AI 可 能 出 现 的“ 错 误 ”零 容 忍

美加强人工智能推理解释能力研究

本周焦点

英科学家首次合成出人造鼠胚胎
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使用两种干细胞

和一个 3D 生物支架，首次在体外制造出人

造老鼠胚胎。最新研究或将帮助揭示人类

胚胎的发育过程，弄清楚不孕不育以及流产

的原因等，但也有科学家担心，有人会利用

这一技术在实验室中培育出婴儿。

此次科学家们让胚胎干细胞和滋养层

干细胞分别发育，再将其混入特殊凝胶基质

内，两种干细胞混合并开始一起发育成胚

胎。此前的克隆技术虽不需要精子，但仍需

要卵子细胞。

一周之“首”

美两大科研团队首次造出物质新形态
原子结构能在特定条件下沿着时间轴

呈现周期性变化，即“时间晶体”。

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两个科研团队，

首次用不同方法同时制造出“时间晶体”。

与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研究的金属和绝缘

体等平衡态物质不同，其处于一种非平衡

态，将为物理学打开新的大门。

本周明星

抵御致命病毒感染的“猪猪侠”出世
曾成功克隆出多莉羊的英国爱丁堡大学

罗斯林研究所使用CRISPR/Cas9这一基因编

辑工具，培育出一批能抵御致命性猪蓝耳病病

毒感染的“超级猪”。该技术一旦获得许可，全

世界养猪产业将每年减少数十亿英镑损失。

一周技术刷新

利用CRISPR/Cas9系统可拯救失明小鼠
美国科学家使用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能够阻止小鼠视网膜退化，进而拯救失明小

鼠。其所述方法利用了 CRISPR/Cas9 基因

治疗系统，可适用于导致色素性视网膜炎

（失明的主要原因）的各种潜在遗传缺陷。

全新方法能“看清”微芯片设计
瑞士科学家通过纳米科学研发了“详

观”微芯片的全新方法——一种可生成高分

辨率集成电路（计算机芯片）三维图像的技

术，而在试验中，研究人员事先并不知道所

涉及的集成电路的设计。该成果将为医疗

和航空领域的关键芯片生产带来革新。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9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了一项气候科

学研究，科学家对大堡礁过去 20 年情况的详

细分析显示，极端高温正是造成大规模白化

事件的主要原因。目前大堡礁已不可能从

2016 年的严重白化事件中完全恢复，为避免

珊瑚礁系统走向绝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缓

解全球变暖。

大堡礁是全世界目前最大最长的珊瑚礁

群，具备得天独厚的科学研究条件。但全球

变暖引起的海水温度上升，已经导致这些热

带珊瑚礁发生了严重的白化，这种破坏对这

些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了致命性影响。受

2015 年至 2016 年厄尔尼诺事件中的创纪录

高温驱动，2016年发生了最严重的白化事件，

波及 90%以上的大堡礁珊瑚。

为了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

响，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研究人员特里·
休斯及其同事评估了 1998 年、2002 年和 2016

