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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创新连线·俄罗斯

近日，围绕热门科技话题 ChatG-

PT，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欧洲科学院

院士、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洪堡人工智

能教席教授金耀初。金教授同时兼任

英国萨里大学计算系“计算智能”讲席

教授 、IEEE 计算智能学会候任理事

长，曾任《IEEE 认知与发育系统汇刊》

主编等职。

生成式模型的重大进展

谈到 ChatGPT 最核心的东西，金

耀初表示，ChatGPT所代表的技术是第

三波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的一个重大进

展。它基于生成式预训练 Transformer

模型，采用了“自注意力机制”。与传统

的判别式模型相比，生成式模型的最大

特点是直接学习训练数据本身的特点，

因而能更有效地学习大容量的样本，特

别是海量的语言、视觉信息。

传统的语言处理模型一般只能根

据字词的前后相邻词语来找它们之间

的关系，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Trans-

former引入了自注意力机制后，它就能

很灵活地找出不单是某一个句子，而是

不同句子，甚至是整篇文章或不同的文

章之间词的相互关系，学习能力就增强

了很多。

横空出世非一日之功

对于 ChatGPT 的横空出世，金耀

初强调这仅仅是大众的感受。从科研

的角度看，ChatGPT也是一步一步演进

而 来 的 。 根 据 OpenAI 发 表 的 论 文 ，

ChatGPT是花了很长时间，用了各种学

习方法不断训练和微调出来的。生成

式模型给出的答案并不是人们事先给

它的训练数据，而是模型生成出来的，

所以很难保证百分之百正确。ChatG-

PT 在训练过程中用到非常多的最新的

学习技术。例如，无监督学习、有监督

学习、多任务学习、小样本学习、自监督

学习等。

此外，它还加入了基于人类反馈的

强化学习，以获得与人类对齐、共情能

力。通过人类评价，即给它生成的答案

打分来选择一个最佳的答案。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强化学习过程，也就是对

原来的模型进行微调。其他 AI模型可

能没有像 ChatGPT这样，用大量的人类

反馈来使得模型能产生更加符合人类期

待的回答，相应的体验就会有差距。

尚不具备自主的“心智”

