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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4日电 （记者房琳
琳）据《自然》杂志官网日前报道，一篇发表在

最新一期《进化生物学》杂志上的论文称，用

成千上万份标本图像“训练”过的计算机算

法，已经能自动识别被压制的、干燥植物标本

的物种。这是科学家首次尝试通过深度学

习，让计算机使用大型复杂数据集的神经网

络，解决了识别自然物种分类的困难任务。

世界各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在加速藏

品数字化进程，将标本图像存储在开放数据

库中。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iDigBio

项目的一个数据库，就拥有来自全美各地收

集的超过 1.5亿张植物和动物图像。

目前，世界 3.5 亿个物种中，只有一小部

分被数字化了。但是，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

哥斯达黎加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艾瑞克·

蒙塔罗和法国蒙彼利埃国际发展农业研究中

心植物学家皮埃尔·邦尼特认为，为标本做大

数据集已经成为可能。他们的团队已经实现

了植物识别的自动化。

研究人员借助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现场拍

摄标本，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新鲜植物图像，

然后对 1000 多个物种、超过 26 万份植物标本

进行了扫描识别，采用先进算法的识别准确

率高达 80％。

邦尼特说，这样惊人的结果往往让植物

学家担心其学术领域被轻视。“但人类的专长

永远不会被消除，识别结果仍需要植物学家

来检验正确与否。”

人工智能识别标本的方法，极大地减少

了植物学家收集和识别标本的时间，还能帮

助改进标本数据贫乏地区的植物鉴定水平，

对生物多样性丰富但植物标本较少的地区特

别有用。

此外，这种方法还能让研究人员对大数

据进行额外的分析。一般而言，植物标本样

本中含有丰富的数据信息，例如采集时间和

地点，采集时在开花还是在结果，以及花群密

集特征等。由于一些样本是几个世纪以前的

数据，因此，可以帮助研究植物是如何适应气

候变化的。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彼得·威

尔夫说：“在自然历史的进程中，这种方法预

示着未来。”

植物学家似乎能从繁重的收集和识别

标本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了。如果研究结果

稳定，他们至少能够省下 80％的时间啊！要

知道，世界各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数字

化标本越来越多，单一个数据库就有超过

1.5 亿 张 图 像 。 人 工 智 能 可 以 自 动 识 别 标

本，这对植物学家来说当然不是威胁。毕

竟，大部分鉴定工作枯燥又无聊，但又至关

重要，人工智能在这些地方帮忙，真是不能

更贴心。开一个脑洞，如果科学家能把那些

繁琐又不得不做的都交给人工智能，科学产

出会不会更加丰富？

人工智能识别植物准确率高达 80％
将极大减少植物学家收集和识别标本时间

科技日报济南 8月 14日电 （记者王延
斌 通讯员冯刚）一般而言，3D 物体形状重

建，需要借助先进的激光扫描仪。最近，计算

机图形领域的顶级会议 SIGGRAPH 2017 对

外发表的一项研究却另辟蹊径：用水这一介

质来获取物体表面，将 3D 物体表面建模的任

务转化为体积问题。

“这种新的方法可以准确重建物体中的

隐藏部分，克服常见的 3D 激光扫描方法的局

限。”山东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陈宝权教授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传统 3D 扫描和形状建模常

使用激光扫描仪和摄像头对物体表面进行扫

描。其局限性在于光线照不到的地方无法取

样，缝隙、微小凸起等结构取样不完整，还有

透明等特殊的材料难以处理。

为此，科学家们将物体浸入水中，测量物

体的排水量，然后利用这种体积上的变化信

息重建物体的表面形状，优势就体现了出

来。“水能很好地贴合复杂的表面，还能渗透

到空腔里，计算排水量也不需要考虑光线的

折射率和偏振等问题，轻松绕过了光学设备

面临的种种限制。”陈宝权说。

实验中，研究人员制作了一套简便的

“3D 浸入装置”，通过多次将物体以不同角度

浸入水中，研究人员就能得出物体多个横截

面的信息，进而精确地计算出物体的几何形

状，包括平时激光扫描仪很难捕捉到的部

分。科研人员表示，CT 设备体积庞大，且只

能在特定的环境中使用，成本也高。相比之

下，浸入转换法以较低的计算成本生成更精

确的形状，性价比高，应用范围更广。

这项名为“基于浸入转换 3D 形状重建”