年大堡礁发生的三次重大白化事件。通过分

析单个珊瑚礁，团队确定了某些珊瑚比其他

珊瑚更易发生白化的原因。

他们发现，白化事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

特征，而这主要受海水温度模式驱动。一般

来说，未白化的珊瑚礁位于大堡礁南端，那里

的海水温度整体更低。而当地对沿礁渔业和

水质进行管理，无法或鲜少能帮助珊瑚礁对

抗极端高温，但是团队表示，这些做法可能有

助于珊瑚礁从白化事件中恢复。

论文作者最后总结表示，大堡礁已不

太可能从 2016 年发生的严重白化事件中完

全恢复。随着温度持续上升，还有可能发

生进一步的白化事件，导致珊瑚礁系统彻

底 陷 入 不 可 恢 复 的 境 地 。 为 了 保 障 其 安

全，必须迅速采取全球性行动遏制未来气

候变暖。

有得必有失。当人类通过燃烧化石能

源，源源不断地攫取到好处之时，也在不停

地为自己“挖坑”。拿大堡礁来说，表面上，

气候变暖只是让五颜六色的珊瑚失去颜色，

然而“蝴蝶效应”最终会使恶果波及人类自

身。因为珊瑚礁不仅是珍贵的旅游资源，也

是众多海洋鱼类繁衍栖息之地。很多人会

因 此 而 失 去 经 济 收 入 甚 至 填 饱 肚 子 的 口

粮。一定有办法让人类走出这种可悲又可

笑的境地——可能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

能是人类自身的克制。

大 堡 礁 白 化 已 不 可 逆 转
极端高温是主因 全球变暖亟待遏制

将于 21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以创新合

作联委会第三次会议深受两国领导人的

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出席会

议。经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科技处倡议

和组织，包括以色列政府前任和现任官

员、研究机构负责人在内的 9 位知名人士

日前相聚中国大使官邸参加座谈会，在詹

永新大使的主持下为中以两国未来创新

合作献计献策。

与会人士表示，近年来，两国的交流

发展迅速，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面向未

来，他们建议两国在农业、基础研究、技

术转让、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

作，以此造福中以两国乃至非洲和中东

的民众。

提高农业产量 减少
粮食浪费

中国疆域广阔，但能够用于耕种的土

地面积比例并不大，同时面临城市扩大、耕

地不断减少和土地沙漠化的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中国众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给农

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挑战。

以色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前部长奥蕊

特·诺科特女士认为，中国在未来必须将高

科技广泛用于农业经济，向智能农业发展，

在为民众提供粮食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好

生态环境。如果以色列整体农业技术能够

进入中国，无疑将全面提高中国的农业生

产能力，但这需要中国从政府到地方提供

相应的政策保障、出台合作指南和建立农

业技术引进平台，帮助以色列公司参与中

国农业发展。

以 色 列 农 业 部 农 业 研 究 组 织

（ARO）副 主 任 伊 塔 玛·格 雷 泽 教 授 提

出，中国和以色列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不 是 粮 食 生 产 ，而 是 如 何 减 少 粮 食 浪

