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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中 国 科 协 第 四 季 度 组 织 多 项 活 动
中国科协9月4日在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中国科协将于第四季度组织多项活动。首届世
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将于10月16至17日在京举办。
2019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10月16至17日在
京举办。2019 中国科幻大会将于 11 月 2 至 3 日举
办。2019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报告会将于11月中
旬在京举办。从 9 月 26 日到 10 月中旬，将举办
2019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演出季活动。

甘肃省科协获年度脱贫攻坚帮扶优秀等次
甘肃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近日

下发 《关于2018 年全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考核情
况的通报》，甘肃省科协2018年度脱贫攻坚帮扶工
作被评为优秀等次。2018年全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
考核，共对10530个帮扶单位、6222个驻村帮扶工
作队和6222名工作队队长、21155名工作队成员进
行了考核。其中，291个省直和中央在甘帮扶单位
中，有 127 个被评为优秀等次，占 43.64%，其余
164个均为良好等次，占56.36%。

内蒙古科协举办科普报告进企业活动
内蒙古科协日前组织开展的主题为“礼赞共和

国，建功新时代”的科普报告进企业、助力青工强
技能首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报告是

“科普报告进企业、助力青工强技能”系列活动之
一。8月16至9月15日，内蒙古科协联合自治区大
厂矿企业， 组织9名专家先后在中国航天科工六
院、包钢 （集团） 公司等6家企业开展15场报告，
围绕企业青工关注的理想信念、心理关怀、卫生健
康、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食品安全、生态环境、
低碳生活等热点问题，大力普及科学知识。

重 庆 市 科 协 考 察 科 普 文 化 产 业
重庆市科协领导带队日前到安徽省学习考察

科普文化产业。考察组一行先后到合肥安达创展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
心、合肥探奥自动化有限公司、合肥磐石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科普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体验科普文化展品展具，详细了解公司的发展历
史、生产方式、运营模式、服务内容、投资效益
和成果案例等。安徽省科协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
科普产业的理念，搭建支撑平台、坚持展会引
领、培育科普企业。

科协动态

前沿探索

“ 意 识 、 脑 与 人 工 智 能 ” 十 大 科 学 问 题
2018年9月，浙江大学发布“双脑计划”，布局脑

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会聚研究，聚集全校生命科学、信
息科学、物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众多领域的专家学
者，开启探索脑认知、意识及智能的本质和规律。
2019 年 4 月，浙江大学召开“意识、脑与人工智能”
圆桌论坛，吴朝晖院士、段树民院士与倪梁康教授，
分别围绕“意识”问题，从计算机科学、脑科学、哲
学角度作主旨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跨学
科问题。

在上述基础上，浙江大学“双脑计划”相关团队
组织哲学、计算机科学、神经与脑科学、心理学、社
会学等领域专家，聚焦意识与脑、意识与人工智能方
面的重大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提出了十大具有
前沿性、挑战性的科学问题，旨在引领国内外学术界
的思考，推动意识、脑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的研究。

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目前大部分观点认为，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是神

经元，其生物学基础是脑中多个神经网络间的相互作
用；也有研究认为意识的产生由相对独立的脑结构来
主导。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及其衍生出来的一
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例如，意识产生的物质基
础是否唯一，能否在神经元以外的物质载体上制造出
意识等。

“人工意识”是否可能？
从人工智能向人工意识的发展，必须考虑将人工

情感和人工意欲的因素纳入人工意识和人工心灵系统
的可能性。可尝试通过对神经回路的复杂性的把控来
解决所有类型的意识涌现 （表象、情感、意志） 的复
杂性，并在神经系统中找到作为意识之自身觉知的对
应项。

机器如何理解人类的情感表达？
在人机共生社会，需要解决机器人与人类的自然

交互问题，以使得机器人可以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产生共情、共鸣和自然的社会行为。其中一个重要的
挑战是机器如何理解人类的情感表达。

强人工智能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弱人工智能在解决特定领域问题中，展现出了强

大到可以比肩甚至超越人类的能力，但也暴露出通用
性弱、学习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研究人类智能的心理机制是什么，探索人类为何能利
用有限的算力实现通用智能、如何在小数据条件下完
成高效学习等问题。

