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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20 日发表在《自然·机器智

能》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英国剑桥大

学科学家证明，对人工智能（AI）系统

施加物理限制，就像人脑必须在物理

和生物限制下发育和运作一样，可让

它发展出某些与人脑相似的关键特征

和策略，从而完成任务。

该系统使用计算节点，而不是真

正的神经元。神经元和节点在功能上

相似，包括接受输入、转换并产生输

出，并且单个节点或神经元可能连接

到多个其他节点或神经元。

团队对系统应用了“物理”约束。

他们给系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任务。

这是一个迷宫导航任务的简化版本，

通常在研究大脑时也会用于老鼠和猕

猴等动物，系统必须结合多条信息来

决定到达终点的最短路径。

当系统被要求在物理约束下执行任

务时，它使用了与真实人脑相同的技巧

来完成任务。例如，为了克服这些限制，

人工系统开始形成集线器，这是高度连

接的节点，充当跨网络传递信息的渠道。

而且，节点发展出了灵活的编码

方案。这意味着在不同时刻，节点可

能会因迷宫的混合属性而被触发。例

如，同一节点能对迷宫的多个位置进

行编码，不需要专门的节点来对特定

位置进行编码。这是在复杂生物体的

大脑中才能看到的另一个特征。

团队表示，这一人造大脑为科学

家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他们能够理解

在真实大脑中记录神经元活动时所看

到的丰富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人

造大脑还让人们能够注意到在实际生

物系统中不可能看到的问题。

新系统的总体布线成本比典型的

人工智能系统低得多，更接近真实的

大脑。这意味着，用有限的能量资源

处理大量不断变化的信息的机器人，

亦可从该类脑结构中受益。

人类大脑可谓世界上最复杂的信

息处理系统，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自然

也希望从人脑的运作方式中得到启

发。类脑研究，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取得

突破的路径之一。此次，科研人员通过

给系统施加物理限制的方式，让人工智

能展示出和人脑相似的策略制定方式

和相关特征，向人脑又靠近了一点点。

不过，人类对大脑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还有太多迷雾笼罩，计算机领域模仿人

脑所做的努力，或许也能帮助人们进一

步挖掘大脑的生物学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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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山）11 月 18

日至 19 日，以“半导体材料及前沿光

电子技术”为主题的 2023 中德物理会

议暨留德中国物理学者学会年会在深

圳市坪山区召开。来自中德两国的近

200名代表参会，相关的 8个主题报告

和 28 个青年学者前沿报告通过寇享

学术平台面向全球观众直播。

会议的主题报告聚焦物理学基础

与前沿研究。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

院士、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纳

米技术系主任吉安奥利奥·库尼贝蒂教

授介绍了基于石墨烯材料的数字嗅觉

研究。该研究从自然生物中获得灵感，

通过人工制造的精密碳基纳米传感器

收集信号、探测气味，然后通过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算法准确识别气味信号。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教

授俞大鹏介绍了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

在超导量子计算领域的最新进展。例

如通过实时重复的量子纠错技术延长

了量子信息的存储时间，在国际上首次

超越盈亏平衡点，展示了量子纠错优

势；提出并实现了超低损耗的量子芯片

互联技术，展示了三个芯片的12比特最

大纠缠态，奠定了大规模、可扩展分布

式量子技术网络的坚实基础；以确凿的

实验证据明确了复数在量子力学中的

根本性地位，该成果被美国物理联合会

评为“2022年国际物理学十大进展”。

2023中德物理会议由留德中国物

理学者学会、深圳技术大学、中国科学

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坪山

区委组织部、坪山区人才工作局等单位

联合举办，旨在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在更高起点上助推深圳自主创新。

2023 中 德 物 理 会 议 在 深 圳 举 办

11 月 14 日，6 名志愿者入住俄罗

斯科学院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地面实

验装置，开始为期一年的模拟赴月飞

行实验。

按照实验方案，乘组将乘坐一艘

未来运输飞船前往近地轨道，然后再

“飞”4天到月球，在那里飞船将与近地

轨道站“对接”。一个月后，一艘补给

运输船应“抵达”实验参与者处，乘组

将连续两天处理与飞船有关的工作。

实验过程中，参与者将必须“登”

