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的高考刚结束，学生
们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时
期，将来该如何发展，什么专业
才是未来就业最火的专业。百度
近日发布的 《2020 年高考搜索大
数据报告》 显示，在未来专业方
向的选择上，人工智能、机器人
工程、物联网工程等新兴专业，
以及临床医学登榜 2020 年十大热
搜专业。其中，人工智能位列榜
首 ，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 最 火 专
业”。

自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了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
新焦点，应逐步开展全民智能教
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
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
育，建设人工智能学科，培养复
合型人才，形成我国人工智能人
才高地。

在这以后，国家及地方每年
都出台更多更详细的人工智能发
展政策，扶持人工智能在国内的
发展。2019 年 3 月 29 日，教育部
官网公布 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通知。
通知显示，人工智能专业被列入
新增审批本科专业名单，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共 35 所高校
获得首批建设资格，还有101所高
校获批“机器人工程”专业，96
所高校获批“智能科学与技术”
专业，203所高校获批“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5 所高校
获 批 “ 大 数 据 管 理 与 应 用 ” 专
业，25 所学校获批“网络空间安
全”专业，14 所学校获批“物联
网工程”专业。

自从 2018 年国家提出了人工
智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
在 人 工 智 能 已 经 上 升 到 战 略 层
面。在这个大背景下，智能化必
然是发展趋势之一。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将首先在
互联网行业开始应用，然后陆续
普及到其他行业。所以，从大的
发展前景来看，人工智能相关领
域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职场人的必
备技能之一。随着智能体逐渐走
进生产环境，未来职场人在工作
过程中将会频繁地与大量的智能
体进行交流和合作，这对于职场
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需要掌
握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

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产领
域的突破，各企业对人工智能领
域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这
几年，人工智能、移动终端、云
计算、大数据等相关专业的应届生倍受企业关
注，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受到众多企业的追捧，
由于相关人才缺乏，导致一个人才被多家企业
争抢的局面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缺口超过 500-1000
万，“坑多萝卜少”的现状让企业展开了校园人
才争夺战。

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
到 2025 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我
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未来
10年内都将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普及的爆发期。
同时，人工智能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将带动其
他相关技术的持续进步，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性突破。在未来 5-10
年，人工智能的人才需求将持续火爆。

（作者系东方汇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
能项目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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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万个为什么”

攻击行为是大多数动物重要的本能行
为之一，也是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
精神疾病的重要表现形式。深入研究攻
击行为发生的神经机制，可为病理性攻
击行为提供新的治疗思路，最终为人类

治疗病理性精神疾病服务。
由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

创新中心 （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神经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许晓鸿研究组完成的一项最新研
究 ， 在 小 鼠 大 脑 中 发 现 了 攻 击 行 为 的

“调节开关”。
据许晓鸿研究员介绍，小鼠感知外界

入侵者的刺激后，从调整自身状态，到
最终输出攻击行为，整个过程需要大脑
内一系列“核团”的参与，其中，主要
以“下丘脑腹内侧核”为核心，其他脑
区与其形成直接或间接连接，参与攻击
行为。

大脑结构分为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由
于 “ 下 丘 脑 腹 内 侧 核 ” 属 于 皮 层 下 结
构 ， 此 前 科 学 家 对 攻 击 行 为 的 相 关 研
究，也主要集中在皮层下结构，对大脑

皮层中是否有与攻击行为相关的神经机
制研究甚少。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以及上海市相关项目的支持下，许
晓鸿带领查茜、王蕾等研究组成员，对
小 鼠 大 脑 皮 层 在 攻 击 行 为 中 的 神 经 机
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 究 人 员 以 “ Vglut1 ” 分 子 作 为
小 鼠 大 脑 皮 层 的 分 子 标 记 物 ， 从

“ 下 丘 脑 腹 内 侧 核 ” 溯 源 而 上 ， 结 果
在 小 鼠 大 脑 皮 层 的 后 杏 仁 核 区 域 ，
发 现 了 一 群 Vglut1 阳 性 神 经 元 。 在 小
鼠 面 对 入 侵 者 时 ， 这 群 具 有 特 异 性
的 神 经 元 活 动 水 平 越 高 ， 小 鼠 越 容
易 发 动 攻 击 行 为 。

此后，许晓鸿研究组采用了药理遗传
学方法，进一步验证发现，激活小鼠大
脑皮层后杏仁核区域的 Vglut1 阳性神经

元，可以在低攻击性小鼠中增加小鼠的
攻击性；而抑制该区域的Vglut1阳性神经
元，则可以降低高攻击性小鼠的攻击行
为。

许晓鸿说，这项研究发现了大脑皮层
中的Vglut1阳性神经元在小鼠攻击行为中
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大脑皮层到下丘脑
的直接投射，在小鼠攻击行为“门控”
过程中的重要功能。这一神经机制，相
当 于 在 小 鼠 大 脑 中 发 现 了 攻 击 行 为 的

