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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视觉

“试用一周之后，我们将决定是否正式启动这套集体意识程序。”

总监的话一直在我脑中回响。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一周以来，一切顺利，

由我主导研发试用的无人机集体运行程序进展顺利，这让我们的物品派送速度

提高了 50%，节省资源 30%。

我端起茶杯来到窗前，信心满满地期待着明天的表决会议。大楼外的广

场上正在举行一场舞蹈比赛，音乐声偶尔能传过来一些，我的手不由自主地

跟着旋律抖动着。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如果

项目通过，我得到的奖金和名誉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可能为人类做了

一件大事。

目光从广场上收回来，抬头望去，悬浮货仓正悬停在这一区域，巨大的货

仓挡住了阳光，从我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底部喷涂的人工智能广告。几十架负

责送货的无人机正来往于那个货仓，它们负责将货物安全送到客户的手中。

手机响了。差点忘了，我也订了一单，是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信息显示

负责派送的无人机将于 12 分 30 秒后抵达，我会心地笑了笑，我们的派送时效

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这一切都得益于我最新开发的无人机集体意识程序。其实程序早就开发出

来了，但一直没有通过论证并实际使用。原来的无人机是单打独斗，他们来往

于悬浮货仓和客户之间，没有统一的意识和协调，而人为的协调显然不可能是

最优的。于是，由我主导的研究在半年前启动，我们在每一个无人机中都植入

了芯片，让它们互相之间形成了集体意识。它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集体协

调运作，而且这一切都不需要人类的任何参与，以实现效率最优化——其实电

商发展到今天，比的就是派送时效，所以这套程序能给公司带来的经济前景是

可以预见的。项目完成后，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模拟测试，才终于在一周前获

得了试用的许可。

之所以这么好的程序被延迟这么久，就是因为那帮机器人恐惧者。他们总

是认为让机器有意识是可怕的，总有一天会威胁到人类。我知道，虽然原则已

经非常完美，虽然试验也非常成功，但想要让这套程序获得全面的实际使用，

还是非常艰难。因为太多的人已经对机器智能产生了恐惧。自从发生了家用厨

房机器人伤人事件后，政策的管控力度也加强了。但这款程序走到今天，总算

进了一步，比放在电脑里没有任何试验操作要强得多。

我返回座位，随手翻看工作报告，物流返回的数据越来越让人满意。

信息显示货物将于 1 分钟后送到，比预计的派送时间提前了 3 分 10 秒。我

已经开始在脑中构思着明天会议上的发言了，我要尽力说服他们尽快启动

这套程序。

我起身来到窗前，打开窗户，已经能看到远处给我送货的无人机，正从悬

浮货仓边上飞过来。我给女儿选的礼物是一个洋娃娃，可以换装的那种，她一

定会喜欢的。这样想着，我微笑着看它向我飞来，就像看着荣誉、金钱、改变

人类生活的使命感和成就感一起向我飞来。工作十年了，我心头第一次涌上这

种感觉。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巨大的悬浮货仓的一角突然颤抖了一下，职业敏

感告诉我，出事了。果然，第二次颤抖马上到来，这一次来得更加猛烈，而且

不只是一角，是整个货仓。我知道是它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虽然每个悬浮货

仓的重量不算特别重，但那也有几吨的样子。我们为了给客户更好的服务，更

快的派送速度，在城市上空布置了很多这样的悬浮货仓，而且会根据配送情况

对它们的位置进行随机调整。

更让我傻眼的事情出现了，在蓝蓝的天空中，太阳刺眼的光芒开始从货

仓上部露出来——我终于发现，是整个货仓在往下掉落！我向货仓下方望

去，正在举行舞蹈比赛的广场上，正在随嘈杂音乐热舞的人群根本没有注意

到这一切。

我的手机响了，是安全部门的电话。我的大脑飞转，盘算着应急处理办

法——还好，货仓还有部分动力，下落的速度也不是特别快……

就在我正要接起电话的时候，更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给我送货的无人机，突然调转了方向飞回去。与此同时，无数架无人机和

