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驾驶技术近年来备受瞩目。由于未

来市场巨大，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一领域展开

了激烈竞争。日本政府近日提出了 2025 年

自动驾驶技术 4级的目标。就日本自动驾驶

发展情况，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加拿大约克

大学客座教授、卫星定位系统和自动驾驶技

术专家刘智星博士。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日本最新的自动驾

驶政策？

刘智星：日本政府在 3月 30日的“未来投

资会议”上提出了《自动驾驶相关制度整备大

纲》（以下简称《大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界定了自动驾驶 3 级（有驾驶员乘坐状态

以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发生事故时的责任，

原则上由车辆所有者承担，即自动驾驶汽车

和普通汽车同等对待，企业的责任仅限于汽

车系统存在明确缺陷之际。

为了究明事故原因，《大纲》中要求车辆

安装行车记录仪。但是，不同于普通汽车的

驾驶是由人做决定当然由人负责任，自动驾

驶汽车是由人工智能系统做决定，就存在系

统被黑客入侵控制而导致事故的可能，这种

情况适用政府的救济制度，由政府进行赔偿。

在全球自动驾驶技术 3级或以上逐渐进

入商业化量产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出台此

政策，明确事故发生时的责任主体，降低了企

业承担过大责任的担忧，为企业加强技术研

发投入扫清了障碍，商业化的趋势或将加速，

同时也为实现 2025年自动驾驶技术 4级的目

标提供了政策支持。

记者：日本为保障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出

台了哪些举措？

刘智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在日本的科

技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内阁提出

“世界最先进 IT 国家创造宣言”，制定了国家

科技发展战略——战略革新创造计划（SIP），

汽车自动驾驶技术被选中为对日本社会、经

济、产业竞争力有重大影响的重点发展领域

之一。政府提供的研发费用 2017 年为 33.2

亿日元，2018年约为 28亿日元。

根据 2017 年 5 月日本内阁发布的《2017

官民 ITS构想及路线图》，自动驾驶推进时间

表是，2020 年左右在高速公路上实现自动驾

驶 3 级，2 级以上卡车编队自动走行，以及特

定区域内用于配送服务的自动驾驶 4 级；到

2025年在高速公路实现相当于自动驾驶 4级

以及扩大用于配送服务的自动驾驶 4级的走

行区域。同时，在 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推 进 下 一 代 交 通 系 统（Advanced Rapid

Transit）的实用化。

另一方面，根据战略革新创造计划，日本

还确立了和自动驾驶技术关联的五个重点课

题——动态地图、HMI（人机界面）、信息安

全、减少行人事故、下一代都市交通进行研究

开发以及实证实验，并围绕四个方面推进自

动驾驶技术。一是以大规模实证实验为轴进

行研究开发：2017 年投入 22.53 亿日元；二是

产业化、商业模式的构筑：2017 年投入 2.44亿

日元；三是地方上的展开，产业、科研单位、政

府部门的携手：2017 年投入 3.8 亿日元；四是

国际联手推进标准化制定：2017 年投入 1.16

亿日元。

记者：目前日本及欧美各国自动驾驶技

术发展程度如何？

刘智星：日本政府主导的自动驾驶技术

项目已经进入大规模实证实验阶段。SIP 自

动驾驶系统从 2017 年 3 月开始动态地图的实

验，在冲绳进行了自动驾驶公交车的路测。

此外，在一些区域开展完全无人驾驶的遥控

操作实测，以及在新东名高速公路验证了后

车有人驾驶的卡车编队走行技术。自动驾驶

的最后一公里服务也开始了实证实验。

日本和国际各大汽车生产商也纷纷明确

市场化时间表，加速推进实证实验。丰田宣

布 2020 年自动驾驶 2—3 级实现量产；日产

“在汽车专用道路的复数车道自动驾驶技术”

