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上映的电影《失控玩家》讲述了
一位银行职员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里偶
然发现自己竟是一个大型网络游戏的NPC
（游戏里非真实玩家控制的角色），由此展
开了一场魔幻冒险之旅，即将毁灭的虚拟
世界只能由他自己来拯救。

这部电影别出心裁地选用 NPC 视
角，从而巧妙引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概
念。对于电脑游戏中的 NPC 来说，其本
质就是一段代码，而正是这个毫不起眼
的 NPC，却在影片中逐步进化成为人工
智能生命。

这不禁让人想到近几年热度持续攀升
的人工智能话题。从 2016 年 3 月 Alphago
打败人类围棋选手李世石开始，到2017年
5月再度打败当时40个月蝉联全球围棋第
一的柯洁，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横空出世进
入了大众的视野。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工
智能似乎已经不仅仅是科幻小说、影视作
品里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未
来。

其实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
溯到1950年，被称作“人工智能之父”的
图灵，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该方
法生动形象地给人们指明了如何定义人工
智能以及发展方向，这之后人工智能领域
便进入了发育期，逐步在机器学习、模式
识别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这期间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便是1969年
在国际上成立了人工智能联合会议，标志
着世界广泛认可了人工智能这一科研领
域。1970年，第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期刊

《人工智能》 问世，为该领域的专家们提
供了交流的平台。

可惜受限于当时的硬件水平以及科研
人员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相关项目的难度预
估不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该领域相
关项目纷纷陷入瓶颈，科研人员面临巨大
的压力，大量科研经费流向别的研究领域。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硬件技术
水平的提升，机器学习和相关算法迅速发
展，人工智能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许
多科技巨头公司纷纷加入该领域的研究，
谷歌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和 Alphago
就是著名案例。

人工智能如今已经在多个领域得到了
应用，最近两年因无人驾驶功能而处在

“聚光灯”下的新能源汽车，无论是特
斯拉基于视觉系统的自动驾驶，还是其
他厂商基于雷达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
人工智能对于接收到的路况信息的分析
能力。虽然当前的无人驾驶还达不到完
全脱离驾驶员的程度，只能称之为自动
辅助驾驶，但是其驾驶形态已经可以窥
见未来完全自主的无人驾驶是何等的样
貌了。

除无人驾驶功能外，精准识别语音指
令并做出如导航、开关窗、调节空调、查

询信息等操作的汽车助手，碰撞预警，自
动车灯等人工智能功能，也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新能源汽车中。

未来科幻影视作品中的场景也许真的
会出现：机器不只是机器，而是包含了人
类思维的智能化朋友；游戏里的NPC也不
再只是单纯按照设定死板念台词的“木
偶”，而是可以根据场景做出不同反应，
甚至还拥有感情的人工智能生命。

但这也引发了“如何与人工智能相
处”的深刻话题。当技术不受控地飞速发
展，电影《人工智能》中人类粗暴销毁废
弃机器人的场景是否会重现？拥有人类情
感的机器人，我们是否能简单地以物品来
看待？《失控玩家》 中一个个具有真实生
命力的NPC，可以真的像一段代码那般任
由人类删除吗？

影片结尾，导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影片中的主角NPC在完成冒险之旅后，成
功拯救了自己所处的世界，并在一个全新
的数字世界和人类玩家和谐共处。这一结
局似乎也预示着未来某种社会文明的新形
态：具有人类感情的人工智能，不仅是社
会发展的助力工具，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生命。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网络科普部工
程师）

人们通常说的呼吸是指气体进
出肺的过程，在生理学上称为肺通
气。肺通气的动力来自呼吸运动。
具体而言，吸气肌收缩使肺的容积
扩大、肺内压降低。当肺内压低于
大气压，气体进入肺，即为吸气。
吸气肌舒张或呼气肌收缩使肺的容
积缩小、肺内压升高。当肺内压高
于大气压，气体被呼出，即为呼气。

根据呼吸肌的运动可以把呼吸
分为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主要由
肋骨和胸骨运动产生的呼吸称为胸
式呼吸，主要由膈肌舒缩产生的呼
吸称为腹式呼吸。一般情况下，胸
式呼吸和腹式呼吸同时存在，成年
人的呼吸运动是胸式呼吸和腹式呼
吸混合的形式，只有在胸部或者腹
部活动受限时才出现某种单一形式
的呼吸。

胸式呼吸时，呼吸很浅，只有
肺的上半部肺泡在工作，而中下肺
叶的肺泡却在“休息”，长年累月，
中下肺叶得不到锻炼，容易老化、
弹性减退、抵抗力下降。肺炎等肺
部疾病大多侵犯中下肺叶，这与长
期胸式呼吸造成的中下肺叶老化有
着密切关系。