“调节开关”。

小 鼠 大 脑 中 发 现 攻 击 行 为 “ 调 节 开 关 ”
□□ 张建松

根据小说《坏小孩》改编的推理悬疑
剧《隐秘的角落》成为了今年暑期档影视
剧作中最热的黑马。剧情一开始，数学老
师张东升假借陪岳父岳母爬山，残忍将两
位老人推下山崖并伪装成意外事故，而这
一幕刚好被朱朝阳、严良、普普三个爬山
游玩的小孩子意外拍摄下来，由此，他们
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剧中主角朱朝阳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的
第一名，他内向寡言，没有朋友，常常被
其他同学排挤。父母离异后，父亲组成新
家，对他关心甚少，单身母亲忙于生计常
常不在家，即便短暂相处也很难有真正的
沟通。这位小镇母亲最关心的是儿子的学
习，即便老师善意提醒，孩子在校不合
群，她也仍然觉得学生只有学习好才是最
重要的。

当家庭关上了与朱朝阳沟通的门，意
外到来的两个小伙伴却打开了他的窗。从
小失去父母的严良和普普从福利院跑出
来，走投无路找到了儿时的伙伴朱朝阳。
严良和普普更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坏小
孩”——说谎、偷东西、打架……表面看
来，他们与学习成绩年级第一名的“好小
孩”朱朝阳完全不一样。当三个人获得彼
此的信任后，朱朝阳情感中缺失的拼图看
似因为友情而完整，但在内心里，他其实
最渴望的还是父亲的认可和关注，这种渴
望对他来说高于友情，甚至法律和道德。

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有一个著名的道德
理论模型，在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中产生了
很大影响。这个模型提出了一个“两难”

的假设：汉斯的妻子快要病死了，他到处
借钱，只凑了1000元。汉斯恳求药剂师将
2000元的药便宜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
账，药剂师不答应。汉斯为了救妻子，晚
上撬开仓库门把药偷走。这个故事引发的
道德思考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了
不同的道德标准。以此理论进行的研究发
现，绝大多数的青少年仅处于第二、第三
阶段。简单来说，他们思考的是：这样做
自己是否会受到惩罚？是否能给自己带来
实际利益？是否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

这点在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命案发生
后，朱朝阳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是如果报
警，两个小伙伴就会被带回福利院，因此只

好隐瞒；后来，因为需要一大笔钱给普普的
弟弟治病，所以去勒索杀人犯来得到这笔
钱；意外导致同父异母的妹妹坠亡后，因为
害怕失去父亲的信任，所以隐瞒妹妹坠亡的
真相……在这样的“两难”情况下，三人一
次又一次做了错误的选择，当谎言越来越
多，只会一错再错，走向深渊。

在科尔伯格的道德模型理论中，青少
年的道德判断力还处于并不成熟的阶段，
当他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更加关注自己是
否会获得惩罚和奖励，以及同龄伙伴对自
己的看法。这也是青少年犯罪心理的一个
重要特点。

剧中的“好小孩”朱朝阳是典型的高

智商犯罪，为了隐藏自己的秘密，间接导
致了身边的人接连死亡，虽然他没有亲手
杀人，但推波助澜却令人“细思恐极”。

该剧结尾，一向以儿子成绩为骄傲的
妈妈，在得知儿子获得奥数比赛第一名
时，已没有往日的欣慰。她知道，孩子心
中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她却无法走进。

近年来，表现青少年犯罪题材的影视
作品越来越多，如电影《少年的你》《过青
春》等。“问题少年”不仅是剧中的缩影，
也是现实中严峻的社会问题。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说:“预
防犯罪要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是一切优
秀立法者的目的。”

减少青少年犯罪同样也是学校、家庭
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当今，青少年接触
的信息更加多元化，心智普遍早熟，学习
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建立正确的道德观才
是塑造健全人格的基础。

这部影视剧，你能看到“坏小孩”善
良单纯的一面，也能看到“好小孩”心底
隐藏的阴暗。究竟什么是“坏小孩”，什么
是“好小孩”，我们应该交给社会一个怎样
的孩子，或许是这部影视剧留给人们思考
的一道隐藏命题。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网络科普部工
程师）