今年进入市场，2020年实现“可应用于十字路

口的自动驾驶技术”；本田预定 2020 年在高

速道路上实现自动驾驶 3 级，之后扩展到一

般道路，2025 年确立自动驾驶 4 级技术。奥

迪于 2017年 7月发布了世界首辆搭载自动驾

驶 3 级的量产车（只应用于高速道路上时速

60 公里以下堵车时）A8；宝马以 2021 年实现

多辆完全自动驾驶车协同动作为目标；谷歌

Waymo 宣布，截至 2017 年 11 月，路测累计超

过 400 万英里；通用今年初已在纽约州开始

了自动驾驶 4级的测试。

记者：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日本参与度

如何？

刘智星：在国际合作方面，日本参加了国

际汽车安全环境标准制定组织 WP29。其中，

在“自动驾驶分会”和英国联合担任议长，

2017年 3月通过了《网络安全指针》，2018年 6

月通过《指针补充事项要件》。在“自动操舵

专家会议”和德国共同担任议长，2017 年 3 月

通过《自动走行同一车道时自动方向盘的操

作标准》，并于当年 10 月引入日本国内，2018

年 3 月通过《自动车道变更时自动方向盘的

操作标准》。在“自动刹车专家会议”和欧盟

共同担任议长，2017 年 11 月开始讨论汽车自

动刹车的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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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4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遗传学》杂志 23日在线发表的

一项大型基因研究称，国际科学家团队发起

覆盖 100万人的调查，发现了与教育水平相关

的基因变异。他们在大样本中发现了 1200多

个相关的基因变异，是此前研究发现的基因

位点数量的十倍多。该研究中的候选基因，

经证实在大脑发育和神经元信息交流中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基因变异的“地位”举足轻重，会影

响人们的思考、学习技能以及性格特征等。

但一个人的基因可能直接影响其在接受教育

的路上走多远吗？这一问题的争辩由来已

久。美国南加州大学丹尼尔·本杰明及一组

国际科学家在稍早时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与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相比，那些接受教

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身体内多个基因出现变异

现象。但科学家依然不清楚整体环境、遗传

因素对教育程度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其中

潜在的作用机制。

此次，美国南加州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

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科学家组成的国

际研究团队，展开了对超过 100万人的基因构

成和教育背景的考察。在大样本研究中，研

究团队发现了 1200多个与受教育时长相关的

基因变异。研究团队还分析了每位受试者的

考试成绩、自我报告的数学能力以及最高数

学教育程度，共找出与这些性状相关的几百

个基因。

分析发现，与教育相关的基因变异最

早出现于控制大脑发育的核心区域，关联

基因在大脑中的表达水平升高了，对神经

递质分泌和突触可塑性也有作用。研究人

员认为，这个大型相关基因位点库，可进一

步用于研究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对认知表

型的影响。

调查覆盖 100万人 发现 1200多个位点

这些基因变异影响你接受教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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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加拿大约克大学客座教授刘智星在实验室测试数据 图片由本人提供

据刘智星介绍，自动驾驶关联技术大致

可分为三类：环境感知、判断决策和车辆控

制。当自动驾驶技术向着 3 级以及更高发展

时，需要高精度的环境感知、高智能的环境判

断以及高信赖的控制技术。

环境感知 自动驾驶车辆对环境的感知，

主要依靠光学雷达（LIDAR）、摄像头和高精

度 GNSS等传感器。LIDAR 和摄像头测量的

都是相对距离，高精度 GNSS 测量的绝对位

置（经度、纬度、高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高精度 GNSS 可在视线良好地带提供厘

米级的绝对位置。如果未来高精度定位芯

片量产价格能够控制在 1000 日元以下，日本

正在建设中的准天顶系统由于先行一步采

用卫星广播高精度增强信号的方式，可能具

有一定优势，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刘智星说，自动驾驶不仅需要高精度的

道路及车道位置信息，还需要道路标识、周边

标志建筑物位置等三维位置信息，并在此基

础上加入堵车等路况实时信息，形成动态地

图。鉴于其重要性，日本以产业革新机构牵

头，联合 10 家汽车生产厂商以及地图制作公

司共同出资，成立“动态地图基盘（DMP）株

式会社”，进行开发以及式样标准的策定。

2018 年将提供包括日本国内高速道路、汽车

专用道路在内的 3万公里三维高精度地图。

环境判断和路线规划 自动驾驶 3 级以

及以上车辆，在认识环境感知数据时，需要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识别周边车辆和步行者