呼吸运动既可以自发地进行，
又可以受意识支配，属于人体为数
不多的节律运动。最基本的呼吸中
枢位于延髓的网状结构，这里有吸
气神经元和呼气神经元，呼吸运动
就是由它们的交替兴奋引起的。大
脑皮层也可以调节呼吸，人在一定
范围内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呼吸的深
度和频率。下丘脑等情绪相关的核
团也可以调整呼吸，人在情绪紧张
的时候呼吸会不由自主地加强，通
气量变大。

正常人平静呼吸时，每次吸入
或呼出的气量约为500毫升，而最大
呼吸时的肺活量约为3000毫升，这
说明肺叶平时并没有得到充分扩
张。在自然呼吸的基础上，适当地
进行腹式呼吸是健肺的好方法，不
仅使中下肺叶得到锻炼，还可以锻
炼腹部的肌肉，促进胃肠的功能。
中医的“吐纳”、印度的“瑜珈”和
各种冥想都提倡深呼吸，也就是充
分地进行腹式呼吸。腹式呼吸方法
是由鼻腔慢慢吸气，让气体充满胸
腔，然后继续充满腹部，稍作屏
息，再缓慢呼出胸腔和腹部的空气。

腹式呼吸可以很好地安抚情
绪。心理学家认为，暴怒或惊慌失
措的人只要通过深呼吸或数数字熬
过情绪最强烈的6秒钟，就不会因为
一时冲动而做出无法挽回的行为。人在焦虑、急躁
的时候会出现呼吸急促，深而慢的呼吸运动可以刺
激副交感神经，降低交感神经活动水平，恢复自主
神经的平衡，使人的情绪较快地稳定下来，减轻烦
躁、焦虑、紧张的身心症状。

很多修行者通过腹式呼吸专注于当下的感受；
凡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杂念，不是沉湎于过去，就
是担忧未来。静坐和观息可以让人把注意力收回到
自己身上，只体验自己这一刻的感受，在缓慢而均
匀的呼吸中感受新鲜的氧气进入身体、滋养每一个
细胞，再随着呼气排出体内所有污浊的废气，这时
候所有焦躁、犹豫、不安的情绪也都远离身体和心
灵，身心自然而然地得到净化。

需要注意的是，腹式呼吸也不能做得太多太
久，通常以每次5—15分钟，每日3—5次为宜。初
学者可以循序渐进，并根据自己的感觉适当调整。
腹式呼吸也并非唯一的修行法门，每个人都可以尝
试不同的疗愈身心的方式，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
的选择。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湖北省生理学
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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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运动过程中肺的扩张与缩小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人工智能会发展为另一种生命吗
□□ 刘 昊

化学元素是指具有相同的核电荷数（即
核内质子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截至目前
共有118种元素被发现，其中94种存在于地
球上。

这些元素来自哪里，它们是如何形成
的？这要从宇宙大爆炸说起。宇宙大爆炸理
论于 1948 年被科学家提出，用来解释元素
的核合成起源。

138.1亿年前，全部物质都以中子形式
存在于温度和密度极高的“奇点”之中。爆
炸时，中子经β衰变转变成质子，中子和质
子通过与第一代轻子反应来保持平衡状态；
随着宇宙温度降低，质子和中子聚变形成轻
核，其中最轻的原子核，即由质子和中子组
成的氘首先形成；宇宙温度持续降低，当其
远低于氘结合能后，氘聚变率远大于氘离解
率，此时将有更多的氘被合成，从而使氦以
及其他一些轻元素的系列合成反应成为可

能。
核子反应发生在宇宙大爆炸最初的3分

钟内，产生了氢、氦、锂，以及它们的同位
素，更重的元素很久以后则在恒星内产生。

化学元素按照其在宇宙中的不同起源可
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宇宙大爆炸核合成、宇
宙射线裂变、濒死的低质量恒星、爆炸的大
质量恒星、爆炸的白矮星、中子星合并，以
及没有恒星残留的半衰期极短的放射性同位
素。

氢元素由宇宙大爆炸核合成而产生；氦
元素除了主要来自于宇宙大爆炸核合成外，
濒死的低质量恒星、爆炸的大质量恒星也提
供了一部分氦；锂元素一部分来自于宇宙大
爆炸核合成，但主要由濒死的低质量恒星提
供，另外还有一部分由宇宙射线裂变形成；
铍和硼元素由宇宙射线裂变形成；碳、氮、
锶、钇和锆元素主要由濒死的低质量恒星产