的高科技成果由陈宝权教授率领北京电影学

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以色列特

拉维夫大学、本·古里安大学，加拿大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

山东大学独辟蹊径：用水替代激光扫描仪

新华社“科学”号 8月 14日电 （记者

张旭东）中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

学”号搭载的“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 14

日在西太平洋下潜考察卡罗琳海山。航次

首席科学家徐奎栋介绍，这是人类首次对

这座海山进行科学考察。

海山又称海底山，是指从海底计高度

超过 1000 米，但仍未突出海平面的隆起。

卡罗琳海山位于地球最深处——马里亚纳

海沟南侧，雅浦海沟东侧。

据 12 日至 13 日“科学”号获得的最新

地形扫描数据，按 50 米等深线计算，这座

海山南北向长约 15 海里（27.78 千米），东

西向长约 5 海里（9.26 千米），实际面积是

海图测算面积的 5倍多。海山最高处距海

平面约 28米，山顶部是一个椭圆形盆地。

徐奎栋说，“发现”号首次下潜的位置

在海山南麓，位于水下约 1500 米处，这里

地势相对平缓，以确保“发现”号安全下潜。

“首次下潜，‘发现’号将对海山南侧

1500 米至 500 米深的区域进行调查，了解

海山的精细地形、底质类型和生物多样性

等信息并获取生物和地质样品，”徐奎栋

说，“在这个区域的海面上，我们看到了成

群的海鸥、飞鱼等，这预示卡罗琳海山区可

能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我们将利用‘发现’号从不同方向对这

座海山进行剖析。”

在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热带

西太平洋海洋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支

持下，科研人员此前已对雅浦－马里亚纳

岛弧的两座海山进行了调查，这两座海山

距离只有 180 公里，但共有物种的比例只

有 12％左右，其他生物均不相同。

卡罗琳海山和上述两座海山形成一个

三角区，此次科学家就是要通过对卡罗琳

海山的环境与生物生态调查，探秘三个海

山生态系统的共性、特性及其背后的驱动

因素。

典型的海山由死火山形成，且以硬底

为主，有些海山形成以有孔虫砂或珊瑚砂

为主的软底沉积。全球海洋中估计有逾 3

万座海山，其中 60％以上分布在太平洋。

海山最主要的特点是生物资源丰富，

这是因为洋流遇到海山会向上走，即形成

上升流，将海底的营养盐带到海山上方，吸

引生物在这里聚集。同时，上升流会改变

海山上方流场，形成特定环境将生物吸引

在海山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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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14日电（记者张佳
星）“我们面临着强大的新发传染病的威胁，还

面临着老传染病‘死灰复燃’的威胁，我们一直

在考虑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起做些什

么？”1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就“一带一路”暨

“健康丝绸之路”健康产业博览会作相关情况

介绍，卫计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高卫

中说，会议将“以疫苗安全保障‘一带一路’卫

生安全”作为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卫生安全是全球性议题。中国保障

了 14亿人口的卫生安全，多年来在疫苗可

防治疾病的具体实践上有中国经验、中国

技术，”高卫中介绍，希望通过多国参与的

模式，共同应对重大疾病的挑战，共同“擒

拿”世界范围内的“健康杀手”。

“我们希望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

同找出新发传染病的病源，共同进行实验

室研究、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并合作

开发出适用于各国人民体质的疫苗；建立

十几个国家通行的生产体制、分销体制、使

用和使用监测体制、卫生技术评价体制

等。”高卫中说，博览会将继续推进与相关

国家卫生合作的对接。

据介绍，此次健康产业博览会将于 8

月 18日—19日在京举办，将有联合国副秘

书长，新加坡、罗马尼亚等国约 30 名部长

级外宾参会。博览会期间还将展示我国自

主研发的各类医疗机器人、源自太空的医

疗技术、“一带一路”国家需求的药品、疫

苗、传统中医药等，观众还将现场观摩中

国、赞比亚两国医生实时开展的跨越万里

的病例讨论和远程会诊。

丝路沿线国家携手剿杀新旧传染病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 通讯员周慧）
合肥工业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姚运金副教授