费。ARO 与中科院建立有良好的合作

关系，应该共同应对粮食浪费问题。此

外，两国还应在帮助非洲和中东解决粮

食问题方面开展有效的合作。

加强科研合作 促进
技术转化

以色列大学和研究机构十分重视科

研成果转化，并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从事

技术转化和转让。魏兹曼科学院是以色

列国家级科学院，负责技术转化的副院长

莫迪盖·谢维斯教授表示，鉴于科学的全

球性，中以两国研究机构应在科研方面开

展广泛合作，同时共同努力在科研机构和

工业界搭起桥梁，消除两者间的鸿沟，这

样既能有效地利用两国的科研经费，又能

吸引工业界的投资，促进科研的进步和成

果转化。

以色列科技与空间部首席科学家亚历

山大·布莱先生认为，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不

断提高，相关医学和改善生命质量是中以

两国合作研究应关注的领域。举例来说，

研究人员相信，II 型糖尿病将是 21 世纪全

球面临的难题，要应对它，需要通过深入的

基础研究并寻找到新的防治方法。

培养专业人才 服务
社会发展

现在，以色列大学和研究机构良好的

教育质量优势，不断吸引着中国留学生及

研究人员前来求学和接受培训。在魏兹曼

科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就有 100 多

人，莫迪盖·谢维斯称赞他们是中以两国的

友谊“大使”。完成学业和访问回到中国

后，中国学生和学者不仅将自己在以色列

的收获用于工作实践，而且还将继续促进

两国的合作和交流。

除授予学位的大学教育外，以色列还

为中国提供包括农业和医疗在内的多领域

专业技能培训项目。加利利国际管理学院

校长约瑟夫·谢维斯表示，他们在过去 10

年中，为中国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接近

1100 人，课程涉及农业、乳牛养殖、技术创

新和紧急救援等。培训人数近年来迅速上

升，仅 2016 年就有 235 人，预计 2017 年将

达到 300人。

以色列理工学院决定在广东汕头落

户，建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将人才教

育培养活动直接平移到中国。以色列理

工学院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教

授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建设几近完

成，未来将是以色列理工学院在中国的孪

生兄弟或姐妹，在那里的学生享有同等的

教育质量。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副校长

马龙博士表示，学院将于 2017 年 9 月正式

接受 300 名学生入学，主修化学、生物和

食品专业。

引进先进技术 解决
实际问题

在农业方面，以色列的滴灌技术举世

闻名。然而，约瑟夫·谢维斯院长表示，以

色列的农业实用技术远不止滴灌技术，听

中国学员说，中国西部沙漠化严重，以色列

在应对沙漠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完整

的技术，应通过合作将以色列的技术引进

中国，为中国提供解决方案。

此外，乳牛业也是以色列的优势行

业。以色列乳牛产奶高峰期每天的产奶量

可达 50升，年产量高达 12000升，远超中国

乳牛的产量。中以两国乳牛业的合作具有

广阔前景。

希勒尔亚夫医疗中心专家、中国政府

友谊奖获得者梅尔·欧林教授表示，中国边

偏远地区民众远离城市看病不易。发展和

应用电子医疗技术将给他们带来便利，同

时借助电子远程教学将为偏远地区培养更

多的医疗人员。借助中以创新合作平台，

以色列在电子医疗方面的优势，将帮助中

国提高疾病监控、医疗救援和疾病诊断的

能力。

以色列前驻华大使马腾表示，在未来

中以创新合作中，农业和医疗保健两个领

域值得特别关注。以色列在这两个领域具

有极强的竞争力，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合

作空间。他同时强调，两国必须加强人文

交流。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3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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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日前公布 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

算纲要报告，引发轩然大波，其中科学、环保

项目遭猛砍，成为预算案的最大“输家”。

这是美国新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份预算

案，被认为具有强烈的“特朗普”印记。《纽约

时报》称，这份财年预算更像是特朗普对自己

政治立场的声明。

不过，由于决定权还握在国会手里，最终

版本预算案可能与总统提出的这份不一样。

特朗普政府将在 5月公布详细预算案。

增了谁？减了谁？

这份预算案名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

伟大的预算纲要》，在报告开始就是特朗普致

美国国会的说明。特朗普称，此份预算是实

现“美国优先”的重要方式，而“美国优先”意

味着必须将美国人的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鉴于“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的出发点，

特朗普将“大手笔”重建美国的军事实力。国

防、国土安全部以及核安全管理局等部门预

算都有大幅提高。数字上来看，2018 财年政

府可自由支出总额约为 1.065 万亿美元。其

中，国防支出为 6030 亿美元，非国防支出为

4620 亿美元。国防预算增加了 540 亿美元至

5740亿美元，也将是史上最高增长之一。

此消彼长。为了不再增加财政赤字，非国

防支出将至少减掉540亿美元。卫生与公共服

务部、环境保护局、农业部等预算均被砍。

而令美国科学家们心寒的是，科研预算遭

大幅削减，而且这种削减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譬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预

算基本没变，但生物医学研究预算的削减高

达 20%——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遭受

重击，预算比 2017 财年降低 18％，下属一个

国际中心将消失。而 NIH 是美国最高水平的

医学与行为学研究机构之一，曾经在吸引预

算上风头一时无两。此次如果通过，将让

NIH的预算回到过去 15年内最低水平。

另一严重受损的是地球科学，预算减少 2

亿美元至 18 亿美元，研发 4 颗地球观测卫星

的计划被终止。

能源部也有 5个项目被叫停，但核废料储

存项目得到了更多的预算，涨幅达到 11%。

环保预算遭遇“狂砍”

此次预算萎缩最多的联邦机构，就是美

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减少约 30%，从约

83亿美元降至 57亿美元，将有约 3200人被裁

掉，占该机构现有工作岗位的 20％。

为了避免“不恰当地加重美国经济的负

担”，现由环保局执行的《清洁电力计划》等项

目都不再获得资金支持。这份《清洁电力计

划》由前任总统奥巴马于 2015年推出，旨在削

减美国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

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倡议》项目也

不再被资助；五大湖、切萨皮克湾等区域性环

境清理项目、消费产品与建筑节能认证项目

“能源之星”等都将被停止资助。

此前，特朗普曾公开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

度，并发表反对言论。预算主管米克·马尔瓦尼

表示，对气候这个问题总统相当直率——不会

在这方面再花钱，因为这些项目是在浪费钱。

环保局前任局长吉娜·麦卡锡表示，这代表

着对清洁空气、水与土地保护政策的全面攻击。

航天预算勉强“幸免”