用什么标准评判“好小孩”“坏小孩”
——影视剧 《隐秘的角落》 留给我们的隐藏命题

□□ 包若冰

哪一种感觉既扑朔迷离又令人陶醉？
答案应该是嗅觉。当我们置身玫瑰花园，
令人愉悦的不仅是缤纷的色彩，还有怡人
的花香。花香会触动我们的情绪和记忆，
带来独特的体验。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
有嗅觉相伴，如果没有嗅觉，化妆品就失
去了魅力，巧克力就失去了吸引力，香水
就失去了魔力……至少 10%的国民生产总
值来自与香味相关产业，人们有意无意地
在嗅觉中寻找欢乐。

嗅觉的感受器是鼻黏膜中的嗅细胞。
嗅细胞顶端伸出五六根嗅纤毛，突出嗅上
皮表面，在鼻腔黏液中飘浮。当气味分子
溶于鼻腔黏液，与嗅纤毛上的受体结合，

嗅细胞上的化学门控通道就会开放，从而
形成电信号。

嗅细胞底部的嗅丝穿过鼻腔顶部的筛
板进入嗅球。在这里，嗅丝把电信号传递
给第二级神经元，第二级神经元再发出纤
维构成嗅束， 嗅束的纤维经过脑内多次神
经元的接替，最终将气味信息传递给嗅皮
层（即嗅觉中枢），完成嗅觉的主观识别。

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把气味分
成7种基本味：樟脑、麝香、花卉、薄荷、
乙醚、辛辣和腐腥味。他让受试者闻各种不
同的气味，然后根据受试者的语言描述，把
相似的气味归类并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气
味。这种分类方法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后
来，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嗅纤毛上的有数
百种受体，绝大多数受体可以和好几种不同
的气味分子结合，而同一种气味分子又可以
和若干种不同的受体结合。因此，从单个嗅
细胞而言，它对气味的选择性不强，也不符
合“7种基本味”的假说。

为了解释人类为什么可以分辨气味，
美国科学家阿克塞尔与巴克独辟蹊径，从
基因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实验，他们发
现嗅纤毛上的受体有一个超大的基因家族

编码，涉及的基因大约有800个，其中只有
388个有功能，其余是没有功能的假基因。

人类的388个有功能的气味受体基因编
码了388种气味受体。一股百合花香传来，
它会激活388种气味受体中的若干种受体，
产生的兴奋自嗅上皮沿着神经系统传递至
嗅球，在嗅球形成一张独特的“嗅觉地
图”。一股茉莉花香传来，它也会激活388
种受体中的若干种，与百合花香激活的

“嗅觉地图”部分重叠，并非一模一样。千
变万化的“嗅觉地图”使人类能够分辨上
万种不同的气味。

研究嗅觉有什么意义呢？带着这个问
题我们拜访了徐州医科大学江苏省脑病生
物信息重点实验室的李安安教授。李安安
指出，嗅觉功能异常跟很多疾病，如帕金
森综合征、阿尔茨海默症，以及自闭症等
脑疾病密切相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
究重点关注嗅觉本身的运作原理，以及与
其密切相关的脑疾病的发病机理。

李安安最近的研究发现，如果通过分
子生物学的方法，在小鼠嗅觉的高级中枢
梨状皮层锥体神经元，特异性敲除一个与
自闭症密切相关的基因Fmr1之后，小鼠会

同时表现出社交障碍和嗅觉障碍。并且梨
状皮层的神经元对气味刺激的反应会表现
出异常。因此，自闭症患者的嗅觉障碍可
能是因为该嗅觉高级中枢神经元功能特性
发生了改变。

嗅觉看似无关紧要，其实意义深远。一
位病人这样描述：“我从未想过嗅觉的存
在，当我失去它之后，霎时像瞎了一样。你
一直在无意识中闻着人们，闻着这个城市，
闻着春天，就像潜意识里我们做着很多事一
样。失去嗅觉，我的世界忽然变得贫瘠。”

希望读者们在生活中预防呼吸道疾
病，防止外伤，不要频繁接触浓烈的气
味，保护好自己的嗅觉；也欢迎对嗅觉感
兴趣的朋友加入研究者的行列，一起探索
这座神秘花园。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
教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会员）

嗅 觉 功 能 异 常 或 是 脑 病 先 兆
□□ 王王 欣欣

（上接第1版）

能不能再造一个地球

目前全世界都在探讨一个问题——能
不能再造一个地球，为人类建立第二个栖
息地。在地球周围，火星是最适合改造的
星球。火星堪称地球的“孪生姊妹”，与地
球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地球上的一天是
23小时56分钟，火星是24小时37分钟，两
者有几乎相同的昼夜；地球的轨道面和赤
道 面 的 夹 角 是 23° 27′ ， 火 星 是 25°
19′，两者有几乎相同的季节变化；火星
也有大气层，不过比较稀薄，是地球大气
的1/160，成分以二氧化碳为主；火星的引
力大小接近地球引力的 40%；在所有行星
中，火星的温度与地球最接近，最高温度
20℃左右，平均温度为-50℃。这些相似性
都表明，改造后的火星是人类向太空移民
的最好候选者。为了在火星建造适合人类
生存的环境，需要提高其表面温度、增加
大气浓度、改变大气组分、建立火星表面
生态环境等，要实现这些，并非遥遥无
期。人类有望通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将火
星改造成一个拥有蔚蓝色天空、绿色平
原、蓝色湖泊和生态环境友好的新世界，
地球—火星将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姐
妹共同体。

