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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聂翠
蓉）在当今“大数据”时代，现有计算机硬件架

构已面临速度和高能耗的瓶颈。科技日报记

者日前采访美国密西根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

机系卢伟教授获悉，他带领同事研发出一种

全新忆阻器（Memristor）阵列芯片，其处理图

片和视频等复杂数据的速度和能效，超越了

现有最先进机器学习系统。相关论文发表在

最近一期《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目前，用机器学习来处理大数据越来越受重

视。不过现有的机器学习只是基于现有硬件架

构在算法上进行革新，在学习和推理过程中仍需

不断在处理器和存储器之间转移大量数据，造成

速度上的瓶颈和很高的能耗。而忆阻器是一种

新型电子器件，能通过调整内部的原子分布同时

实现数据存储和信号处理的功能，低能耗、高效

率并行实现机器学习里最基本的矩阵运算。

卢伟告诉记者，他们这次制备的是 32×

32忆阻器阵列，并用该阵列芯片实现了“稀疏

编码”的算法。稀疏编码是一种无监督学习

方法，能通过芯片上神经元之间的竞争更有

效地找出隐含在输入数据内部的结构与模

式。在测试中，新忆阻器芯片经过“学习培

训”后，利用很少的神经元成功从一些名画和

照片中找到关键特征。

卢 伟 参 与 创 建 的 半 导 体 公 司 Crossbar

Inc，已与中国最大规模芯片制造企业——中

芯国际展开合作，从去年开始量产基于忆阻

器的阻变存储器(RRAM)。他表示，新忆阻

器可直接集成到现有传感器和摄像系统上，

实时处理和分析视频数据。它们还可以通过

大规模集成实现超级计算机的功能。

全新忆阻器超越现有机器学习系统
可通过大规模集成实现超级计算功能

微软研究院 5 月 22 日宣布了又一个“小

目标”——10年内将 DNA数据存储系统纳入

数据中心并开始运行。

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当日报道，微软

研究院计算机设计师道格·卡米安表示，公司

计划 3 年内开发出 DNA 数据储存的商业化

原型系统，并选取一个数据中心，打造数据存

储的“精品店”。系统的最终尺寸将与上世纪

70年代的施乐（Xerox）复印机相当。

小目标背后，是微软雄心勃勃的大目标——让

数据备份和归档的磁带驱动器退出历史舞

台，全部改用“DNA存储”。

DNA存储能力超乎想象

这一计划的宣布表明，“用人类基因片段

保存视频、图片等珍贵文件”看似充满奇幻，

却获得技术巨头们的青睐。其背后的原因在

于，继续缩小计算机存储设备的努力已遭遇

瓶颈，而 DNA储存数据的能力超乎想象。

DNA 存 储 的 最 大 优 势 在 于 其 超 大 容

量，一立方毫米 DNA 能存储的数据高达 1018

字节。有研究表示，1 克 DNA 能容纳 455EB

（艾字节，1 艾相当于 10 亿 GB）数据，而 5EB

就相当于至今全人类的所有讲话。如此一

来，全世界所有电影可以被“浓缩到”糖块大

小的体积内。

此外，DNA 存储介质经久耐用。与磁带

和硬盘最多只能保存 50年不同，DNA存储能

完整保存千万年之久。许多研究人员从哺乳

动物和古人类骨骼组织提取重建出基因，证

明这些 DNA几乎能永久性存活。

新老公司纷纷跟进

DNA 存储的巨大优势让美国多家初创

公司青睐有加，纷纷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他

们与科技巨头们合作，改进 DNA 的合成效

率，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比如，用酶取代

沿用 40 年的化学合成 DNA 方法，模拟人体

DNA 的合成过程。微软目前已与旧金山一

家 DNA 制造公司签订合同，向该公司购买

DNA 产品。该公司首席科学家维克托·知尔

诺夫表示，DNA 是全宇宙中最密集的存储媒

介，能解决现有数据信息指数级增长的大难

题，这是他们投身该领域的原因。

世界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之一特艺集团

（Technicolor Research）科学部主任珍·波洛

特表示，他们正在资助哈佛大学基因组专家乔

治·丘奇，希望能在此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我

相信今年就会公布重大突破。我们公司 1951

年之前制作的电影中，大概一半电影胶片已经

不能复原。虽然现有高清视频和虚拟现实技

术等能帮助公司挽救其中的一些电影胶片，但

我们讨论后认为，应该着手研究 DNA存储技

术，以更长久地保存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进入实用仍面临障碍

但 DNA 储存系统进入实用仍面临几大

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成本问题。以现有

合 成 DNA 链 的 水 平 ，将 数 据 字 节 转 换 成

DNA 代码（即组成 DNA 的 4 个碱基）费力费

时，成本很高。在微软一项涉及近 1350 万个

DNA 片段的研究中，光购买这些 DNA 就花

了 80万美元。

另外，将数据自动写入 DNA的水平还存

在局限。去年 7月，卡米安和华盛顿大学计算

