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间普通的会议室桌子上，放
着 一 个 亚 马 逊 的 智 能 家 居 产 品
Echo，里面住着一名叫做Alexa的虚
拟助手。

一名亚马逊的退休员工迈克·乔
治走了进来，正对着 Echo，开始与
Alexa聊天。

“Alexa，来聊天吧。”
“早上好，朋友。”一个悦耳的

合成女声从圆筒里飘了出来，“还是
下午？我不太确定。”

“是早上。”乔治说。
“不错，早上人们都比较有活力

……话说，你今天怎样？”
“挺好的，你呢？”
“我一直挺忙的，因为大家都跟

我聊天……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吧，
我刚在 Reddit 上看到的，‘牙膏其

实是用在嘴里的肥皂’。”
另一个会议室里，10个亚马逊

员工坐成一排，观察着隔壁场景里
的一举一动。第三间会议室里，3个
人坐在用黑布帘子隔开的小隔间
中，戴着耳机，看着监控屏，他们
是裁判。中控室里，所有的东西都
显示在监控显示器上，每个瞬间都
被录下来，供亚马逊研究。

这个比赛向世界上所有大学的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研究生开放。亚
马逊在超过 100 个申请的团队中筛
出了15个团队进入正赛，每个团队
都可以获得 10 万美元的研究支持。
他们的任务是做出可以和人闲聊20
分钟的社交智能机器人，而赢得大
奖赛的团队可以获得 100 万美元奖
金。

决赛有点像盲选的选秀节目，
对话人和裁判都不知道和他们谈话
的聊天机器人出自谁手；坐在隔间
里的是裁判，会给对话质量用 1-5
颗星打分。如果裁判认为这个对话
已然进行不下去了，就会按下手中
一个否定按钮，两个裁判都按的
话，这个对话就算结束，计时终
止。

“我们聊聊音乐吧。”乔治说。

“我爱音乐，每次听音乐能让我
放松。”Alexa 说，“所以，你有喜
欢的艺术家或者歌曲吗？”

“我喜欢强哥·莱恩哈特 （注：
法国著名吉他手）。”

“强哥·莱恩哈特？那个特别有
名的爵士音乐家？”Alexa 突然开始
讲起了另外一个吉他手——“黑色
安息日”乐队托尼·艾奥米的故事。

乔治回避了这个问题，转而
问：“你喜欢杰克·约翰逊 （注：美
国民谣歌手）吗？”

Alexa 仿佛像被拒绝了一样，
回答道：“嘿，别这样，我喜欢和你
聊天。”

乔治前倾身子，又说了一遍。
“杰克·约翰逊，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和你聊天。”
一个裁判摁下了结束按钮，一

会儿，另一个裁判也摁了。一名女
士走进 Alexa 的房间跟乔治耳语了
一下，随后乔治略失望地点了点
头，对 Alexa 说：“Alexa，停。”这
才过了3分钟。

和人聊天，在亚马逊 Alexa 研
究部门的前负责人阿施文·拉的眼
里，比登月还要困难。

对人类来说容易理解的大白

话，和人工智能却总是鸡同鸭讲。
人类的对话是捉摸不定的，上下文
是快速变换的，联系是极端复杂
的，而掌握这些是人工智能当下面
对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许多人
工智能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为这个
问题而深深着迷。

参加这次Alexa大赛的所有队伍
都面临一个基础的问题：聊天机器
人的哪部分需要人工编程，哪部分
采用机器学习？人工编程是比较传
统的做法，由工程师费很大的功夫
写出算法规则，让人工智能能够理
解各种情形并做出反应，而机器学
习则相反，是让机器利用大量的数
据，自己“教”自己。

目前看来，机器学习在处理分
类、识别的问题上非常强大，神经
网络能够从大量的、杂乱的数据中
分析出特定的模式来，比如语音识
别。但要“聊天”的话，机器不仅
仅要翻译人类语言，还要自己说点
什么，那么现有的机器学习能力就
很不够了。所以传统的人工编程依
然占据重要地位。所有的参赛队伍
在抉择上都遇到了困难，如何在两
个方法中找到平衡，整个业界也有
同样的烦恼。

科普时报讯 （孙自法） 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 5 月 27 日在杭州发布 12
个领域60个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工
程技术难题，旨在提高服务科学决
策能力，并为社会各界和科技工作
者提供指南。

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共同主办
的第二十届中国科协年会当天下午
在杭州闭幕，中国科协副主席、国
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李洪在闭幕式上
发布了被称为代表中国科技领域真
正“硬骨头”的这60大难题。

