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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日 报 北 京 4 月 17 日 电
（记者张梦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光 科 学 研 究 所 与 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研究人员合作，通过向光子机器

学习添加声波维度，成功地为可重

构 神 经 形 态 模 块 奠 定 了 基 础 。 此

次 成 果 对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AI）高

效 解 释 上 下 文 语 义 信 息 至 关 重

要 。 研 究 成 果 17 日 发 表 在 美 国 科

学促进会网站上。

ChatGPT 等语言模型能创建出

表达自然的文本，并以结构化方式

总结段落。但缺点是，实现这一点

需 要 巨 大 的 能 源 支 撑 。 这 也 意 味

着，随着它们飞速发展，这些智能设

备必须要有新的解决方案来加速信

号处理并降低能耗。

神经网络被认为有潜力成为 AI

的支柱。将它们构建为基于光而不

是电信号的光学神经网络，就能高

速且高效地处理大量数据。然而，

迄今为止，许多实现光学神经网络

的实验方法都依赖于固定组件和稳

定设备。

研究团队此次找到一种基于声

波构建可重构模块的方法，用于光

子机器学习。该研究的关键是光驱

动产生的行进声波，其可操纵光学

神经网络的后续计算步骤。比起光

信息流，声波的传输时间要长得多，

因此，它们在光纤中保留的时间更

长，并且可依次链接到每个后续处

理步骤。

该 团 队 用 实 验 演 示 了 第 一 个

构 建 模 块 —— 循 环 算 子 ，这 是 循

环 神 经 网 络 领 域 广 泛 使 用 的 技

术 。 它 允 许 链 接 一 系 列 计 算 步

骤 ，并 可 为 执 行 的 每 个 计 算 步 骤

提 供 上 下 文 。

光声循环算子利用光波导的固

有特性，无需人工储层或新制造结

构，现已被用来区分多达 27 种不同

的模式，展示了其在节能的同时，高

效处理上下文的能力。

本文中的循环算子最大的看点，

就是具有完全光学控制优势。换句

话说，它完全由光控制，不需要复杂

的结构和传感器，就能使光声计算机

在逐个脉冲的基础上进行编程。在

这一成果基础上，未来，工程师们可

在高效的光学神经网络中，使用声波

去解锁光学神经形态计算，这种计算

还允许在当前电信网络中进行大规

模内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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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渺宇宙间，人类是已知唯一的

智慧生命吗？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

绕在无数科学家心头，也推动他们不断

探索更深远的未知。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在近日

的报道中指出，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人

工智能（AI）技术不断取得进步，赋予科

学家搜寻外星生命更多助力，将彻底改

变外星生命探索的面貌。例如，机器学

习技术有望改变科学家处理和分析天

文观测数据的方式；先进的 AI 工具更

有可能识别出表明外星生命的信号，大

大加快科学家在宇宙其他角落发现生

命的效率。

机器学习识别潜在信号

“搜寻地外智慧生命（SETI）”项目

主要是搜索宇宙中外星生命信号。鉴

于宇宙浩渺无垠，这将是一项艰巨任

务。AI 能处理和分析远超出人类能力

的庞大数据集，其中机器学习算法可筛

选宇宙辐射的噪声，从而可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和准确性识别可能意味着外星

生命存在的信号。

AI在 SETI中大显身手的一个领域

是“突破聆听”项目。该项目利用分布

在全球各地的望远镜，在 100 万颗恒星

中寻找智慧生命的迹象。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加州大

学科学家在 2 月底出版的《自然·天文

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开发出一

种机器学习软件，对 820 颗恒星的“突

破聆听”观测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出了

近 300 万个有价值信号。尽管大多数

信号被作为干扰排除，但在 2 万多个经

过人工审核的信号中，他们找到了 8 个

有望昭示地外智慧生命的候选信号，凸

显了 AI在加速数据驱动的新天文学时

代的潜力。

神经网络发现隐藏系外行星

识别太阳系外的行星对寻找外星

生命至关重要。AI 算法在这项任务中

越来越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分析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的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和