等。同时，通过分析驾驶员和车内乘客的表

情、姿势、体征等，监视识别车内状况。根据

认识结果进行的判断和路线规划，由于涉及

到人身安全，现阶段还是由人工分析之后用

程序实现，今后会逐渐导入人工智能判断一

些复杂的情况。

自动控制技术 自动控制系统一旦出现

故障，自动驾驶技术 3 级及以上车辆发生危

险的可能性比驾驶员操作的车辆大，所以不

但要求控制系统高信赖性，也要求其具有冗

长性以及自动防故障（Fail-safe）特性。控制

系统自身由于操作复杂，宜采用分散性控制

架构，把速度控制模块和方向控制模块分开。

链接·自动驾驶关联技术分类

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23日电（记者刘海
英）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人员 23 日在美

国化学协会期刊《ACS可持续化学与工程》上

发表研究报告称，他们利用从蟹壳和树木中

所提取材料制成一种新型环保薄膜，能够更

有效地隔绝氧气，有望成为目前广泛使用的

食品保鲜塑料的替代品。

研究人员从蟹壳和树木中所提取的材

料 分 别 是 甲 壳 素 和 纤 维 素 。 他 们 将 甲 壳

素 纳 米 维 纤 悬 浮 液 和 纤 维 素 纳 米 晶 体 悬

浮 液 交 替 喷 涂 在 作 为 衬 底 的 聚 乳 酸 薄 膜

上，干燥后即形成一种由甲壳素纳米纤维

层 和 纤 维 素 纳 米 晶 体 层 复 合 而 成 的 新 型

薄 膜 。 这 种 薄 膜 不 仅 柔 韧 、透 明 ，还 可 降

解，十分环保。

得益于其中的晶体结构，新型薄膜可以

有效地阻止氧气分子穿透，成为一种具有高

气密性的屏障材料。与目前常用于食品包

装、以石油为原料的聚乙烯对苯二甲酸酯

（PET）相比，新型薄膜的氧气渗透率降低了

67%。对于食品保鲜包装来说，有效防止氧气

渗透十分重要。理论上，包装材料的透气性

越差，就越容易保持食物新鲜，因此，这种气

密性极佳的新型薄膜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保鲜

包装材料。

研究人员指出，源于植物的纤维素是地

球上最常见的天然生物聚合物，而甲壳素则

仅次于纤维素，是全球储量第二的生物聚合

物，广泛存在于甲壳类动物外壳、昆虫甲壳

和真菌的胞壁中，因此，新型薄膜的原材料

来源不是问题。但想要替代目前广泛使用

的保鲜塑料，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方面，

甲壳素工业化生产工艺尚不成熟，需要改

进；另一方面，要降低薄膜生产成本，使之具

有竞争力，大规模工业化制造工艺的开发也

必不可少。

以蟹壳和木头为原料

环保薄膜有望替代现有食品保鲜塑料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4日电 （记者刘
霞）据英国《独立报》23 日报道，美英两位

科学家的最新研究称，太阳系曾经是一个

以陨石频繁撞击为特征的暴力场所，在某

次撞击后，外星生命可能曾搭乘陨石到达

月球，当时，月球大气可能远比现在更适合

生命生存。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天体生物学家德

克·舒尔策-马库赫以及英国伦敦大学行

星科学和天体生物学教授伊恩·克劳福德

携手进行的研究，指出了月球可能支持简

单生命形态生存的两段时期。一是在大约

40亿年前；二是大约 35亿年前，那时，年轻

的月球上火山活动达到高峰期。

研究人员指出，在那段时间里，月球喷

射出了大量非常热的气体，包括水蒸气，这

些气体可能在月球表面形成液态水以及大

气层。

舒尔策-马库赫说：“如果早期月球长

时间存在液态水和大气层，那么，我们认

为，月球表面至少曾（暂时）宜居。而且，月

球一直被包裹在一个磁场内，这个磁场可

以保证住在那里的任何生命形态免受致命

太阳风的影响。”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证据来自约 35 亿

到 38亿年前，以蓝细菌的形式存在。在那

段时间里，太阳系内频繁上演陨石撞击的

暴力场景。研究人员表示，在其中一次爆

炸之后，某些生命有可能被带到月球上。

舒尔策-马库赫说：“那时的月球看起

来非常适宜生命生存。实际上，月球上的

水池中可能有微生物繁衍生息，直到表面

变得干燥，它们才死去。”