地球科学领域有3个难题，包括
量子惯性导航、空间天气预报、岩
石构造。公共安全领域的3个难题分
别是煤矿重特大灾害智能报警、工
程结构安全的长期智能监测预警技
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协同运
营技术。交通运输领域有高铁列车
运行控制、冻土地区铁路公路修
建、道路和隧道建设、路网全感
知、地下交通、物流系统等 6 个难
题。

空天科技领域有天地往返、飞
机级系统框架设计及仿真、高精度
动态测量等3个难题。能源环境领域
有电力储能、海洋生态系统储碳、
生物多样性微子、放射性废物处
置、制氢技术、全球能源互联网等7
个难题。农业科技领域3个难题包括
绿色农药、有机废物转化、植物生
长调控；生命科学领域有基因调
控、细胞命运决定、生物与环境关
系、DNA存储、意识读取、基因信
息结构解析机制等8个难题。

数理化基础学科领域入选5个难

题，分别是记忆的物理化学基础、
单分子化学反应、量子电动力学、
宇宙重元素起源、极端条件下的可
控燃烧。先进材料领域有热电材
料、纳米纤维、高安全结构材料、
光催化材料以及新型智能复合材料5
个难题。

信息科技领域有6个难题，包括
类脑计算、认知物联网、抗量子密
码设计、无人载运工具、工业互联
网以及人机情感交互。医学健康领
域4个难题包括肿瘤、老年性痴呆、
精神疾病的新型治疗方法以及免疫
微环境。智能制造领域7个难题包括
人机共融关键技术、力光量子传
感、动力电池技术、新一代智能制
造系统、智能驾驶技术、先进微纳
机器人技术等。

李洪介绍说，为研判未来科技
发展的趋势，抓准科技创新突破
口，前瞻谋划战略制高点，布局前
沿科技领域，推进世界科技强国建
设，2018 年，中国科协组织所属全
国学会及学会联合体，面向广大科

技工作者开展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
技术难题征集发布活动。

这次征集发布活动面向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确定12个重点征集领
域，有76家全国学会、学会联合体
积极参与，700多位科技工作者参与
撰写，1142 位专家学者参与推荐，
2142 名科研一线科学家参与初选，
54 名学科领军专家参与复选，33 名
院士专家参与终选，最终遴选出 60
个中国一线科技工作者关注的重大
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代表了
中国科技领域真正的“硬骨头”。

李洪表示，此次发布的 60 大科
技难题，集中反映了一线科技工作
者关注的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
题，无功利性，评选结果为社会各
界和科技工作者提供指南，也是中
国科协引领全国学会加强智库建
设，提高服务科学决策能力的一次
有益尝试。中国科协还将建立长效
机制，充分发挥全国学会组织优势
和学术优势，组织开展智库研究，
增强前瞻引领和创新导向作用。

北 京 科 协 展 示 55 年 发 展 成 就
今年是北京市科协成立55周年。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北京市科

协发展成就展在办公楼一层正式亮相。展览分为七个部分，以市科协的发展历
程和工作成果为主线，全面展示市科协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
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使命。展览以
展板、文献和实物为主要展陈形式，通过翔实的图文和丰富的展品，将科协成
立55年来的成就汇入其中，成为展示形象、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河 北 科 协 众 创 空 间 联 盟 揭 牌
河北省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主办的河北省科协众创空间联盟成立大会，

日前在石家庄召开，现场进行了创新创业项目发布。联盟将重点做好创新资
源的整合利用，加强创新创业方法培训，研究解决众创空间发展面临的问
题。众创空间联盟由河北省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发起，各市县科协和众创空
间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非法人的创客联合体，是以科协为依托，整合企业、
园区、高校等资源优势，搭建的服务创新创业开放共享平台，探索具有开放
融合、资源共享、引领辐射的众创空间联盟模式。

重庆科协开展高校与企业对接活动
重庆市科协5月31日开展高校企业科技资源精准对接活动，走进涪陵区

李渡工业园区、龙桥工业园区、白涛化工园区相关企业。本次活动定位涪陵
区的医药食品、装备制造、化工化纤、材料、能源等产业。来自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科技学院、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等12个单
位27个团队46名专家参加活动。专家们带着精准技术方案，分成4组到11家
企业开展现场对接，企业就近得到专家团队提供的技术支持，解决技术难
题，利用高校实验室进行产品检测，节约了企业的研发成本。

河南科协邀请专家解答农业问题
河南省科协主办的专家与媒体面对面中原科普访谈活动，5月25日在郑

州举办。本次活动以“科学夏收保丰收”为主题，邀请了河南省农科院、河
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等省内知名农业气象和小麦研究专家，通过媒体提问、专
家解读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尤其广大农民更加全面了解未来三夏期间天气状
况，对夏收、夏种、夏管分别会有什么影响，对已经倒伏的小麦有哪些补救
措施，小麦进入灌浆中后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管理问题，进入收获期后小麦
收获和仓储保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