“凌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等收集的数

据时。

开 普 勒 空 间 望 远 镜 已 借 助 凌 日

法发现了数千颗系外行星。2022 年，

谷 歌 AI 研 究 团 队 开 发 出 名 为

ExoMiner 的神经网络，通过筛选开普

勒望远镜的数据，发现了 301 颗以前

未 知 的 系 外 行 星 ，展 示 了 AI 发 现 宜

居行星的潜力。

神经网络是一种算法，当输入足够

多数据时，它可学习并提高自己的能

力。有了此次成功经验，科学家计划用

该算法帮助筛选其他系外行星“捕手”

获得的数据，例如欧洲空间局的“对流

旋转和行星横越任务”，以及将于 2026

年发射的下一代行星搜寻任务“柏拉

图”捕捉的数据。

模因算法找出宜居行星

确定系外行星是否适合生命繁衍

生息是一项复杂的挑战，需要分析从大

气成分到表面温度等在内的诸多因素。

AI 模型正在接受训练，以预测已

发现系外行星的宜居性。通过学习地

球的已知条件和从系外行星获得的有

限数据，AI 可评估银河系其他星球存

在维持生命环境的可能性。

此外，科学家也在借助 AI工具，发

现新的宜居行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报道，印度天文学家开发出新 AI 算

法“MSMBTAI”，可从已知的 5000 颗行

星中，找出了约 60 颗可能适合生命生

存的行星。

MSMBTAI 基于多阶段模因算法，

可作为一种快速筛选工具，通过观察到

的特征评估行星的宜居性。

此外，如果真的接收到来自外星

文明的信号，解读其内容将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

学习等 AI 工具可能有助于解码此类

信息。

科学家表示，如果人类从外星文

明接收到类似阿雷西博信息的信号，

AI 可分析二进制编码的信息，解析出

潜在的含义并予以响应。阿雷西博

信息是以前地球上最强大的射电望

远镜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 25000 光

年外的武仙座 M13 星团发射的无线

电信息。

在 AI 的帮助下，科学家有望更快

厘清人类是否是宇宙中唯一智慧生物

这一亘古难题。

AI 为寻找外星生命拓展新视野

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

者张佳欣）科 学 家 首 次 成 功 制 造 出

只 有 单 原 子 层 厚 度 的 金 片 。 这 种

材 料 被 称 为“ Goldene”。 研 究 人 员

称 ，这 赋 予 了 黄 金 新 的 特 性 ，使 其

可 应 用 于 二 氧 化 碳 转 化 、制 氢 和 生

产 高 附 加 值 化 学 品 等 领 域 。 研 究

结 果 发 表 在 16 日 出 版 的《自 然·合

成》杂 志 上 。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试图制造单

原子厚度的薄金片，但由于金容易结块

而屡次失败。此次，为了制造 Goldene，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三维基础材料，在