生，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爆炸的大质量恒星；
从元素周期表的第8号元素氧元素到第37号
元素铷元素，主要由爆炸的大质量恒星提
供，部分元素还可由爆炸的白矮星产生；第
41 号铌元素及后面高质量数的元素则主要
由濒死的低质量恒星、中子星合并产生，部
分元素为没有恒星残留的半衰期极短的放射
性同位素。

不同类型恒星的形成与死亡所产生的不
同元素，不断地丰富着银河系的气体，从而
成为破译恒星的化学指纹，并为探讨黑洞形
成时的大质量恒星的性质及统计宇宙中黑洞
数量提供了理论基础。

放射性同位素被广泛应用于岩石和矿物
的年龄测定，为行星演化历史提供了精确的
年代学信息，并用于标定地质年代表。例
如，科学家们通过精确测定阿连德碳质球粒
陨石中富钙和铝包体的铀、铅含量和相关同

位素比值，提出太阳系形成于距今约45.67
亿年前。

稳定同位素则多被用来探讨岩石样品的
来源及性质。例如，地球样品和月球样品不
但具有一致的氧同位素组成，还具有一致的
钛同位素组成，为月球撞击成因说提供了强
有力的证据。

那么，元素能否消失？元素起源与宇宙
大爆炸和星际演化密切相关，因此元素未来
的命运也一定受宇宙的命运所决定。如果假
定宇宙将会继续膨胀和冷却下去，那么整个
宇宙的重元素丰度将不断增加，元素也将不
会消失；如果假定宇宙经过一定时间后停止
膨胀，而转向收缩，最终回归到“奇点”，
那么元素将最终消失，并成为下一个宇宙循
环的开始。

（作者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
究员）

化 学 元 素 是 从 何 而 来 的
□□ 石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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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退役动力电池如果处置不当，
既会带来环境和安全隐患也会造成资源
浪费。事实上，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
役后，一般仍有70—80%的剩余容量，可
降级用于储能、备电，实现余能最大化
利用。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后能去哪
儿？10月21日，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
电局了解到，由该单位牵头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退役电池梯次利用系统
示范应用和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再退役标
准研究”，近日通过了工信部产业促进中
心组织的技术验收。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即是对新能源汽
车退役动力电池进行必要的检验检测、
分类、拆分、电池修复或重组为梯次产
品，使其可应用在其他领域。不过，动
力电池在梯次利用过程中如何用、采用
什么商业模式、安全和可靠性如何保证
等，仍是业界难题。为此，深圳供电局
积极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分示
范项目、管理平台、技术标准三部分进
行研究和实践。

在江苏南通中天科技产业园，18 台
集装箱式储能站像巨型“充电宝”一样
接入园区变压器，为产业园提供一定电

能，节省用能成本。这就是深圳供电局
城市电网集中式储能系统示范项目。它
利用的“旧电池”总容量达 26700 千瓦
时，以一台电动客车搭载 320 千瓦时的
电池计算，相当于实现了83台电动大巴
车退役电池的再利用，具有节能环保的
特点。

该项目由深圳供电局以众筹模式和
中天科技公司合作建设，探索了众筹模
式在推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方面的可行
性，为储能商业化推广和动力电池梯次
利用路线提供了参考。

此外，深圳供电局还建设了分布
式、工业园区配套等应用场景下的退
役电池梯次利用储能系统，掌握了从
退役电池选择、分选到储能系统的热
管理设计、安全运行控制全过程核心
技术。

深圳供电局在管理平台、技术标
准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该单位牵
头开发的退役动力电池储能系统能量
管 理 平 台 ， 可 对 储 能 站 进 行 数 据 采
集、运行监视，辅助运行人员时刻掌
握储能站的状态。目前，该平台已接
入 14 个储能项目，相当于 316 台电动
大巴车退役电池建设而成的梯次利用
储能系统。

深圳供电局还牵头主编了行业标准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再
退役技术条件”，对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再
退役的技术条件和测试方法进行了规定
和说明。该标准由国家能源局于2021年
4月26日正式发布。

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变废为宝
□□ 丁 庆 赵宇明 杨晶晶 科普时报记者 刘传书

移动机器人是一种在复杂环境下工作
的，具有自主运行、自主规划等功能的智
能机器人，不仅在工业、农业、医疗、服
务等行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在城市
安全、国防和空间探测领域等有害与危险
场合得到很好的应用。