意识的信息机制是什么？
意识是指一个人体验自身存在的能力，而不仅仅

是记录或者像机器人那样对刺激做出反应。研究意识
的信息处理机制，需要重点关注信息处理的主观性、
结构性、特有性、统一性和确定性等问题。

脑机融合能否实现超级智能？
脑机融合是基于脑机接口技术，实现脑与机的双

向交互、相互适应及协同工作，最终达到生物智能和

机器智能的融合，其目标是实现更强大的智能形态。
鉴于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互补性，如何实现生物智
能和机器智能的互联互通，融合各自所长，创造出性
能更强的智能形态是核心问题。

情绪情感的脑机制是什么？
情绪情感的产生涉及感觉、知觉、动机、奖赏、

评估、感觉-行为转换等多种脑功能，并参与修饰和
调控记忆及相关认知过程。人类智慧的形成和复杂社
会体系的建立，均与情绪情感程序的进化和固化有
关。情绪情感相关精神疾病也在持续和广泛地困扰人
类社会。其研究成果也将为相关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新的策略和手段。

学习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动物需要适应环境变化，而学习就是神经系统

把环境信息转变成经验的编码过程，与学习密切相
关的记忆则是神经系统对这些经验的存储和提取的
过程。研究学习记忆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是神经科学
领域至关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阐明认知功能障碍
的关键。

潜意识的脑科学机制是什么？
潜意识指“已然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水平的心理

活动过程或内容”，被认为是最复杂的心理现象，可能
成为阐明人类意识大脑机制的突破口。随着认知神经
科学和脑科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以及脑图谱技
术、基因技术的进步，对潜意识的脑科学机制研究可
能会有更大的突破。

人类决策的脑处理机制是什么？
决策脑机制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决策偏好的

神经机理还远未被揭开。系统探究决策脑机制，不仅
有助于揭示决策者价值权衡过程的神经基础，还能为
基于神经信号预测人的决策倾向，以及诊治决策异常
相关脑疾病提供科学研究依据。

一个德国科研小组研究发现：观
众观看冒险片、警匪片或喜剧片时，
能够改变观众呼出气体的成分，并在
空气中留下极易识别的化学信号。

新发现杂志公众号的一篇文章
说，化学家乔纳森·威廉在现场观看一
场足球比赛时，突然灵光一现：有没
有可能在空气中捕捉到进球时引起激
动的情绪呢？

人一旦欢欣雀跃，例如，支持的
球队进球时，球迷的机体内就会发生
化学反应。因此，完全有可能在我们
呼吸吐纳的气体中发现其痕迹。乔纳
森·威廉猜测，我们所有的情绪都会在
周围空气的成分中有所体现。

乔纳森·威廉想要验证自己的直
觉，但是足球场可能并不是最佳的实
验场所，在封闭的场所更容易捕捉到
环境中细微的化学变化。所以，为什
么不找一间影院放映厅呢？

观看一场电影时，人们会恐惧、
大笑、颤抖。数十人规规矩矩坐在位
子上，新鲜的空气从座位底下的通风
格栅进入，而所有观众呼出的浊气则
向上经天花板进入专门的排气管道。
因此，要在管道出口处设置一台与计
算机相连的机器，每 30 秒收集一次公
众呼出的空气并分析其化学成分是很
容易实现的。

2013、2014 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乔纳森·威廉和他的同事一起开展了这
场探索之旅，于圣诞、新年假期前后
在德国美因茨市的一家电影院内安置
了相关设备。

研究人员在科幻、冒险、恐怖、惊
悚、浪漫喜剧等不同类别的影片放映期
间，收集并分析了9500人次的呼吸。

每场电影至片尾字幕时会出现一次
二氧化碳峰值。这没什么好惊讶的，毕
竟此刻观众集中起立，活动筋骨并依次
离席。他们的肌肉一下子消耗更多氧
气，因此也排放更多二氧化碳。

研究人员已经掌握两种情绪的特
点：紧张使异戊二烯的含量迅速上升，
而大笑则可能有苯乙酮或丙基呋喃。

对于异戊二烯，研究人员有一个
假说：这种分子可能储存在我们的肌
肉中。当我们观看扣人心弦的镜头
时，肌肉会发生些微收缩，致使异戊
二烯被释放到血液中。异戊二烯由此
进入肺部，然后被呼出。