课题组，以秸秆类生物质废弃物为原料，成功

制备出多维数、多尺度、多形态的三维功能催

化材料，可高效去除水体中有机及重金属有

毒污染物，解决了秸秆类生物质废弃物难以

利用的难题。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环境

领域重要期刊《应用催化》上。

姚运金课题组首次研发出生物质碳复合

功能相三维材料的制备工艺，以秸秆类生物

质废弃物为原料经化学活化后与金属二价盐

及含氮化合物均相混合，通过高温热解制备

出 3D 功能催化材料。每克该新型材料可用

于吸附的总面积最高可达 1500 平方米，对目

前广泛存在的持久性有机及无机类有毒污染

物均呈现出显著的去除性能，且去除效率是

纳米复合材料的 50至 100倍。

据介绍，该新型3D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将

生物质废弃物活化为三维多级孔功能炭载体。

利用其本身的多孔结构、高比表面积及表界面

特性，在单设备中实现了金属离子的还原、金属

纳米粒子的碳包覆以及氮非金属元素的掺杂改

性，克服了传统热解法制备工艺复杂、还原处理

风险较高以及非金属元素改性效果不佳等缺

陷，极大提高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抗中毒能力、

稳定性及重复利用性，且生物质原料资源丰富，

制备成本低，比表面积大并具有多级孔结构，因

此具有广阔的工业化应用前景。

我国每年产生约2.5亿吨秸秆类生物质废

弃物，而现有的诸如生物质液化、生物柴油、堆

肥填埋及直接焚烧等处理方法，均无法实现高

效绿色的利用。该新型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

廉及易于大规模生产，实现了生物质废弃物的

再利用及污染物的高效去除，同时，也为基于

生物质 3D 先进功能催化材料的开发、构筑和

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及科学指导。

秸秆做“媒”，去毒物效率可达纳米材料百倍

科技日报河南长葛8月14日电（记者乔
地 井长水）我国第一条镁合金汽车轮毂生产

线，也是世界上第一条真正实现工业化生产

的镁合金汽车轮毂生产线，14 日在位于河南

省长葛市的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投

产，并与美国 TH Magnesium 公司签订 20 亿

元供货合同。

专 程 前 来 出 席 投 产 庆 典 的 美 国 TH

Magnesium 国际汽车镁轮毂市场开发公司总

裁斯蒂夫说，全球镁合金市场达 1200亿美元，

曾经有公司承诺他们有镁合金轮毂的生产技

术，最后什么也没有做出来。“但是，今天在中

国长葛实现了！”中国镁业协会会长徐晋湘也

在致辞中称，这不仅是中国的第一条镁合金

轮毂生产线，也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条能够

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生产线。

德威股份作为国际镁合金汽车轮毂标准

制定者，拥有目前我国镁合金汽车轮毂一次

正反锻压工艺专利，领先同行业 3至 5年。计

划今年内上马 3条镁合金汽车轮毂生产线，年

产 100 万只。14 日投产的首条生产线，年产

35 万只。在投产仪式上，德威股份与美国

TH Magnesium公司签署了 20亿元订单。

据悉，镁合金汽车轮毂更轻、强度更大、

散热更好，而且承受冲击载荷能力更大，耐有

机物和碱的腐蚀性能好。比铝合金汽车轮毂

质量减少 1/3，降低了整车负载。其减重效果

是车身减重的 15 倍，降低能耗，节约燃料，节

油率 8%—18%。但受限于技术瓶颈和制造成

本，世界上此前没有一家公司能实现镁合金

汽车轮毂大批量生产。法拉利等高端赛车使

用的镁合金轮毂，都是少量定制生产的。

我建成全球首条镁合金汽车轮毂生产线

8 月 11 日，中核集团中核北方核燃料元
件有限公司建设的、全球首条工业规模高温气
冷堆燃料元件生产线第２3 万个球形燃料元
件顺利下线。据了解，该生产线具有我国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

右图 技术人员正在检测高温气冷堆燃料
元件。

下图 高温气冷堆球形燃料元件部分生
产线。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高温气冷堆燃料元件

实现规模化生产

8月14日，“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入水考察卡罗琳海山。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摄

“以后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实施人体冷冻

了。”“就是不知道费用比起美国阿尔科怎

么样？”……

14 日一大早，人体冷冻复活交流 QQ 群

活跃了起来。

群里讨论的，是中国首例本土人体冷

冻。今年 5月，位于山东济南的银丰研究院冷

冻了去世的肺癌患者展文莲。展文莲的家属

期待，未来某一天，她能再度醒来。

这让那些关注人体冷冻的人惊讶又兴

奋。他们用各种方式尝试推动人体冷冻。有

的想普及观念，有的想从科研入手，还有的，

准备了钱。

大家之间的联系松散，有些人甚至并不

认可对方的理念，但又因为人体冷冻这个纽

带，被划进了同一个圈子。

“现在选择人体冷冻就是对”

QQ 群 的 管 理 员 是 北 京 人 赵 磊 。 2012

年，他和发小李俊铎一起建了这个群。

在圈内，他们最为人所知的“功绩”，是协

助杜虹家人联系美国人体冷冻机构阿尔科，

并最终促成此事。

杜虹成为中国首例冷冻人，而 QQ 群的

成员，也在那之后从 20多人跃升至 200多人。

7月底的一个晚上，科技日报记者见到了

赵磊和李俊铎。他们一个是 IT 人，一个是航

天工程师。他们支持人体冷冻，说话斩钉截

铁：“我们可以说，现在选择人体冷冻就是对。”

“我确实不能判断将来这个人能不能复

活。但‘火化’是假设了一个‘已知’，认定他未

来永远不能复活。但这个假设万一错了呢？”

赵磊说，为什么不给那些“可能”留一点希望？

七八岁时，赵磊就忧虑起了死亡。陪伴自

己的外婆渐渐老去，他发现，面对这人类注定

和唯一的结局，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时候

觉得，除非有外星人，否则死亡这事无解。”后

来，他从科幻小说中读到了“人体冷冻”，当时

也觉得是“天方夜谭”。冷冻过程中水会结冰，

势必破坏细胞。直到赵磊接触到美国阿尔科，

又仔细研究了阿尔科官网上的介绍后，他才发

现——这事可行。 （下转第三版）

和“万寿无疆”有关的希望、科研和钱
——对话人体冷冻的信仰者们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编者按 8 月 14 日，本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死亡“暂停”：液氮罐里的阴阳穿

越——中国首例本土人体冷冻的故事》，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死亡似乎是谁也逃不过

的劫，永生又是很多人的梦。人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个梦，也同样打量这个梦的信仰

者。人体冷冻的拥趸是谁，他们真的是“狂想者”吗？为给广大读者带来了解事件的更多维

度，本报今日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