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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巴黎9月 10日电 （记者

李宏策）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首份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AI）在教育

和研究中的应用指南》，以应对有关技

术所引发的挑战。教科文组织呼吁各

国政府，以适当法规和教师培训规范生

成式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确保秉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

教科文组织最近开展了一项全球

调查，覆盖超过 450 所学校，结果显示

其中只有不到 10%拥有关于生成式 AI

应用的机构政策或正式指南。缺乏国

家级规范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因。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表示，

“生成式 AI 可为人类发展带来巨大机

遇，但也可能导致伤害和偏见。如若缺

乏公众参与以及政府的必要保障和监

管，AI 就不能融入教育。教科文组织

的这份指南将帮助政策制定者和教师

从学生的基本利益出发，充分发挥 AI

潜能。”

指南解释了生成式 AI 的定义及

其工作原理，阐述了生成式 AI 引发的

争议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其加

剧了数据鸿沟，如 ChatGPT 模型训练

以在线用户的数据为基础，而这些数

据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主流

社会规范。

指南提出了各国规范生成式 AI 应

采取的 7 个关键步骤，并为在教育和研

究中以符合伦理要求的方式应用有关

技术建立政策框架，包括采用全球、区

域或国别数据保护和隐私标准。指南

还规定，在课堂中使用 AI 工具的最低

年龄限制为 13 岁，并呼吁就这一主题

开展教师培训。

该指南以教科文组织《AI 伦理问

题建议书》（2021 年）和《北京共识——

AI 与教育》（2019 年）为基础，倡导人的

能动性、包容、公平、性别平等以及文化

和语言多样性。指南还响应了教科文

组织于 2023 年 5 月召开的首次全球生

成式 AI部长级圆桌会议表达的关切。

指 南 在 教 科 文 组 织 数 字 学 习 周

期间于其巴黎总部发布，千余名与会

者在学习周期间围绕公共数字学习

平台和教育中的生成式 AI 等主题展

开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

尽快规范生成式AI的校园应用

美国科幻片《未来战警》中，人类工

业文明高度发达，一种名为“代理人”的

仿生机器人迅速流行。它具有完美的

容貌与身体，各项物理功能超群。人们

懒洋洋地待在家里，通过特定的装置将

自己的意识上载到代理人身上，并通过

这些机器人进行工作、学习和社交。

发表在《PLOS ONE》杂志上的一项

研究认为，人工智能或在 10年内实现约

39%的家务工作自动化。如果机器人可

帮你跑腿、做家务，未来会是什么样？机

器人帮助人类做家务到底还有多久才能

真正实现？实际上，一些科技公司正在努

力让人类离这样的科幻世界更近一步。

戴森“憋大招”开发
家务机器人

想象一下，一个机器人能够捡起你

家里四处散落的玩具。或者，机器人会

精心清洗餐具并将其放入置物架，随后

还能对厨房柜台进行清洗……这些场

景是总部位于英国的戴森公司希望实

现的目标。

在今年 5 月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

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上，戴森公司展示

了许多旨在帮助做家务的机器人原

型。视频中，它们的手臂能够从碗架上

提起盘子、操纵吸尘器吸尘或拾起小熊

玩具。英国《卫报》预测，这种设备可能

会在 2030年发布。

加拿大一公司训练
“凤凰”机器人

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Sanctuary AI公

司正在开发一种名为“凤凰”的人形机器

人，并将在未来 10年内推出。首席执行

官乔迪·罗斯表示，一旦设计完成，“凤

凰”将理解人类想要的东西，了解世界的

运行方式，并拥有执行人类命令的技能。

在一个试验项目中，“凤凰”在加拿

大一家商店里将衣服装进了塑料袋。

塑料袋是松软的、透明的，且有一个开

口。罗斯表示，通常人类在手动打开袋

子后，必须松开一只手，然后把东西放

进袋子里。但这一操作对于机器人来

说非常困难，它们还不能像好莱坞大片

里的机器人那么大显神通。

为此，Sanctuary AI有一个培训“凤

凰”的系统，比如教它们打包行李。“凤

凰”能拍摄正在完成的任务，然后将整个

活动数字化。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数据创

建了一个虚拟环境，甚至可模拟包括重

力和阻力在内的物理现象。机器人能在

此进行任务练习，直到对某件事情熟练

掌握后，才被允许到现实物理世界中进

行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凤凰”已被训

练得可扮演大约20个不同的角色。

罗斯表示，他们面向的是长期的、总