钛层和碳层之间嵌入金。

在制造基础材料时，研究人员最

初使用的是一种名为碳化硅钛的导

电陶瓷，其中的硅呈薄层状。他们的

想 法 是 在 这 种 材 料 上 镀 金 ，以 形 成

一个接触点。但当他们将组件暴露

在 高 温 下 时 ，基 材 内 部 的 硅 层 被 金

所取代。

林 雪 平 大 学 薄 膜 物 理 学 教 授 拉

尔斯·霍特曼介绍称，这种现象被称

为插层。而研究人员发现的是碳化

钛金。几年来，他们一直在研究碳化

钛金，却不知道金是如何剥离或淘洗

出来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研究人员发现

了一种在日本锻造工艺中使用了 100

多年的方法。该方法可以蚀刻掉残留

的碳并改变钢的颜色，其使用的是“村

上试剂”。

研究人员尝试了不同浓度的村上

试剂和不同的蚀刻时间。蚀刻必须在

黑暗中进行，因为当试剂被光线照射

时，会在反应中生成氰化物，并溶解黄

金。最后一步是稳定金片。为了防止

暴露的二维薄片卷曲，他们添加了表面

活性剂。

溶液中的金薄片有点像牛奶中的

玉米片。研究人员使用一种“筛子”收

集黄金，并用电子显微镜进行检查，最

终确定了实验成功。

Goldene的新性质源自金在二维时

有两个自由键。因此，未来的应用领域

可能包括二氧化碳转化、制氢催化、高

附加值化学品的选择性生产、氢气生

产、水净化、通信等。

单原子层薄金片首次制成

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

者张梦然）英国诺丁汉大学化学学院

和工程学院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金

属 加 工 的 副 产 品—— 金 属 屑 的 表 面

具 有 纳 米 级 的 微 小 台 阶 和 凹 槽 纹

理。这些结构可锚定铂或钴的原子，

从而形成一种新型水电解制氢催化

剂。该研究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学

会《材料化学杂志 A》上。

氢是一种清洁燃料，可用于产生

热量或为车辆提供动力，其燃烧的唯

一副产品是水蒸气。

水 电 解 是 最 有 前 途 的 绿 色 制 氢

途径之一，但其制备过程中需要铂等

稀有且昂贵的元素来作催化剂。随

着全球贵金属供应紧张和价格不断

上涨，人们迫切需要找到替代传统电

催化剂的新方法。

此 次 ，研 究 人 员 利 用 磁 控 溅 射

在 金 属 切 屑 表 面 产 生“ 铂 原 子 雨 ”。

然后，这些铂原子聚集成纳米颗粒，

紧密贴合在切屑纳米级凹槽上。与

最 先 进 的 商 业 催 化 剂 相 比 ，新 方 法

的铂负载量较低。通过将 28 微克的

贵 金 属“ 撒 ”在 1 平 方 厘 米 的 切 屑

上 ，研 究 人 员 创 建 了 一 个 实 验 室 规

模 的 电 解 槽 。 其 运 行 效 率 为 100% ，

每 分 钟 仅 用 一 块 切 屑 即 可 产 生 0.5

升氢气。

研究人员表示，由切屑制成的电

催 化 剂 有 可 能 对 经 济 产 生 巨 大 影

响。新技术解决了两大问题。首先，

它能使用尽可能少的贵金属来生产

绿氢；其次，它可在一个过程中对航

空航天工业中的金属废料进行升级

改造。

新研究将金属废料转为制氢催化剂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7日电 （记者

张佳欣）欧洲南方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确

定了迄今发现的银河系中最大质量的

恒星黑洞。这个黑洞是在欧洲空间局

盖亚任务的数据中发现的。该黑洞被

命名为盖亚 BH3，其质量是太阳的 33

倍。相关论文 16 日发表于《天文学与

天体物理学》杂志。

恒星黑洞是由大质量恒星坍塌形

成的，之前在银河系发现的黑洞平均质

量约为太阳的 10 倍。即使是银河系中

已知的第二大质量恒星黑洞天鹅座

X-1，也只有 21个太阳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黑洞距离地球

非常近，只有 2000 光年。它位于天鹰

座，是已知距离地球第二近的黑洞。

天文学家在银河系外发现了类似

的大质量黑洞，并推测它们可能是由恒

星坍塌形成的，其化学成分中几乎没有

比氢和氦更重的元素。天文学家认为，

这些所谓的贫金属星在有生之年损失

的质量较少，因此在它们死后剩余了更

多物质，从而产生高质量的黑洞。但迄

今仍缺乏将贫金属星与大质量黑洞直

接联系起来的证据。

成 对 的 恒 星 往 往 具 有 相 似 的 成

分，这意味着盖亚 BH3 的伴星掌握着

关于坍塌形成这一特殊恒星黑洞的重

要线索。数据显示，盖亚 BH3 的伴星

是一颗贫金属恒星，这表明坍塌形成

盖亚 BH3 的恒星也是贫金属星，与预

测的一致。

银河系中迄今最大质量恒星黑洞发现

废金属屑可转化为高效催化剂制
取氢气。 图片来源：诺丁汉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7日电 （实