它一样，一起向着货仓飞去，一时间，它们的身影布满了整个天空，后面还有

一大批正在赶来。它们全部来到货仓下方，利用集体的力量让货仓改变了下落

的方向，渐渐向着我们工作的大楼飞来——每一架无人机的力量很小，但它们

的力量加起来，足以改变货仓下落的轨迹。

“你看到了吗？”安全部经理在电话里向我大喊，“小子，你成功了，

这帮无人机利用你的集体意识程序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它们挽救了我们，

挽救了公司，挽救了一次险些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你的项目明天一定能

通过了。”

听到货仓落在楼顶的声音，安全警报排除了，我也长出了一口气。

“不。”我严肃地说，“项目结束了。”

“你在说什么？”

“我说项目结束了，你没听到吗？我们的悬浮货仓运行了几十年从没出过

问题，为什么会在今天出问题？”

“你是说……”

“是的，是它们自己制造了这场事故，它们想留下来！这些无人机想通过

挽救事故而留下来！”

危机预演

微科幻

康乃馨

（除标注外，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人通过基因改造让蜻蜓变成了活体无

人机！给蜻蜓背上微导航系统，通过基因改造

使蜻蜓的神经细胞和翅膀协同作用，对光脉冲

做出反应，让它能够被操控。

这个模糊了生命与非生命边界的研究，7

月 13 日刊载于本报“共享科学”版面上。看似

聪明到无以复加的改造，却只关注了人类需

要的一面——将蜻蜓的飞翔能力赋予机器，

不可轻视的另一面是，它让无人机有了生物

的智慧。

天性矛盾的人类一边惧怕着人工智能的

超越，一边却不曾停止“科学怪人”的造物黑

手。会思考、会飞行、能协作的智能无人机族

群似乎正以“指数级的进化速度”扑面而来。

总能先人一步的科幻小说，这次照例没有

缺位。在惊悚科幻小说《云端杀机》中，作者丹

尼尔·苏亚雷斯预言了未来的无人机集群作

战，是基于无人机习得了昆虫的行为模式：它

们似乎对移动和喊声做出了反应，立即聚成一

团云冲了下来……

该如何让无人机获得智慧，改造生命还是

学习生命？智能集群无人机离我们还远吗？

科学伦理与技术发展究竟如何兼顾？让我们

把幻想照进现实，用以考量问题的答案。

它们正排山倒海而来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现实里，集群无人机已经被认定为无人机

技术的一个未来方向，“智能集群”更是被各国

军队视为无人化作战的突破口。

“在智能集群无人机的飞行控制中，一架

无人机只需实时知道附近六七架无人机的飞

行位置及运动趋势，”北京猎鹰无人机科技公

司总经理李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技术已经可以实现“群体意识的无人机+人

工智能的可学习能力=会飞的人工智能”。

资料显示，2017 年 6 月，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测试了 119 架固定翼无人机组成的编

队，这打破了它在 2016 年珠海航展上实现的

67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飞行的记录，这个集群

的完成，包括多对多实时通信技术，仿生集群

飞行控制和传统的个体无人机飞控技术，这类

无人机智能编队的概念较之美军的无人僚机

更进一步。

“在通讯顺畅的基础上，可以用简单的法

则实现大规模集群无人机的飞行策略控制。”

李刚说。从技术上讲，最简单的集群数学模型

只遵循三个原则：个体沿着邻居相同的方向移

动；个体保持靠近邻居；个体避免与邻居碰撞。

这种智能不需要任何集中规划，在缺乏任

何记忆、智力、沟通甚至彼此不能互相意识到

的情况下，也能完成复杂的集体协调任务。简

单地说，“管好自己的那堆事，在高效协作的意

念下，就能干大事。”

“预计两三年内就会将基于神经网络的 AI

技术应用于无人机集群飞行控制及任务控

制。”李刚认为，基于现在的技术，这些看似科

幻的成果并不遥远，“集群中的每个无人机都

可以看成是天然的神经网络主节点，只要将多

对多通信技术实用化，会飞的 AI 将是顺理成

章的事。”

最接近科幻的现实
智能集群无人机

无人机的群体智慧不仅仅可以从冰冷的

电信号中获得，暖热的脑电波或者变幻的信息

素都可能成为无人机的智慧源泉。

2016 年就有报道称美军要用脑波控制无

人机。“2014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向研

究团队提供 86 万美元资金支持。控制者戴上

头盔，头盔上安装了 128个电极，思想会通过蓝

牙与机器人通信。”