体的潜在市场，这是商业和科技史上最

大的市场，即劳动力市场。不过，他表

示，距离实现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形机器人研发难度大

自 ChatGPT 横空出世以来，科技

界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激增。它能够生

成各种有用的文本和图像，催生了竞争

对手的争相研发浪潮，也再次让投资者

将目光聚集在人工智能创作内容赛道。

但与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模型不

同，人形机器人必须在物理世界中导航，

并需要了解该世界中的对象之间是如何

相互关联的。对人类来说似乎很容易的

任务，对人形机器人却是“天大的事”。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让机器人有触

觉，这样它就知道对一个物体施加多

大的压力。此外，要制造一个能够应

对家庭或繁忙工作场所中可能发生的

所有事件的机器人，还需要做大量的

研究。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阿

里雷扎·穆罕默德教授称，部分困难在

于，人类对背景和后果有一种直观的理

解。例如，人们可能会猜测，一只过度

兴奋的狗可能会跳到前面，因而能提前

避开，但对于机器人来说，这是极其困

难的。不过，机器人有朝一日仍可能会

填补部分劳动力缺口，并让人类更专注

于做最擅长的事。

让机器人成为家务能手还要多久

机器人手臂从碗架上提起盘子。 图片来源：戴森官网

机器人对沙发扶手进行吸尘。 图片来源：戴森官网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受科幻大

片《终结者》启发，西班牙科学家利用真

菌研制出一种活性皮肤。这种皮肤可

感知光线和触感，有望用作可持续的、

可生物降解的传感器，让建筑物自我调

节温度或让个性化可穿戴设备监测人

体状况。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研

究广场》杂志。

在电影《终结者》中有一个场景，把

皮肤植入到机器人身上充当其“衣服”，

它会向机器人报告维修数据。

最新研究负责人、瓦伦西亚理工大

学安东尼·甘迪亚表示，目前可检测光、

温度和湿度等刺激的电子传感器通常

由硅树脂制成，制造过程复杂。但真菌

等活生物体更易产生，也更易感受到大

范围的刺激，包括触摸、温度、湿度和光

照水平等。因此，研究人员决定开发一

种真菌皮肤，并在“终结者”模型上进行

测试。

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名为无柄灵

芝的真菌，这是一种可在恶劣条件下在

液体中生长的菌丝体。然后，他们将一

个 18 厘米高的“终结者”模型包裹琼

脂，并浸入液体内，以促进真菌生长。

5 天后，真菌成功覆盖了“终结者”

模型的整个表面，形成了一个完全有

机的皮肤。将模型与电极相连接时，

真菌对光和触摸敏感，并会产生不同

的电信号。

“终结者”穿上了真菌活性皮肤
有 望 用 作 可 生 物 降 解 的 传 感 器

前沿探索

新疗法给肿瘤生长装上“刹车阀”
美国普渡大学开发出一种新的癌

症疗法，通过诱骗癌细胞吸收阻止细胞

分裂的 RNA 片段来攻击肿瘤。在为

期 21 天的研究过程中，接受新疗法治

疗的肿瘤尺寸没有增加，而未经治疗的

肿瘤在同一时期内尺寸增加了两倍。

技术刷新

AI“调香师”预测气味媲美人类
英美科学家新设计的机器学习

模型已达到与人类嗅觉水平相媲美

的程度，能用语言描述化学物质的气

味。研究人员用它“描绘”了与数百

种化学结构相对应的气味图，这张指

南图可帮助研究人员设计新的合成

气味，这意味着人们向气味数字化又

迈近了一步。

肾移植后或无需再做活检
目前检测排斥反应的“黄金标准”

是活检，但美国西北大学开发出一款

用于实时连续监测移植器官健康状况

的电子传感器。这款设备直接安装在

移植肾脏上，可检测与排斥相关的发

炎和其他身体反应引起的温度异常，

并能通过无线方式将数据传送到智能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

科技聚焦

人类胚胎发育研究新模型出炉
以色列科学家描述了一个用未

经基因修饰的多能干细胞得到的人

类胚胎模型从植入子宫到受精后 14

天的发育情况。该模型能模拟人类

胚胎从植入后到该节点的 3D 结构和

关键特征，包括细胞系向着明确的胚

室和胚外室的准确空间分配。其支

持人们研究那些之前无从了解的早

期发育阶段。

蓦然回“首”

原子核β衰变释放四个粒子模式
首次发现

科学家首次观测到一种新的衰变

模式。在这种衰变中，氧的一种较轻的

形式，即氧-13（有 8 个质子和 5 个中

子），通过分裂出3个氦核（一个没有周

围电子的原子）、1个质子而衰变。

本周之“最”

最重氧会神秘迅速分解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及多国研究人

员通过将氟原子高能束粉碎成液态

氢，首次创造出氧-28（一种含有 8 个

质子和 20 个中子的氧同位素），但这

一有史以来最重的氧气竟会神秘地迅

速分解。这一发现意味着人们对自然

基本力的理解存在问题。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9月 4日—9月 10日）

科技日报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张梦然）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研究