月 5 次 。 4 名 志 愿 者 将 参 与 这 项 活

动。模拟训练将评估心理相容性对在

月表工作效率的影响。

乘组返回地球的“飞行”将在任务

的第 362天开始。“返回”将需要 4天。

俄志愿者入住实验舱模拟赴月飞行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0日电 （记

者张佳欣）一种新的机械臂可能掌握着

量子领域重大突破的关键。这种由英

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团队领导开发

的机械臂，能让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细节和复杂性进行量子实验。这项

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期《先进科学》杂

志上。

从监测细胞健康状况到太空通信，

量子技术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潜在应

用。量子实验通常需要高度受限的环

境，有时需要结合超低温、原子尺度的

相互作用和紧密相连的激光。通过将

机器人功能构建到量子实验中，这项研

究开辟了在受限环境中整合多个量子

自由度的机器人技术的前景，从而提高

了量子技术应用中的原型设计速度、控

制性和鲁棒性。

研究人员展示了一个装有磁铁的

机械臂，它能在标准技术无法实现的条

件下对氮空位中心量子磁强计进行敏

化。机械臂上的高强度磁铁可以任何

角度放置在三维空间的任何位置，还能

绕过障碍物。使用电极、激光器和镜面

等工具，机械臂可促进各种实验装置更

精确地对准和操作。

研究人员希望这项技术能够改进

各种量子传感实验，它也有望使这些实

验“走出”量子光学实验室，找到更有用

的应用，比如在细胞诊断中。

由于机器人能够高精度地在人体

的复杂区域导航，它们在手术中的应用

渐广。这项研究证明了将机器人领域

的发展带入量子技术的重要性。机器

人技术可提供比传统方法更灵活、适应

性更强的方法，这将加速量子技术跨领

域的部署。凭借复杂的软件堆栈和完

善的开源硬件，在化学和生物科学的各

种实验环境中部署机器人技术变得越

来越可行。

新机械臂可高效精准助力量子实验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在近日的报道

中指出，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人工智

能（AI）技术的日臻成熟，未来战争也逐

渐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面貌。AI 在军事

领域的应用将给战争带来革命性变化，

对于军事力量的提升和战略战术的改

变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辅助决策

类似 ChatGPT、谷歌“巴德”聊天机

器人或 Midjourney 这样的生成式 AI 工

具，使用互联网上的数据进行训练，模

型可预估如何编写计算机程序代码或

创作出毕加索风格的绘画等，当然也可

帮助军事指挥官制订作战计划。

一般而言，制订作战计划需要众

多规划人员集思广益，仔细考虑从食

物和燃料补给到导弹袭击等方方面

面，然后提出多个行动方案供指挥官

挑选。如果利用以往行动的数据、部

队指挥官的特点，以及对敌人的评估

来训练生成式 AI 模型，这些模型就能

制订出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可能不完

美，但也能给规划人员不少助力。而

且，AI 工具可提供人类规划员没有想

到的其他方案。

未来战场边界不明确，作战态势瞬

息万变，复杂的战场环境对指挥人员行

动、认知、决策的能力要求日益提高，单

纯依靠人工方式进行作战筹划和指挥

协调是不可能的。

2017年，美国提出马赛克战新型作

战概念，核心理念是将人类指挥官、AI

以及自主系统相结合，充分利用人的灵

活性、洞察力和创造性思维，同时发挥

机器的速度和规模优势，提升指挥机构

决策的快速性和有效性，加快作战体系

构建速度。

情报分析

大约 10 年前，AI 助力的图像识别

技术就已存在。现在，军队正在使用

AI 助力的算法，通过数据挖掘和模式

识别，对情报数据开展分析，揭示敌人

隐藏的计划和意图，做到未雨绸缪。如

果再进一步，AI 工具将很快可以预测

一个国家应如何运作、装备和部署其军

事力量，以达到威慑对手的目标。

美 国《华 盛 顿 邮 报》在 报 道 中 指

出，战争中 AI 最广泛的用途之一是在

分析地理空间情报方面。AI 被用于

分析卫星图像，也用于地理定位和分

析开源数据。

2017 年，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

公室提出了“专家计划”，旨在利用 AI

技术对前方无人机系统传回的大量侦

察图像和视频进行智能挖掘、分析，从

中提取感兴趣、有价值的情报。结果

显示，AI 技术实现了对无人机集群采

集的海量战场视频数据的智能分类，

极大提升了复杂战场环境中的情报分

析处理能力，同时大大降低了情报获

取的成本。

智能武器

几十年前，全球军队开始拥有自动

化鱼雷和导弹，但 AI 算法能让自动化

武器更加智能，识别能力更强。

AI 可通过智能识别和目标追踪，

提高武器系统的精确打击能力，减少

误伤和损失。例如，AI 算法不仅能帮

助武器将坦克与手推车区分开来，还

可 根 据 坦 克 的 位 置 、行 进 方 向 和 装

备，来预测这辆坦克是不是最好的打

击目标。AI 算法可通过传感器获得

信息，从而帮助武器和无人机确定目

标位置。

此外，战斗机驾驶舱将很快装备

AI 辅助工具，此类工具可帮助飞行员

解读数据，或者在飞行员评估战况时由

辅助工具驾驶飞机。AI 还可与战机、

坦克等武器装备实现自动化协同作战，

提高战斗力和作战效率。而且，无人

机、自动导弹等装备的广泛应用，将使

军队在执行作战任务时降低战争风险

和人员伤亡。

预测性维护

保障力就是战斗力。武器或车辆

如果在战斗中因为非战斗原因损坏，士

兵可能会因此丧命，所以军队会定期检

查或更新设备，如此就会增加维护成

本，也使装备长时间无法使用。像许多

交通运输企业一样，军队正在使用 AI

辅助工具预测设备或零件何时损坏，以

及时修理或更换。

去年 11 月，美国全球打击司令部

与 Virtualitics公司计划携手建设一个卓

越中心，作为扩大 AI使用的一部分，其

目标是利用 AI 的预测能力，增加战机

的可用性，加强洲际弹道导弹舰队的整

体战备状态。

人 工 智 能 或 将 改 变 未 来 战 场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报道，当地时间 11月 18日，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新一