习记者林雨晨）16 日，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国 际 岩 溶 研 究 中 心 在 北 京 发

布《全 球 岩 溶 科 技 创 新 合 作 倡 议

书》，鼓 励 参 与 各 方 加 强 岩 溶 领 域

科技创新的交流合作，包括助力全

球碳循环、预防地质灾害风险、保护

岩溶地质遗迹等。

岩溶又名喀斯特。这种地形占

全球约 15%的陆地面积，提供全球约

1/4 的人口生活用水，其涵盖的水资

源、景观资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主任高

翔认为，加强岩溶碳循环及其环境

效应研究，既能助力全球岩溶生态

环境保护，也能为人类合作应对气

候变化、实现碳减排、碳中和提供创

新路径，起到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苏

岚表示，他们拥有数百年的岩溶研究

传统，与中国有长达 30 多年的合作，

“希望双方科学家共同努力共同保护

大自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

主 任 夏 泽 瀚 说 ：“ 岩 溶 地 貌 在 碳 封

存 方 面 的 作 用 及 其 在 维 持 生 态 平

衡 方 面 的 重 要 性 启 示 我 们 要 继 续

努 力 。 本 次 活 动 对 于 促 进 合 作 各

方在岩溶领域的理解和开展后续行

动至关重要。”

中国—斯洛文尼亚岩溶地质“一

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向专家颁发了聘

书。该联合实验室由中国科技部在

2020 年批准启动建设，由中斯双方牵

头，旨在合作推动全球岩溶区域监测

与研究。

以“共享、共进、共应对；共商、共

行、共发展”为主题的中国—斯洛文

尼亚岩溶碳循环领域科技创新交流

活动同时举办。该活动由中国科学

技术交流中心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科学

院岩溶地质研究所联合承办。

《全球岩溶科技创新合作倡议书》发布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杨）为应对

激烈的人才竞争以及当前博士人才数

量不足的挑战，日本政府近期公布了

一项计划，旨在到 2040 年将每百万人

口中的博士数量，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两倍，即从 2020 年的 123 人提升至超

过 300 人，以此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

力和创新能力。

资 料 显 示 ，日 本 文 部 科 学 省 经

过 长 达 4 个 月 的 听 证 和 工 作 组 研

讨，于 3 月 26 日公布了《博士人才活

跃计划》。该计划不仅鼓励学生追

求更高层次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呼

吁企业扩大对博士人才的招聘及改

善其待遇。此政策的核心在于破解

长期以来困扰日本的问题——博士

人才数量不足和在社会职场的角色

局限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部科学省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教育改

革。加强大学教育质量，确保教育内

容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重视产学合

作，让教育更贴近实际需求。二是经

济扶持。为攻读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

生活费支持和学费减免，以减轻其经

济压力，使他们能专注于研究。三是

职业路径多样化。通过与企业合作，

开发实习和就业机会，拓宽博士毕业

生的职业道路。四是引导社会认知。

通过公共宣传和教育活动，改变公众

对博士学位的固有看法，提高其社会

价值认知。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盛山正仁表

示，通过多项措施，包括构建多样化

的职业道路、加强研究生院改革和

对研究生的支持，让学生本人有意

愿获得博士学位。未来，文部科学

省将带头开展工作，并希望与产业

界、相关部门和大学等密切合作，稳

步执行这些政策。

日本计划到 2040 年博士数量增两倍

一颗荒凉而贫瘠的外星，背景是紫色的天空，以及恒星、行星、卫星、小行星等
（艺术想象图）。 图片来源：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

遍布地球和太空的庞大观测网络（艺术想象图）。
图片来源：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