他 们 希 望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和其他太空机构能进行一场“积

极大胆的未来月球探测计划”，包括检查来

自这个时期的月球沉积物，以核实它们是

否包含生命迹象；或在地球以及国际空间

站上模拟早期月球的状况，看看生命能否

在那儿生存。

在地球上寻找三十几亿年前的细胞化

石是极困难的，现在也只有一些间接的化

石证据。但月球的地质历史不太相同，或

许月表能透露更多早期生命迹象。我们尚

未验证两位研究者的思路，发掘月球说不

定能带来惊喜。科学离不开特异的点子和

意外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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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4日电 （记者华
凌）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

统研究所获悉，中科院外籍院士、该所所长

王中林 23日荣获享有世界能源领域“诺贝

尔奖”之称的埃尼奖（Eni Award），是迄今

为止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科学家。该奖

与计算机界图灵奖、数学界菲尔兹奖等并

称为领域性最高奖项。

王中林是国际公认的纳米科学与技术

领域的领军型科学家，位居全球纳米领域

H 指数及学术影响力第 1 名。根据谷歌学

术搜索（Google Scholar）6 月的公开数据，

王中林的学术论文被引用 16.15万次以上，

被引用 H 因子达 207。其科研成果丰硕，

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 1500 多篇论文（其

中发表在《科学》《自然》及其子刊上文章

40余篇），拥有 200项专利。

埃尼奖组委会科学委员会最终决定，

将 2018 年度埃尼“前沿能源奖”授予王中

林院士，奖金为 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153

万元），以表彰他首次发明纳米发电机、开

创自驱动系统与蓝色能源两大原创领域，

以及将纳米发电机应用于物联网、传感网

络、环境保护、人工智能等新时代能源领域

等先驱性重大贡献。根据组委会安排，埃

尼奖颁奖仪式将于 10 月 22 日在罗马市奎

里纳尔宫举行，届时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及意大利埃尼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

公司高管将出席颁奖仪式。

王中林还是欧洲科学院院士、台湾中

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大学纳米科学与技

术学院院长，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终身校

董事讲席教授、高塔（Hightower）终身讲席

教授，以及美国物理学会、科学发展协会、

材料学会、陶瓷学会、显微学会会士和英国

皇家化学学会会士。他先后获得各类国际

性重大奖项 17次，如 2015年汤森路透引文

桂冠奖、2013 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奖、2016年欧洲先进材料奖和 2017年全球

纳米能源奖等。

中科院外籍院士王中林获世界能源领域“诺奖”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4日电 （实习生

郭子朔）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3 日报道，哈

佛大学研究人员通过生物工程技术，研制

出人类心脏左心室的三维模型，未来可用

于药物检测以及心率不齐等疾病疗法的

研究。

该模型利用采于人体心脏细胞的纳米

纤维搭成支架来协助构建组织。这种支架

如同三维模版，可以引导细胞及其组织进

入体外搏动的心室腔。这让科学家可以借

助使用压力容积环、超声波等临床通用工

具，实现对心脏功能的进一步研究。

研究团队主要成员之一、哈佛大学约

翰 A.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生物工

程与应用物理教授基特·帕克说：“整个团

队已耗时十余年研究此项目，目标是制造

出一个完整的心脏。此次进展是迈向最终

目标相当重要的一步。”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模型一旦投入使

用，其在心血管疾病再生医学领域以及作

为体外模型进行药物开发等相关研究中，

均会产生巨大而广泛的影响。项目的长期

目标是实现在医学研究中以人类模型替代

动物模型，或弥补动物模型的不足。未来，

研究人员可通过收集病人的干细胞来构建

组织模型，从而完全复制出其器官功能和

特性。

制造出一个功能完好的心室模型的关

键是重塑组织的特殊架构。在人类心脏结

构中，平行排列的心肌纤维如同支架，引导

砖状的心脏细胞首尾衔接成线状排列，形

成一个中空的锥形结构。当心脏跳动时，

心脏细胞如同手风琴一般伸展和收缩。

为制造心室模型，研究人员将可降解

聚酯和明胶纤维的聚合物以弹头形状放入

旋转器。当仪器旋转时，纤维将顺着同一

方向呈线状排列，因此，会引导细胞像原生

细胞般运动和收缩。

研究人员称，下一步将利用源自病人

的预分化干细胞来进行心室模型的研究，

这将有利于形成功能更强大的组织结构。

利用心脏细胞纳米支架构建组织

人类左心室三维模型研制成功

人类心脏左心室的三维模型图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