向宇宙更深处迈进

航天事业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国力水
平和科技实力，在政治角逐中具有非同寻
常的战略意义。最近 10 余年来，美国在航
天方面每年的投入高达约300亿美元，这样
的投入换来的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双赢。冷
战时期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是最好
的例证。“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实现了 6
次载人登月，12 名美国宇航员登陆月球，
从月球采回381.7公斤月岩和月壤样品，催
生了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兴起，加快了人类
对太阳系各层次天体的探测和穿越太阳系
空间的探索。

目前，中国已具备开展自主火星探测
的能力，探测月球只是“热身运动”，最终
目标是为探测火星作准备。月球是深空探
测的门槛，要开展深空探测就一定要跨过
这个门槛。月球距离地球3.8×105千米，而
火星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约 5.6×107千米，
最远时则将近 4×108 千米，先打好基础，
练好技术，才有能力去探测火星。中国在
探月计划基础上已经在有计划地开展火星

和太阳系探测研究，计划于 2020 年首次向
火星发射轨道器和火星车，开展绕火星探
测 和 火 星 车 的 巡 视 探 测 ， 实 施 火 星 的

“天、地联合探测”。在初步了解火星生命
活动、磁层、大气层、地形地貌、化学与

矿物组成、全球性地下水的分布、内部结
构与演化过程等信息之后，实现火星探测
器着陆与采样返回。从国外航天发展历程
和未来规划来看，火星是深空探测任务中
最重要的对象，也是行星探测的开端。从

地球上去探测月球，每个月有一次机会，
而探测火星却要等上 26 个月才有一次机
会，真的是时不我待。

人类需要探索宇宙，需要探索未知。
虽然火星探测等深空探测的发展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但通过
不懈努力，中国深空探测科学与技术一定
能取得新的突破，火星也必将是 21 世纪人
类踏上的第一颗地外行星。

通 往 火 星 的 远 征

到2016年12月，人类已进行了45次火
星探测活动。其中最近几次包括：2003年6
月10日和2003年7月7日，美国“勇气号”
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器相继发射，分别于
2004年1月4日和2004 年1 月25 日登陆火
星；2005 年8 月12 日，美国“ 火星勘测轨
道器”发射，2006年3月10日，到达预定火
星轨道；2007年8月4日，美国“凤凰号”火
星探测器发射升空，2008年5月25日成功降
落在火星北极附近区域；2011年11月 26
日，美国“好奇号”火星车发射升空，2012
年8月6日在盖尔撞击坑中心山脉山脚成功着
陆，其任务主要是探索火星过去及现在是否有
适宜生命存在的环境；2013年11月18日，
美国“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探测器发射升

空，它的使命是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研究火星的
上层大气，以帮助科学家揭开火星大气层变稀
薄之谜。2013年11月5日，印度发射首枚火
星探测器“曼加里安号”，成为亚洲第一个发
射火星探测器的国家。2016年3月14日，“火
星生命探测计划”探测器发射，主要科学目标
之一是寻找火星生命迹象。

我国火星探测的相关论证工作，起始
于1998年。此后，鉴于月球探测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中国全面开展月球探测工程，
火星探测论证便暂缓进行。2007年11月成
功发射 “嫦娥一号”以后，受原国防科工
委 （现国防科工局） 的委托，孙家栋院士
和欧阳自远院士组织召开了火星探测论
证，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家一致认为，

在月球探测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具备开展
不载人火星探测的能力；2010年，由航天
五院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起中国火星探测
的论证工作，专家组提出力争 2013 年发
射。但遗憾的是，我们再次错过了最佳发
射窗口。2011年，由国防科工局组织召开
深空探测论证，确定了我国9次深空探测任
务，其中以3次不载人火星探测为重点；最
终在2016年4月，国家正式批准火星探测
立项，确定我国将在2020年前后发射首个
不载人火星探测器。

除了中国之外，计划在今年7至8月择
机发射的美国“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和阿
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已进入发射

“倒计时”。

人 类 探 索 火 星 之 旅人 类 探 索 火 星 之 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