科协动态

新知·解读2
编辑/张爱华2018.6.8

科普时报

前沿探索
近 日 ，《Nature

Materials》 （ 自 然 材
料） 杂志上发表了一
篇论文，内容关于美

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一
种可以自我修复的材料，这种材料可以在极端的机
械损伤条件下，自发地修复自己。

这种材料可以帮助机器人在短时间内从损伤中
修复，能够应用于仿生机器人、人机交互、可穿戴
设备等领域。因为材料在受到拉伸时不会改变其高
导电性，因此它是电力与数据传输的理想材料。

这是一种由悬浮在柔软弹性体中的液态金属珠
滴组成的软物质复合材料。当这种材料受到拉伸等
损伤时，金属珠滴会产生破裂并与邻近的珠滴形成
新的连接，并不间断重布电信号。由这种材料的导
电线路制成的电路板，即使在切断、刺穿或材料移
除等条件下，也能保持完全连续运行的状态。

机械工程副教授Carmel Majidi表示，柔性电子
领域的其他研究已经催生出了具有弹性和变形能力
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仍然不能应对机械损伤的影
响，进而导致即时电气故障。而我们发明的自修复
材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使软物质电子设
备和机器展现出生物组织般的非凡韧性。

Majidi教授是柔性材料实验室的负责人，也是软
物质科学领域开发新材料的先驱之一。他还表示，
制造与人体和环境更兼容的机器将开始于新型材料。

自然界的许多生物体都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当
一些动物受伤时，可以通过跛行、转移重心或其他
方式来维持；有人扭伤了脚踝，仍然可以在受伤的
情况下继续行走。如今，一些科学家也在探索让机
器人模仿和实现这种能力。

5月3日，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科学家们
研发出了一款机器人，其配有的算法可以绘制空间
地图，并创建拥有不同行走方式的数据库，即便是
在腿损坏、折断或缺失的情况下也能很快恢复。该
机器人可以用来完成对人类来说过于危险的工作。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开发出
的一种能够在受损时自我修复的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由聚合物制成的柔
软的机械手臂。当这个机械手臂受损时，可以通过加热方式来进行修复，
加热到 80 摄氏度时，这种聚合物的受损程度将会不断减轻，直至恢复原
状，一旦冷却，将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和强度。

这个大学的研究人员还曾研制出一种模块化机器人，能够调整自身形
态，通过拆分与合并形成全新的独立机器人实体，根据任务或环境自主选
择适当的形状和大小。它们的机器神经系统还可以在拆分合并的同时保持
感觉运动控制力。这些机器人甚至能够移除或更换故障部件，包括出现功
能障碍的脑单元，实现自我修复。

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前研发出的一种聚合物，同样具备自我修复能力，
可以用作具有超强弹性的人造肌肉。这种聚合物条可以从2.5厘米拉伸至
2.5米。当被刺穿时，它可以自动融合修复。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研究人员曾研制出一种可自我修复的
“电子皮肤”。 这种新型电子皮肤中嵌入了传感器，可以测量压力、温
度、湿度和气流。电子皮肤内含有新型共价键动
态网络聚合物，通过向它施加适度的热量和压
力，能够轻易贴合到弯曲的表面上，例如人体手
臂和机器手。

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的聚酰亚胺的
化学键，使得电子皮肤可以在室温下自我愈合并
完全回收。相对全世界范围内每年产生几百万吨
的电子垃圾，它将带来很好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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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科学家最近提
出，3种能量极高、身世神秘的宇宙
射线，可能都来自星系中央巨大黑
洞的喷流。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马里兰
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
物理学》 杂志网络版上发表论文
说，他们提出一个新模型，首次通
过详细运算解释了超高能宇宙射
线、高能中微子和高能伽马射线这3

类“宇宙信使”的起源，即在星系
中央活动特别剧烈的区域，超大质
量黑洞产生的喷流可以产生这3类高
能宇宙射线。

宇宙射线是来自外太空的带电
高能次原子粒子，每时每刻都有无
数这样的粒子像雨一样倾泻到地球
上，它们携带着宇宙起源和天体演
化的信息，被视为“宇宙信使”。这
些粒子的来源是宇宙学最大谜题之
一，能量极高的那些尤为神秘。

超高能宇宙射线主要由原子核
组成，携带能量超过 10 的 18 次方

电子伏特，远远超出人类建造的最
强大粒子加速器所能达到水平。中
微子是一种质量极小、穿透力超
强、与普通物质几乎不发生相互作
用的基本粒子，高能中微子能量为
10 的 15 次方电子伏特级别。伽马
射线是波长很短的电磁波，高能伽
马射线能量为 10 的 12 次方电子伏
特级别。