金耀初谈到，作为一个从文本到文

本的对话系统，ChatGPT最强的地方是

对自然语言的充分学习，生成的文本更

加“流畅”并符合人类体验，这是一个重

大的技术创新。但值得注意的是，生成

式机器学习模型有很多，比如从文本到

语音信息，或者文本到图像信息，这些

方面 ChatGPT 的表现可能就没那么好

了。这是它的一个局限性。

另一方面，目前 ChatGPT 训练的

数据截至 2021 年，没有训练过的东西，

它是不可能准确回答出来的。换句话

说，目前的模型不具备创造新知识的能

力 。 ChatGPT 回 答 问 题 时 用 的 是 推

理。它不是那种在数据库中搜索答案

的概念。生成式模型是根据问题本身

联想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模型“学

习消化”后产生出来的东西，不是原始

的数据。严格意义上来说，模型本身甚

至不知道这个答案的真正含义，它也不

能保证答案肯定是对的。

ChatGPT不是“万能”的

金耀初认为，ChatGPT离真正的专

业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现在大家感

觉很新奇，都在尝试玩一玩。有的人甚

至以为 ChatGPT 什么都能干，可以很

快用在自动驾驶之类的很多应用上，这

其实是误解。自动驾驶的重点不是文

本到文本的问题，纯粹的生成式模型是

不够的。它需要其他判别式的机器学

习模型，特别是实时场景的识别。

以现在热议的医疗服务为例，尽管

ChatGPT 在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

取得不错的成绩，但真实情况下人们会

用 ChatGPT 来代替医师进行诊疗吗？

至少目前还不行，因为无法保证它的答

案百分之百是正确的。有人说 ChatG-

PT 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这样

的描述是比较中肯的，人们不能忽视这

种风险。

期待未来更多突破

金耀初表示，这一波人工智能可能

不会像第一波和第二波人工智能浪潮

那样很快偃旗息鼓。它会继续发展下

去，未来三五年，人工智能领域可能还

会涌现一些令人吃惊的突破。很多基

于 ChatGPT 的新的想法或技术或会涌

现，并在此基础上找到真正好的细分领

域的应用。

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结合，金

耀初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直

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重点之一。现在

ChatGPT与人对话这么流畅，如果把它

与数字虚拟人技术结合起来，一般人可

能很难分辨出计算机屏幕里回答问题

的是真人还是一个数字人。当然，未来

的发展过程中会涉及很多人工智能的

本质问题，包括信任、责任、伦理、法律

问题等。乐观地看，ChatGPT等人工智

能应用的影响力急剧扩大，反过来会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

“火爆”的ChatGPT尚没有“自主心智”
——访人工智能专家、欧洲科学院院士金耀初教授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4日电 （记者

刘霞）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领导的科学

家团队在最新一期《应用物理评论》杂

志网站发表论文，展示了一种对单个电

子成像的新方法。该方法目前仍处于

初始阶段，未来有望为各种不同的分子

拍摄“特写”，这可能彻底改变新药研发

和量子材料的表征。

几十年来，尽管磁共振成像（MRI）

技术在诊断大量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仍有一些潜在问题有待解决。

例如，MRI 读出效率非常低，需要数千

亿个分子的样本量才能发挥作用，这就

导致输出被平均化。对于大多数诊断

程序，平均值最佳，但与此同时也会丢

失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可能隐藏着很

重要的生物学过程。

研究人员解释道，为获取单个分子

的细节，需要开发出一种能获取单个分

子特写镜头的工具，研究人员可借助这

些工具密切观察重要分子的结构，从而

为新发现或新药研发开辟道路。

鉴于此，在最新研究中，研究团队开

发出了一种可以精确定位电子位置的方

法。该方法基于位于一个氮-空位中心

附近的旋转磁场，氮-空位是一种特殊

的人造金刚石中原子大小的缺陷，一般

被用作量子传感器。由于该氮-空位仅

仅原子大小，这种传感器对附近的变化

特别敏感，由于其量子性质，它可以区分

是单个电子还是多个电子，这使它特别

适合精确测量单个电子的位置。

研究团队指出，最新方法朝着精确

纳米成像迈出了关键一步，未来科学家

将能够使用这项技术来对不同分子进

行成像，为其拍摄“特写”。

单 个 电 子 成 像 法 出 现
有望改变新药研发和量子材料表征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4日电 （实习