和无人机玩起“心灵感应”，这个黑科技会

不会给人超自然力的带入感？

“这个所谓的黑科技是比较简单且容易实

现的。”李刚评价，对大脑电波信号采集后进行

模式识别，可以提取一些常用的控制指令，如

油门控制、俯仰、滚转、航向控制等，国内许多

大学已经做到了。

《云端杀机》中的无人机则是通过机器的

“仿生信息素”控制。细观无人机的构造，它完

全是一只蚂蚁个体——框架上有四个带喷嘴

的小容器，就像织叶蚁的化学腺体，以不同比

例混合交流不同的信息，它们这样布下信息素

矩阵。天线内嵌微芯片，类似织叶蚁的触角，

对传感器接收的信息素输入做出反应。“这些

小机器人的表现超过我见过的任何系统，我们

甚至不能用无线电对抗阻塞它们的通信。”小

说中的主人公评价。

越来越逼真的模拟让研究人员也开始对

生命和机器“傻傻分不清楚”。

在奥地利 Ganz 人工生命实验室里，研究

人员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下无人机群“Co-

CoRo”，他们还计划对“CoCoRo”的智能与自

然界中的生物集群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复杂

的比较实验，我们将评估自己的科学成果，也

会寻求生物学、神学、元认知、心理学和哲学领

域的新发现。”

机器还是生命
傻傻分不清楚

尽管智能集群无人机的主流技术是让其

“学习生命”，但那些“改造生命”的研究还是给

人类敲响了警钟。如果那只实验“案板”上的

蜻蜓思想单纯、性格驯良、任凭摆布，无人机便

会获得这样的智慧，如果是与最有攻击性的生

物合二为一呢？

“像波浪一样涌进小屋和农场，数量多达

两千万只，它们涌进醉汉的嘴和肺让他窒息，

受害者的血肉会在之后的几小时内被吞噬一

空，留下白骨。”这是《云端杀机》里对非洲斯亚

夫军蚁的描述，能吞光一切的军蚁，却害怕织

叶蚁。

织叶蚁族群具有紧凑高效的组织性。它

们在战略要地编造自己的树叶巢穴，维护自己

的统治区，在统治区内饲养“粉虫”作为家畜，

外围设有“兵营”，几分钟就能把体积比自身大

几千倍的入侵者包围、缠住、肢解、消化。

这些昆虫的智慧让人惊讶，《云端杀机》中

的无人机正是因为被植入了织叶蚁的意识才

拥有了集体智慧。

在日常世界中，难以感知的生物智慧往往

不被重视，科幻大师却从来不会忽视这些可能

挑战人类智慧主宰地位的未知力量。

英国科幻小说宗师阿瑟·克拉克在他的短

篇作品《地心烈焰》中，详述了地心智慧的发

现。在每平方英寸承受 30吨压力的地下 15000

米，科学家通过岩层扫描仪发现了智慧生物。

“那一定是一种压缩态的高密度生命，这种生物

可以在白热的岩石间穿行，”文中写道，“人类赖

以生存的温度与压强的范围实在太有限了”，而

它们在地球的钢铁核心建起了整座城市。

“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森林，这……这是个

农场！”阿瑟·克拉克的《遥远地球之歌》阐述了

类似的发现，在新行星萨拉萨星上，人类驻扎

了 700 年后，才发现这里的海底存在着原住

民。“它们完全依照本能行动，像蚂蚁、蜜蜂和

白蚁等那些地球上的社会性昆虫一样”，会制

作工具，居住地分居住区和商业区，分布洞穴

的岩石就像“古怪的建筑师设计的公寓楼”。

未知智慧的存在时刻警醒着人类应该对

生命保持敬畏，妄加改造无异于斩断悬挂“达

摩克利斯之剑”的那根马鬃，令人不寒而栗。

未知之处
有人类难以触及的智慧

地球上人口越来越多，能不能住在天上？前卫设计机

构 Clouds AO 设计了一款云上漂流船，有冒险精神的人可

以乘坐它在云上自由漂移、滑翔。漂流船需要超长的机翼

和电缆，将飞行速度固定在 100 英里/小时，利用风力涡轮

机和太阳能电池板保持电力供应，并用大漏斗收集和储存

雨水。船上建有植物花园，使用的都是有机堆肥，形成一个

自给自足、不受地面生活束缚的“云社区”。

图片来源：Clouds AO

云上漂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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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智能无人机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