研究人员说，这3类高能宇宙射
线的能量虽然相差几个数量级，但
有着某种类似特征，可能同出一源。

旋转的超大质量黑洞一边吞噬

物质，一边从两极喷出物质，速度
可接近光速。模型显示，宇宙射线
被喷流加速后，能量较低的那些被
束缚在附近区域并冷却下去；而能
量较高的部分可以逃离星系中央，
穿越广阔的宇宙空间，成为被人类
观测到的超高能宇宙射线。后者与
星际物质进一步发生反应，产生高
能中微子和高能伽马射线。

研究小组期待这一模型得到新
数据的检验，尤其是来自下一代中
微子探测设备和伽马射线望远镜阵
列的数据。

中国科协发布中国科协发布1212个领域个领域6060大科技难题大科技难题

三类高能宇宙射线可能来自黑洞喷流三类高能宇宙射线可能来自黑洞喷流

科普时报讯（科讯）日前，美国公布的一份长达35页的《2016-2045
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指出，未来5-15年，我们很有可能制造出一款有
实用意义的量子计算机。

报告说，量子计算是通过叠加原理和量子纠缠等次原子粒子的特性
来实现对数据的编码和操纵。虽然过去的几十年，量子计算只存在于理
论上，近些年的研究已经开始出现有意义的结果。

量子计算机的出现将会给其他的研究方向，比如气候模拟、药物研
究，以及材料科学带来巨大的进步。

报告说，最令人期待的还是量子密码学。一台量子计算机将可以破
解世上所有的加密方式，而量子加密也将真正无懈可击。

如今，量子计算机的许多技术堡垒已经开始被逐一攻克，虽然我们
也许在21世纪40年代才会看到真正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但来自政府和业
界的大量投资意味着量子计算已经迈过了转折点。

该报告是在美国过去五年内由政府机构、咨询机构、智囊团、科研
机构等发表的32份科技趋势相关研究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提炼形成的。通
过对近700项科技趋势的综合比对分析，最终明确了20项最值得关注的科
技发展趋势。

该报告的发布一是为了帮助美国相关部门对未来30年可能影响国家
力量的核心科技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二是为国家及社会资本指明科技
投资方向，以确保美国在未来世界中的战略优势。

新华社电（赵博）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最新报告说，他们研制出一种聚
合物，能像海绵一样有效吸收泄漏的石油。

这种高浮力聚合物由废油和硫磺制成，是食品和石油工业的副产品，
能有效清理原油和柴油。这种无毒聚合物像海绵一样快速吸收石油，吸满
后还可通过挤压来回收石油，并可以重复使用。

研究负责人、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贾斯廷·乔克介绍说，新型聚
合物在吸附石油后可以用网捞出，这在港口清理小规模泄漏或进行海岸线
整治时都非常有用。对于在公海上的更大泄漏，可将聚合物装入过滤器
中。油和水的混合物通过过滤器分离，过滤后的海水被重新排放到海洋
中，再通过压缩油聚合物从过滤器中回收泄漏石油。

“我们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寻找工业副产品的新用途，”乔克说，“但发
现这种聚合物在清理原油和其他碳氢化合物污染方面非常出色后，我们意
识到在资源有限的地区，这可能是一种经济上可行的解决方案。”

研究人员目前计划在南澳大利亚建立工厂，将该产品商业化。

高浮力聚合物可吸收泄漏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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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量子计算机将问世未来几年量子计算机将问世

（上接第一版）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新时代走向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当代科技

工作者应勇立时代潮头，以铁肩担国家兴盛之责任，妙手著创新恢宏之
篇章，争做国之脊梁、人民赤子。

第四，思想引领发展，创新决胜未来。当前，全球面临新一轮科技
产业变革，对于我国而言，突破创新短板，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
面，力争形成发展长板，打造未来竞争新优势。面对这样的任务，挑战
前所未有，国家和人民的期待前所未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发力主战场、
打赢攻坚战、勇闯“无人区”、开拓新赛场，向世界展示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中国精神。

党有号召，科技工作者有行动，科协组织必须有新担当。今年是改
革开放 40 周年，又恰逢中国科协成立一甲子，我们要永葆改革创新精
神，坚持传承、创新、发展，为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目标不懈努力。科协
组织要更有效地融入大局、聚焦靶心，全面提升政治引领、政治吸纳能
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能力，联系广泛、服务群众能力，进一步弘扬
中国科学家精神，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科技工作者走向世界科
技舞台中央不断注入强大动力，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不断创造
新的更大业绩。

科技工作者应以科技工作者应以
铁肩担国家兴盛之责铁肩担国家兴盛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