随着智能制造、电商物流等行业的快
速发展，移动机器人市场规模急剧扩大。
据英国权威商业情报机构最新预测，2020
年国际移动机器人市场达到24亿美元，较
2019 年增长 24％，2021 年将进一步增长
50％。国内外厂商的移动机器人产品一般
采用差速轮驱动，不具备全向移动能力，
灵活性差、运动精度低，限制了移动机器
人的性能和应用范围。因此，具有高机动
灵活性、高运动精度、高智能化程度的智
能全向移动机器人技术，受到世界各国的
普遍关注。

移动机器人要实现全向移动功能，就
需要有支持全向移动功能的驱动轮。我们
日常所见的各类办公桌椅、购物小推车等
底部移动部件，均采用脚轮的结构形式，
具有两个运动自由度，即滚轮绕水平轴滚
动的主运动和绕竖直轴线转动的转向运
动，通过这两个运动配合使主体实现直
行、侧行、斜行、原地转向等运动，具备
在狭小空间灵活机动的运动能力。

但此类脚轮一般采用惰轮形式，不具
备主动驱动能力。如果将此类惰轮进行
创新设计，变为主动驱动形式，将会形
成具备主动驱动能力的万向脚轮。搭载
此类脚轮的平台，将具有全向移动能
力。但国内外传统的全向移动机器人，
在底盘驱动方式和定位导航系统设计仍
存在一些技术瓶颈，制约了移动机器人
行业的发展。

国内外领先的移动机器人厂商，其全
向移动机器人均采用麦克娜姆轮驱动，然
而这种大轮外缘套装多个小滚轮的驱动型
式，其小滚轮与地面无法保持连续滚动接
触，接地比压高、摩擦力大、打滑严重，
不仅驱动效率低、承载能力差，还容易损
伤地面。传统的全向移动机器人主动万向
脚轮，存在转向和滚动运动耦合的问题，
难于实现精确的解耦驱动控制，脚轮与地
面间经常会出现较为严重的滑转和滑移，
不仅驱动效率低，运动精度也较差。

经过多年潜心攻关，科学家发明了用
于全向移动机器人的机械解耦式主动万向
脚轮和直驱式主动万向脚轮两种脚轮，并
在解耦式主动万向脚轮的基础上，研究了
全向移动平台的模块化建模理论，并且按
照模块化机器人建模和设计流程，研制了
智能全向移动机器人标准产品。此款智能

全向移动机器人采用4个主动万向脚轮作
为驱动轮，可实现4个脚轮协调控制，进
而实现解耦且具备3个自由度的全向移动
功能，可直接执行0—360度任何一个方向
的运动。此外，该机器人采用了多信息融
合技术，能够实现在车间物流场合的准确
定位，定位误差正负10毫米以内，搭载了
超声波传感系统用于实现全方位自主避
障，并且可通过WiFi实现远程多机协调控
制。

可以想见，未来以移动机器人为移动
平台的移动作业机器人，将拥有一个机动
灵活、自主安全移动的载体和像人手臂一
样灵活、安全的操作臂，还可以和人安全
互动，进行情感交流，在社会各个行业为
人类服务。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移 动 机 器 人 未 来 将 与 人 类 互 动 交 流
□□ 杨桂林

位于江苏南通的城市电网集中式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示范工程
项目。 （深圳供电局供图）

《失控玩家》海报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科普时报讯 （记 者李
萍） 10月24日，在北京2022
年冬奥会即将迎来倒计时一
百天之际，中国科技馆联合
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燃冰
逐梦”主题巡展在京启动。

“燃冰逐梦”主题巡展重
点围绕“冰雪运动点燃的激
情梦想”，展示了冰雪运动比
赛形式及规则，冰雪运动项
目背后的科学原理、科技支
撑，以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相关知识，从科学原理与科
技支撑的角度出发，激发公
众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冰雪
运动员的“战袍”“战靴”等
也在展览中亮相。

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介
绍说，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
级科技馆，中国科技馆构建
了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
推广普及创新平台，开展了

“科技冬奥”主题展览、教育
活动、科普影片、科普资源
库专题网站等专项研发，并
借助大众媒体加大冰雪运动
文化推广力度。

为进一步拓展冬奥科普
教育形式，丰富冬奥科普教
育内容，中国科技馆的科技
辅导教师结合现场展览，为
社区公众带来“冬奥科学秀
场”“冬奥探索课堂”等多种
主题突出、形式新颖的科普
活动。

活动现场，由中国科技
馆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新闻宣传
部共同举办的“魅力冬奥之
科技冬奥小小讲解员”活动

正式启动，并举行首场宣讲活动。首都体育
学院副院长谢军、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庞晓东
为首批“小小讲解员”颁发纪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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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