人员曾创造出一种柔性机器人，可在没

有人类或计算机指导的情况下导航简

单的迷宫，以此为基础，他们创造了一

个新“无脑”柔性机器人，可在更加复杂

和动态的环境中导航。这项研究发表

在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上。

研究人员称，此前研究已证明了

柔性机器人能在非常简单的障碍中扭

转和转动，但机器人有时会被卡住，在

平行障碍物之间来回弹跳。

此次新开发的柔性机器人，不但

能自行转动，逃脱曲折的迷宫，甚至还

能绕过移动的障碍物。这一切都由物

理智能完成，而不是由计算机引导。

这 种 物 理 智 能 ，是 指 动 态 物 体

（如柔性机器人）的行为由其结构设

计和材料控制，而不是由计算机或人

为干预指导。新的柔性机器人由带

状液晶弹性体制成。当机器人放置

在至少 55℃的表面上时，该表面比环

境空气更热，接触表面的部分收缩，

而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不会。这会

带来滚动，表面越温暖，机器人滚动

得越快。

新机器人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部

分，其中一半形状像一条扭曲的丝带

向前延伸；而另一半的形状则如同螺

旋楼梯一样。

这种不对称设计意味着机器人的

一端在地面上施加的力比另一端大。

想象一个塑料杯，嘴部比它底部宽，如

果在桌子上滚动时，它不会直线滚动，

而是形成一个弧线，这正是由于其不

对称形状引起的。

研究人员展示了不对称柔性机器

人设计在更复杂的迷宫中导航的能

力，包括带有移动墙壁的迷宫，以及比

其身体尺寸更窄的空间。研究人员还

在金属表面和沙子上测试了新的机器

人设计。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计算系统

的控制，是机器人的“标配”。这种“无

脑”机器人打破我们对机器人的传统

认知：原来不需要人为控制，不需要芯

片，单纯借助新型材料独特的性能，同

样能设计出能够运动的机器人。而

且，这样的机器人还不存在能耗问

题。这为工程师设计新型机器人打开

了更宽广的思路。类似这样的机器

人，或许能应用在更加特殊的场景之

中，在应用领域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

机器人互为补充。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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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在最

新一期《焦耳》杂志上，瑞士洛桑联邦

理工学院（EPFL）研究团队报告了生

物电子学方面的一项突破性成就，其

提高了常见的大肠杆菌的发电能力。

论文概述了一种新方法，可彻底改变

废物管理和能源生产。

大肠杆菌是生物学研究的主要

内容，科学家已经通过细胞外电子

转 移（EET）过 程 来 使 这 种 细 菌 发

电 。 EPFL 研 究 人 员 对 大 肠 杆 菌 进

行了改造，使其增强了 EET 能力，进

而成为高效的“电子微生物”。与之

前需要特定化学物质才能发电的方

法不同，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大肠

杆菌可在代谢各种有机底物的同时

发电。

这项研究的关键创新之一是在大

肠杆菌中创建了一个完整的 EET 途

径，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通过整合

奥奈达希瓦氏菌，研究人员成功地构

建了一条跨越细胞内外膜的优化路

径。与传统策略相比，这一新途径的

电流产生量增加了 3倍。

经过改造的大肠杆菌在各种环境

中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性能，包括从啤

酒厂收集的废水。在其他可发电微

生物的生命岌岌可危时，改良后的大

肠杆菌仍然生机盎然，这展示了其在

大规模废物处理和能源生产方面的

潜力。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能够利用“生

物工程电动细菌”一边发电，一边处理

有机垃圾，可谓“一石二鸟”。

经过改造的大肠杆菌可用于微生

物燃料电池、电合成和生物传感等。

此外，大肠杆菌的遗传可塑性意味着

它可被“量身定做”，以适应特定的环

境和原料，成为可持续技术开发的多

功能工具。

工程改造细菌边发电边处理垃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已知地

球上存在近 6000 种不同的矿物，但经

过 50 多年调查，科学家仅在火星上发

现了 161 种矿物。一项新研究解释

称，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与地

球上的矿物相比，火星上矿物形成的

途径更少。相关论文刊发于最新一期

《地球物理研究：行星》杂志。

在对地球上矿物的形成和演化进

行编目研究后，美国卡内基科学研究

所地球和行星实验室罗伯特·哈森等

人，对过去半个世纪的火星任务和火

星陨石分析中发现的所有 161 种火星

矿物进行了系统研究。

此前，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地球上

57 种初级和次级矿物形成机制，但新

研究仅鉴定出火星上 20 种矿物形成

模式。

研究团队解释称，在这两颗行星

历史的早期，其上的矿物以类似的方式

形成。例如，这两颗行星上的第一批矿

物很可能直接从冷却的岩浆中结晶而

来。热液活动也可能在这两个星球上

产生许多新矿物。但数十亿年前，随着

板块构造的开始和生命的繁衍生息，地

球上的矿物经历了广泛的多样化阶段，

而火星上这一过程没有发生。

尽管火星表面及表面之下或许有

许多矿物尚未被观测到，但研究人员

指出，火星矿物的总数仍可能比地球

少一个数量级。

火星矿物远少于地球原因揭示

“好奇号”于2023年 4月 8日拍摄
的火星盖尔陨石坑图像。

图片来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喷气推进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