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以及飞船集成

系统实施第二次试验发射。升空后不

到 3 分钟，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但不

久后，助推器和飞船相继爆炸。

当地时间 18 日上午 7 时 03 分，“星

舰”从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

“星舰”基地升空。尽管火箭第一级超级

重型助推器实现了与第二级飞船的关键

分离动作。然而，助推器在落回地球时发

生爆炸。与此同时，飞船进一步飞向太

空，但几分钟后，SpaceX任务控制中心突

然与飞船失去了联系。飞船在约148公

里的高度触发“自动飞行终止系统”。

“星舰”高度约 120 米，是人类迄今

为止建造的最强大火箭，其目标是将人

类运送到月球和火星。在 4 月 20 日的

首次发射中，超级重型助推器有多台发

动机无法正常工作，火箭在半空中爆

炸，发射以失败告终。

SpaceX评论员约翰·因斯普鲁克指

出，与首次发射不同的是，所有33个助推

发动机均按设计点火。助推器也与飞船

无缝分离，飞船达到了148公里的高度。

SpaceX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

首席工程师马斯克指出，“星舰”最终将

取代该公司的主力产品“猎鹰9号”火箭，

成为其发射业务的核心。一旦“星舰”得

到验证，马斯克计划使用这一巨型火箭

将卫星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并将设备和

人员发射到月球，并最终发射到火星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是

SpaceX 的主要客户。NASA 希望“星

舰”火箭在其“阿尔忒弥斯”载人航天项

目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希望在 2025 年

底或之后不久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星舰”第二次试射发生爆炸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船虫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双

壳类动物，它们通过挖掘废弃木材并将

其转化为高营养的蛋白质，在短短 6 个

月内就可长到 30 厘米。英国研究人员

开发了一种可完全控制的全封闭水产

养殖系统，能将船虫培育成营养丰富的

海鲜，并将其命名为裸蛤。该研究成果

20日发表在《可持续农业》杂志上。

研究人员发现，裸蛤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高于大多数其他双壳类动物，几

乎是蓝贻贝含量的两倍。通过在系统中

添加基于藻类的饲料，裸蛤可增加Ω-3

不饱和脂肪酸。模块化设计还意味着，

它可在远离大海的城市环境中使用。

剑桥大学动物学家戴维·威勒博士

表示，裸蛤尝起来像牡蛎，营养丰富，而

且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小。此

次，他们使用原本会被填埋或回收的木

材来养殖它们，以生产富含蛋白质和维

生素 B12等营养素的食物。

裸蛤没有壳，但被归类为双壳类贝

类，与牡蛎和贻贝有亲缘关系。由于裸

蛤不会将能量投入到壳的生长中，因此

它们的生长速度比贻贝和牡蛎快得多。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生物与海洋科学

家鲁本·希普韦表示，人们迫切需要替代

食物来源，既能提供肉类和鱼类富含微

量营养素的成分，又不会增加环境成本，

新系统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团队目前正在其系统中试验不同

类型的废木材和藻类饲料，以优化裸蛤

的生长、口味和营养成分，并与商业企

业合作扩大规模以实现商业化。

创 新 养 殖 带 来 营 养 丰 富 新 食 物

废 木 材 里 长 出 海 鲜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研究发

现，饮食和睡眠模式的紊乱会降低儿

童在学校的成绩，并导致抑郁情绪、食

物成瘾和肥胖的上升。相关研究结果

发表在《营养》杂志上。

研究人员研究了中学 6年级至 11

年级 12000 多名学生的昼夜生活规

律，分析了学童的昼夜规律、营养和学

业成绩之间的关系。接受观察的学童

中有 10%超重，6.4%体重不足，2.2%出

现内脏肥胖迹象，20.2%患有中度和重

度抑郁症，5.3%患有食物成瘾。

研究显示，成绩差、抑郁的青少年

更容易受食物成瘾的困扰。由于内心

煎熬，这些孩子不遵守饮食规律，不吃

早餐，晚饭吃得很晚。而肥胖很有可能

是长期性的，因为习惯的改变是在神经

调节中枢功能成熟的过程中发生的。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饮食和睡眠模式紊乱会影响学业成绩

由ChatGPT启
动的 AI 革命加速
推进，从电子商务
到医疗，从科学研
究到娱乐，各行各
业都少不了 AI 的
身影。

图为一架飞
行中的 MQ-9“收
割者”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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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木头
里的裸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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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重型
运载火箭“星舰”
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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