此次 NASA 为预算削减部门中金额和降

幅最低的——降幅约 1%。在环保局和其他

一些联邦部门预算大幅下降的背景下，NASA

代理局长罗伯特·莱特富特认为，还算获得

“一个总体上积极的预算”。

尽管预算案提议取消前任总统奥巴马提

出的小行星抓取项目及一些地球科学任务，

但火星探索等深空任务基本未受影响。

但预算案强调，要把精力“集中在深空探索

而非以地球为中心的研究上”，提议拨款37亿美

元继续推进“猎户座”载人飞船、大推力运载火

箭“太空发射系统”（SLS）及相关地面系统的开

发，将来利用它们运载人类完成深空任务。

此外，太阳系内的无人探索项目也得到

了一些资金，包括下一代火星车项目、木卫二

飞掠等任务。但奥巴马政府提议的木卫二着

陆器项目停止注资。

而自诞生以来备受关注的的“小行星重

定向任务”此次被叫停。该计划原打算从小

行星表面采集一块巨石，然后将其挪至月球

附近并派遣人类登陆探索。

在特朗普预算案中，最不受待见的还是

NASA 的地球科学项目。此次从各个地球任

务中总共节省出了 1.02 亿美元。但 NASA 也

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之前特朗普说过 NASA

不过是“地球低轨道活动的后勤机构”。

“美国优先”但“科学没优先”
——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科学预算引极大争议

本报记者 张梦然

名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

次伟大的预算纲要》的预算案

这份纲要成为正式的预算出台，还要

经过美国国会的几轮投票和修改。但美

国媒体称，目前的预算案已经“反映了特

朗普对主流科学的排斥”。而美国《科学》

杂志网站标题则直接为“美国科学一个阴

暗的预算日”。

《科学》杂志文章援引美国环保局研

究员的话称，这样的变化可能导致机构混

乱。NIH 前副主任也表示，按此预算，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 2018 财年无法资助

任何新项目。

其实在此之前，美国科研人员就已非

常不满特朗普政府对待科学的态度。

在今年 2月份于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科

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捍卫特朗普时

代的科学和科学诚信”就成为主要议题。

科学界焦虑情绪高涨，普遍表达了对美国

新政府的担忧，认为科学和科学完整性正

面临巨大威胁。

这是因为科学界已看到了一些“苗

头”，包括禁止某些背景的科学家参与在

美召开的会议，限制科研人员及公众沟通

等。特朗普总统长时间未任命首席科学

家或科学顾问，也没有与美国国家科学院

等高级科研机构接触。

前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约

翰·霍德伦表示，他最大的担忧是科研预

算会遭受重创。与会人员也担心，一旦削

减开支首当其冲的可能会是环境、气候研

究、公共健康等领域。这一担忧如今已成

为现实。

美国科学家的“郁闷”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9日电 （记者姜
靖）“我们研发了一种给冷冻组织快速加温

的独特技术，它不会损害组织细胞的活

性。”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和机械

工程系教授约翰·碧绍夫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无疑克服了移植医

学中的一个重大障碍，或使器官冷冻保

存成为现实。

碧绍夫说，因无法在冰上保存超过 4

个小时，每年有超过 60%的心脏和肺脏捐

助器官被丢弃。

研究主要参与者之一、明尼苏达大学

机械工程系和化学系博士后研究员高哲告

诉记者，目前玻璃化（将生物性样本超级冷

冻成玻璃样状态）是唯一可以长期保存组

织的方法，可用来保存细胞等小的生物样

品，如精子、卵子和脐带血等。

该方法虽可将器官超低温保存，但遗

憾的是，在解冻过程中，器官组织会因冰晶

的形成遭到损坏甚至碎裂，目前尚无可以

有效长期保存器官的方法。

该团队将磁性纳米颗粒混入低温冷

冻液，并通过施加外部电磁场给整个样

本快速均匀加热。他们用冷冻的人皮细

胞、部分猪心组织及大容量（多达 50 毫

升）的猪动脉来测试这一技术，样品的活

性和功能性均可以完全恢复。更重要的

是，解冻之后，纳米颗粒可被彻底地从样

本中洗脱。

尽管利用该技术可以给整个冷冻器官

快速加温，但还需做进一步的优化处理，碧

绍夫表示，该技术的应用前景非常乐观，目

前，动物器官相关实验已在进行中，很有可

能在 7—10 年内开始人类器官保存实验。

此外，该技术还可用于向癌细胞发送令其

致命的热脉冲来治疗癌症等。

这一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科学·转化

医学》杂志上。

器官冷冻长期保存或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