记者张佳欣）据最新发表在《自然·电

子》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展示

了一种可吞咽传感器，当通过消化道

时，可以监测其位置，从而帮助医生更

容易地诊断胃肠动力障碍，如便秘、胃

食道反流和胃瘫。

与目前的内窥镜检查等方式相比，

新设备的侵入性更小，而且患者可直接

在家中使用。

研究人员的思路是开发一种可吞

咽的胶囊，能发出信号以揭示其在胃肠

道的位置，使医生能够确定肠道的哪个

部分导致了胃肠道蠕动减慢。

研究人员开发了“迷你”磁性传感

器。其工作原理是探测位于人体外的

电磁线圈产生的磁场。磁场的强度随

着距线圈的距离而变化，因此可根据

传感器对磁场的测量来计算传感器的

位置。

为了准确定位设备在体内的位置，

该系统还包括第二个传感器，该传感器

留在身体外部，充当参照点。这个传感

器可贴在皮肤上，通过比较它的位置与

第一个传感器在体内的位置，研究人员

可准确地计算出吞咽的传感器在胃肠

道中的位置。

这 种 可 吞 咽 的 传 感 器 还 包 括 一

个无线发射器，可将磁场测量结果发

送到附近的计算机或智能手机。当

前版本的系统是在收到智能手机的

无线触发信号时随时进行测量，但也

可对其进行编程，以特定的时间间隔

进行测量。

研究人员表示，该系统支持多个设

备的本地化而不会影响精度。此外，它

还有广泛的检测范围。当前版本的传

感器可检测距离为 60 厘米或更短的电

磁线圈产生的磁场。

可吞咽传感器助力监测胃肠道健康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4日电 （记者

刘霞）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和美国俄亥俄

大学的研究人员携手，重建了迄今最古

老棘龙的大脑和内耳，以揭示这些大型

食肉恐龙如何与周围环境互动。相关

研究刊发于最新一期《解剖学杂志》。

棘龙是一种大型兽脚类恐龙，拥有

鳄鱼般的长颌和圆锥形牙齿，这帮助它

们适应了某种水生生活方式，包括沿着

河岸寻找猎物（如大鱼等）。这种生活

方式与异特龙和暴龙等兽脚类恐龙截

然不同，这也使棘龙成为最富有争议的

恐龙物种之一。

为更好地了解棘龙大脑和感官的

进化，研究小组扫描了来自萨里的重爪

龙和怀特岛的冥鹭角鳄龙的化石。根

据它们的脑壳材料，这两种迄今已知最

古老的棘龙可以追溯到 1.25 亿年前的

白垩纪早期。两个恐龙标本的脑壳都

保存完好，研究小组对早已腐烂的内部

软组织进行了数字化重建。

他们发现，这两种棘龙处理气味的

嗅球并不是特别发达，耳朵可能对低频

声音很敏感，而大脑中那些负责保持头

部稳定和凝视猎物的部分相比后来出

现的棘龙更不发达。

主持这项研究的南安普敦大学博

士生克里斯·巴克说：“尽管这些古老棘

龙的生态环境不同寻常，但它们的大脑

和感官似乎在许多方面与其它大型兽

脚类恐龙拥有共同之处，没有证据表

明，它们的半水生生活方式与其大脑的

组织方式有关。”