机实验室科学家路易斯·瑟兹合作，成功利用

DNA存储技术保存了约200M数据，内容包括

《战争与和平》等 100 部世界名著和音乐唱片

等。卡米安推算，因写入 200M 数据用了好几

个星期，写入速度只有 400字节/秒，距离微软

设定的 100兆字节/秒还相差很远。由于数据

写入和检索的速度太慢，在一些特定场合，如

警察办案视频和医疗档案等涉及法律和法规

的存档数据，DNA存储技术将无法使用。

微软曾表示，只有将现有成本降低一万

倍，DNA 存储才能获得广泛应用。许多专家

认为，这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微软坚信，随着

需求增加，一切皆有可能。

（科技日报北京5月24日电）

打 造 数 据 储 存“ 精 品 店 ”
——微软宣布 10年内运行 DNA数据存储系统

本报记者 聂翠蓉

科技日报北京5月24日电（记者房琳
琳）英国科学家担心脱欧后会影响对科学

研究的资助。据《自然》杂志 23 日报道，英

国三个主要政党都宣称将提高科研经费作

为各自的长期目标，并在 6月全国大选之前

做出了承诺。

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政策研究员格雷

姆·里德认为，虽然这些承诺并没有列出详

细的财务计划，但每个政党的目标都是大

幅增加研发经费（R&D）的支出。

R&D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往往被

视作衡量一个国家对科研支持的力度。英

国的 R&D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低于欧

盟平均 2%的水平，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保守党承诺在 10 年内将这一数字提高到

2.4%，并最终达到 3%；工党表示，到 2030 年

达到 3%；自由民主党承诺以“创新和研究

经费照目前翻一倍”为长期目标。

里德指出，这些承诺的实现需要不止

一届议会的努力，单凭政府自身无从实现，

还需要依赖于公共资金和商业投入。因

此，如果各方最终能实现承诺，英国科学家

将获得比现在高出数十亿英镑的资金支

持。伦敦科学与工程运动（CaSE）机构计算

得出，为了达到 R&D 占比 3%的目标，到

2020 年政府将不得不承担每年新增 60 亿

英镑的资金筹措任务。

但有关学者表示，国家总体 R&D 占比

目标设定忽略了支出不平衡现象。比如，

有些经费集中在了制药等高耗资领域，而

3%的目标太宽泛，不足以帮助评估研究密

集型行业的经费支出需求；而且，研究投入

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因为

从研发到产业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

具体的科研经费分配，需待大选后由执政

党另行制定方案。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政策专家詹

姆斯·维尔斯顿说，这个承诺很受欢迎，距

离上次听取政府提高研发经费的宏伟目标

已经 13 年了——2004 年，工党政府提出的

目标是，在 2014 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但金融危机让这一承诺“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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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记者林小
春）国际空间站上的两名美国宇航员 23 日

迎来了又一次的“太空漫步”，出舱实施紧

急维修，并成功更换了 3天前出现故障的一

个设备。

美国航天局介绍说，出现故障的设备

是空间站外两个被称为“多路复用器－多

路分配器”的电脑继电箱中的一个，被装上

还不到两个月时间，20日突然停止工作，因

此临时增加了此次舱外行动。

美国航天局强调，“多路复用器－多路

分配器”负责控制空间站外的太阳能板、散

热器和冷却循环系统，由于有两个，坏掉一

个并没有给空间站宇航员造成危险，也没

有影响空间站上的活动。

当天的维修任务由美国宇航员佩姬·

惠特森和杰克·费希尔承担，并于 2 小时 12

分钟时宣布维修成功。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两人又在空间站外安装了两根天线，为

今后的太空行走任务加强无线通信能力。

通常情况下，空间站外的太空行走一

般持续 6 个半小时左右，但 23 日的太空行

走总共用了 2小时 46分钟。

这是惠特森的第 10 次太空行走，费希

尔的第 2 次太空行走。其中，57 岁的惠特

森是迄今空间站年龄最大的女宇航员，也

是太空行走次数最多的女性。算上这次，

她的太空行走总时间达到 60 小时 21 分钟，

成为世界上太空行走总时间第三长的宇航

员，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阿纳托利·索洛维

耶夫和美国宇航员迈克尔·洛佩斯－阿莱

格里亚。

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实施舱外紧急维修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