观众被电影搞得很紧张，肌肉不自觉地颤抖表现出不
安。肌肉颤抖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和异戊二烯。二氧化碳和异
戊二烯分子通过血液循环输送至心脏和肺，然而经呼出的气
体排出体外，并扩散至放映厅的空气中。

很难知道为什么当我们沉浸在引人入胜的电影中时，肌
肉会颤抖。不过脑科专家倒是有一个思路：当我们完成一个
动作时，大脑支配运动的前运动皮层中的一些神经元会活跃
起来。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看到有人完成上述动作时，这
些神经元也会活跃起来。

20多年前，意大利科学家发现了这些神经元，并将它们
命名为“镜像神经元”。影院中，当你看到主角奋战逃命
时，你在想象些什么呢？你会代入其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把
自己置身于主角的位置：你的镜像神经元被激活，就好像是
你自己完成了相同的动作。由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是使肌肉
活动，它们就会发出这样的指令。

2010年，研究人员曾让女性吸入男性在紧张的体育比赛
中放在腋窝下的纱布的味道。当女性吸入这种味道以后，她
们也变得焦虑紧张。

制片人或将在放映厅里扩散多种化学分子的混合物，来
放大观众的恐惧或快乐。你认为没有人能够接受自己的情绪
被操纵？然而，很
久以前电视里的肥
皂剧就懂得借助预
录的捧场笑声来博
得观众一笑了。

空
气
中
确
实
弥
漫
着
多
种
气
息

撰
文/ M

a r i e-
C
ath er ine

M
é
r a t

编
译/

陈

雯

坐高铁出行，你比较喜欢靠窗的座位还
是靠过道的座位呢？

铁路职工之家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介
绍说，高铁的座位分布是很有规律的，但你
有没有发现，高铁座位没有“E”。

高铁二等座采取“3+2”座椅排列，分
别用 A、B、C、D、F 表示,靠窗座位：A、
F，靠过道座位：C、D，中间座位：B。

高铁二等座5个人一排，没有座位“E”。
一等座采取“2+2”座椅排列，分别用

A、C、D、F表示，靠窗座位：A、F，靠过
道座位：C、D。

一等座四人一排，不是靠窗就是靠过
道，没有中间座位，比二等座宽敞。

商务座采取“2+1”座椅排列，分别用
A、C、F表示，靠窗座位：A、F，靠过道座
位：C。

商务座三个人一排，座位间距和过道都
非常宽敞。

动车/高铁靠窗座席请看准 A、F，靠过
道座席看准C、D。

为什么动车座位没有E？
无论是一、二等座还是商务座， 你会发

现都没有座席“E”。究其原因，就要从飞机
舱位说起。

早期的飞机多是单通道的，每排一般有
6个座椅，分别是A、B、C、D、E、F，AF
表示靠窗的位置，CD 表示靠过道的位置，

BE是中间位置。
时间长了，A~F这六个字母就不仅仅单

纯表示顺序的意思，从而形成了特定的字母
代表靠窗、过道与中间座位的国际惯例，A/
F即为靠窗，C/D即为靠过道。

为了和国际接轨，高铁就延续了这种传统。
火车车厢座位最宽是3+3布局，从左到

右编号是“窗、ABC、道、DEF、窗”。
而高铁一排最多 5 个座位，那么要去

掉不影响靠窗或靠走廊的特定字母，从
大的字母开始减，所以动车就没有“E”
的座位。

据说，很多人都喜欢“F”的位置，你
呢？

高 铁 为 啥 没 有 “E” 座 位

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近年来大力推广稻鳖共生、稻虾共生、稻鱼共生、种草养蟹等生态种养模式，保证粮
食产量和质量的同时，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取得良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生态混养生态混养

大中型哺乳动物是如何灭绝的，一直
是动物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日前，东北
林业大学教授姜广顺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采用定量方法
研究发现了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对哺乳动
物种群灭绝的作用机制。这一研究论文9月
3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姜广顺介绍，目前全球范围内生物多