研究人员解释道，这些最新发现表

明，棘龙的祖先已经具备了适合半捕鱼

生活方式的大脑和感官适应能力，而棘

龙要想成为半水生动物，需要进化出不

同寻常的鼻子和牙齿。

研究人员指出，由于化石 CT 成像

技术的进步，他们现在能够评估已灭

绝动物的认知和感官能力，并探索像

棘龙这样的恐龙的大脑是如何进化

的，这有望掀起古生物学领域的一场

新革命。

迄今最古老棘龙大脑“艺术照”亮相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4日电 （记

者张梦然）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最近展

示了一种新型量子比特的操作，称为

“触发器”量子比特，它结合了单个原

子的精巧量子特性和普通电脑芯片电

信号的易控性。研究成果发表在《科

学进展》上。

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团队在世界

上率先证明，电子的自旋以及硅中单

个磷原子的核自旋可用作量子比特。

虽然两个量子比特本身都表现得非常

好，但它们的运行需要振荡磁场。而

磁场很难在单个量子计算机组件的典

型纳米尺度上定位。

团队意识到，将量子比特定义为

电子和原子核的上/下组合方向，将允

许仅使用电场来控制这样的量子位。

这个新的量子比特被称为“触发器”，

因为它由属于同一原子的两个自旋

（电子自旋和核自旋）组成，条件是它

们总是指向相反的方向。

该理论预测，通过相对于原子核

置换电子，可对触发器量子比特的任

意量子态进行编程。新研究以完美的

准确性证实了这一预测。

最重要的是，这种电子位移是通

过向小金属电极施加电压而不是用振

荡磁场照射芯片来获得的。其更类似

于传统硅计算机中通常路由的电信号

类型芯片。

通过从原子核中置换电子来对触

发器量子比特进行电气控制，会伴随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当负电荷（电

子）远离正电荷（原子核）时，会形成电

偶极子；将两个（或更多）电偶极子彼

此靠近放置会在它们之间产生强电耦

合。这就可调制执行多量子比特逻辑

运算。

这些电偶极子不需要相互接触但

又相互影响。理论研究表明，200 纳

米是快速和高保真量子操作的最佳距

离。研究人员称，这可能是一个改变

游戏规则的进展，其足以允许在量子

比特间插入各种控制和读出设备，使

处理器更容易连接和操作。

近年来，量子通信领域的大进展

和小进步不断，只是大多成果仍处在

实验室阶段，离百姓生活还有距离。

不过，要有耐心：人工智能领域在沉淀

多年之后，推出了 ChatGPT 这样大受

用户欢迎、震惊整个科技界的里程碑

式应用。在不远的将来，量子通信领

域会不会也酝酿出类似的“杀手锏”级

应用，让看似玄妙难懂、遥不可及的量

子比特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很有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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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4日电 （记

者张梦然）《BMC 医学》杂志 14 日发

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游离糖（即添加糖

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和果汁中的糖

分）摄入越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

越高。这些发现提供了更强的证据，

有望促使全球饮食指南建议将游离糖

摄入降到每日摄入能量 5%以下。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英

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中至少

完成过两次饮食评估的 110497 名个

体的数据。研究者们对这些个体进行

了约 9.4年的追踪。

团队发现，从食物中摄取的游离

糖越多（来源包括甜饮料、果汁和甜

食），相关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越高。

每日摄入总能量中游离糖的占比每

高 5%，总心血管疾病风险便会升高

7%，其中心脏病风险会升高 6%，中风

风险会升高 10%。另外，每天每多摄

取 5 克膳食纤维，总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便会下降 4%，但这一相关性在考

虑到身体质量指数（BMI）后便不再

显著。

团队指出，将游离糖替换为非游

离糖（即大部分天然存在于全水果和

蔬菜中的糖分）并增加膳食纤维的摄

入，或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过量游离糖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创建了一套

数学模型，以新冠病毒为例研究传染

病。该模型有助于减少未来流行病对

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数学家、微生物学家、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和大数据专家都参与了这个

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提供了新的工

具，用于预测感染人数的趋势以及由

流行病引起的经济指标变化，例如供

应和需求变化。

研究人员认为，建立的数学模型

也使评估各种防止传染措施（如口罩

模式、隔离措施）的有效性成为可能，

还可研究不同人群的指标，例如按对

健康和生命的风险程度或按疫苗接种

率指标进行区分。

秋明国立大学生态和农业生物学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叶夫根尼·布尔拉

科夫称，由此产生的工具包可用于制

定防止任何传染病传播的战略，包括

目前未知的传染病，并最大限度地减

少其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数学模型预测流行病发展动态

俄罗斯“胸甲”科研所正在研制一

种伪装服，它能让战士对热成像仪隐

身，并借助像变色龙一样的颜色变化

融入环境中。

该所所长弗拉基米尔·科尔穆申

说：“我们今天正在完成的任务，是在

不同波段内隐藏军人，包括热成像波

段。这可通过特殊新材料来实现。”

这种伪装不是固定在士兵身上的

干扰工具或电子战工具，而是使用特

殊染料的织物来实现“隐身”效果。科

尔穆申称，理想情况是制造这样的衣

服，使战士在环境背景改变时不被发

现。晚上看不到，早上看不到，在阳光

下看不到，在田野和森林中看不到。

伪装应该自动变化，像变色龙一样。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变色龙”伪装服可随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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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
金耀初教授长期从事计算智
能、演化计算、机器学习、计算
神经科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
研究和工程应用，目前已发表
学术论文 500余篇，论文被引
用次数达37400余次，2019—
2022 年 连 续 4 年 被 Web of
Science 评为“全球高被引科
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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