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网络科学论文显

示，给自主机器人编程让其生成随机“噪

声”，可以帮助一群人同心协力实现共同的

目标。该研究认为，在网络内的中心位置

添加机器人，其生成的“噪声”可能有助解

决多种问题，包括分类考古图片、天文图

片，甚至解决量子问题。

上述情况就好比这样的情形：即使每

个人的利益一致，但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

集体行动时，仍会面临协调问题：个体为取

得对自己最佳的解决方案所做的尝试，很

可能对团队整体而言并非最优。

为给这种情况建模，美国耶鲁大学的

研究人员邀请了一群人来解决一个网络

颜色协调问题。这群人面对的是一个具

有 20 个节点的网络，每一个节点可能有 3

种颜色选择，他们的集体目标是使每一个

节点的颜色与相邻节点颜色不同，但参与

者只能看到自己的节点及其相邻节点的

颜色。对机器人做编程处理使之展现低

水平的随机“噪声”，然后将其引入这场博

弈中的中心位置，结果发现，团队的集体

表现上升了，人们解决问题所耗费的时间

也缩短了。

研究人员表示，“噪声”或者说进程中

的无意义信息，通常被视为一种问题来

源，但在本研究中，生成的“噪声”如同在

网络中安插的已经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

参与者。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科学家强调说，该

研究更为有趣的一点是，机器人的参与不

仅让任务变得简单，也影响了人类参与者

之间的交互方式，由此产生了效益联动。

而且，即使人们知道他们是在与机器人交

互，也会出现这种效应。

机器人随机“噪声”有助集体“同心协力”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钊）日前，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5 周年院庆活动“全球

院长论坛”在清华举办，来自国内外数十所

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及代表参加了本

次论坛，同期举行了第 8届传媒发展论坛暨

2017传媒蓝皮书发布会。

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发布的《2017 年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传媒产

业正处于第二个“黄金十年”，2016年传媒产

业总规模达 16078.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了19.1%，并有望在2018年突破2万亿元。

传媒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增长。而互联网的

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互联网未来的

发展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更系统化的

网络空间战略。中国媒体在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关系时，不但要担负起正确引导舆

论的责任，更应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产业

发展水平。在此背景下，互联网等新兴媒

体的主流地位将得到强化，战略地位也将

得以提升，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形

成互融的新传媒生态环境。

下一代互联网主要有七个重要发展

方向，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

大 数 据 、虚 拟 现 实 、人 工 智 能 和 量 子 通

讯。新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生产流

程的革新、产品形态的丰富、商业模式的

升级，更是传媒业与互联网、人工智能技

术 的 深 度 融 合 。 传 媒 产 业 将 在 此 背 景

下，形成协同创新发展新业态，重塑媒体

生态环境。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形态的

基础上，中国正积极参与世界信息传播

基础设施的重新布局、资源的重新分布

和产业的规划调整，推动构建合理的政

策生态，以保障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

顺利实现。

《2017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发布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3 日发表的一项

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当人们看到一个预期序

列的开端后，大脑会自动“快进播放”整个序

列，而这很可能正是人类可以快速、自动预测

动态物体运动轨迹这一谜题的“正确答案”。

人类大脑倾向于用此前的知识和对未来

的预测解读身边事务。实际上，人们每时每

刻都在使用预测能力，但大脑的这种预测功

能一直是神经科学的未解之谜。科学家们已

经知道，人和动物的视觉系统会预期事件的

发生，从而加快决策进度，但过去的研究大多

在静态背景下展开，如研究对象是咖啡、蛋糕

等静物，人们就可以快速地作出反应。但日

常生活中更多面对的是行驶中的汽车等动态

物体，科学家们一直不清楚人脑如何预期它

们的运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荷兰拉德堡德大学

研究人员马赛厄斯·艾克曼及其同事进行了

一些实验。首先，他们向 29 名健康被试者展

示一个点序列；随后利用超快功能性核磁共

振（fMRI）获得了伴随序列发生的脑活动模

式；接着，他们只向被试者展示序列中的第一

个点，发现被试者大脑表现出的活动模式与

观看完整序列时相同，但却是一次“快进播

放”。第一次实验结束两周后，研究团队在相

同的被试者身上进行了同样的实验，得到了

同样的结果。

研究人员表示，实验结果表明，大脑用

“快进”的方式预演和预期事件，正是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能快速、自动预期动态物体运动

轨迹的原因。

大脑原来会自动“快进播放”
或解开人类预测运动物体轨迹之谜

5月 24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
政策研究中心、清华伯克利能源气候
联 合 研 究 中 心 与 世 界 资 源 研 究 所
（WRI）共同举办“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
下的中美行动与合作”高端对话会，邀
请中外专家共同讨论全球气候治理的
新格局和新趋势，以及中美两国在全
球气候治理中的合作进展。

图为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主席
马尼施·巴普纳发表题为“美国及其气
候行动近况”的主题演讲。

本报记者 李钊摄

中美研讨全球
气候治理与合作

▲DNA存储介质经久耐用，能完整保
存千万年之久。

◀世界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正在资
助哈佛大学基因组专家，着手研究DNA存
储技术，以更长久地保存珍贵的影像资
料。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