样性在快速下降，物种灭绝速度明显加
快。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主要动
因，但领域内定量研究很少，更难以区分
二者的关系。

据新华社报道，为解决这个难题，近
年来，该团队重建了我国公元前905至公元
2006年间，包括虎在内的11种大中型哺乳
动物种群长期时空动态数据，并建立了数
学模型，定量分析了人为干扰 （农田覆盖
率、人口密度） 和气候变化 （气温） 对哺
乳动物种群衰退和局地灭绝率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两千多年中，
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群下降显著早于并快于
中型哺乳动物。自清朝以来，哺乳动物种
群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其中大型哺乳动物
如大象、犀牛、大熊猫下降更为明显。

研究发现，哺乳动物的局地灭绝率与
人类活动的干扰强度和极端温度有关。当
代人类活动引起的栖息地破碎化，会加速
哺乳动物的局地灭绝概率。这是因为气候
变暖环境下，栖息地破碎化阻碍了它们难
以向温度较低的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迁移。

研究指出，为避免种群的衰退和灭
绝，需要约束人为活动对动物及其栖息地
的影响，改善现有保护地分布结构，通过
建立生态廊道、消除动物迁移障碍，帮助
其快速适应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所造成的
分布区退缩或扩张，以减小灭绝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野生动物学专家马建
章认为，本次研究为科学评估哺乳动物种群
衰退和区域灭绝的驱动效应提供了定量化工
具和新的解释，也为新一轮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目标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家都知道，宇航员在地球空间站
内不仅可以和地面通电话，还可以直播
教学。而早在阿波罗登月时代，美国就
能做到将登月宇航员在月面上的活动实
况直播到全世界了。

近年来，美国“钢铁侠”马斯克提
出火星移民计划引发热议，并提出要在
2024 年将人类送上火星。那么，人类登
陆火星后怎么和地球联系呢？

简单地说，地火通信只能依靠微波
通信、激光通信这类无线通信方式。通
信模式包括点对点直接对地通信和中继
通信两种模式。直接对地通信模式指火
星探测器直接与地球建立无线通信链
路。阿波罗登月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但地火通信距离太远会导致通信数据率
太低，很难满足用户对“流量”的需
求，再加上天体相对运动导致测控覆盖
通信时间太短，会造成“您拨打的用户

不在服务区”的困境。为增强数据传输
的有效性和通信覆盖时间，地火通信大
多采用中继通信模式。嫦娥四号就采用
了“鹊桥”月球中继卫星中转信号，因
为嫦娥四号着陆点位于月球背面。因月
球潮汐锁定的原因，该面永远背离地
球，为此，登陆火星一般首先发射火星
环绕中继卫星。

我国计划于2020年发射的火星探测
器包括火星环绕器和火星登陆器两部
分。火星表面发射信号至环火中继卫
星，待环火中继卫星进入与地球通信区
域后，马上将之前记录下来的信息通过
无线电或激光的形式发送至地球接收系
统。地球接收系统可以是环地卫星和深
空地面站，这样火星探测器就可以将所
需要传输的数据、图片、语音等信息传
输至地球，反之亦然。

有人会问，人类登陆火星后能像登

月一样视频直播插国旗、种土豆吗？答
案是否定的。地月单向通信延时只有1.3
秒，做视频直播还可以容忍。但火星与
地球的最远单程距离就相当于往返月球
地球之间500次，通信信号即使以光速速
率也要 22.3 分钟的时间才能送达。可以
想象，在地球上说一声“喂”，要等至少
45分钟才能得到回复，而且由于火星和
地球都绕着太阳转动并自转的原因，通
信会时断时续，也就是等45分钟还不一
定能收到回复。很显然，直播这类即时
通信形式是不现实的，但选择邮件、短
信、录短视频、录音等非即时通信方式
还是可行的。

（作者单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研发部）

宇航员在地球空间站内可以和地面通电话，而美国早在阿波罗登月时代就能做
到将宇航员在月面上的活动实况直播到全世界了。那么——

人类登陆火星后怎么和地球通电话
□ 王颖昕

大型哺乳动物减少与大型哺乳动物减少与气候和人为干扰有关气候和人为干扰有关
□□ 杨思琪杨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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