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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校园
近年来，河北省霸州市不断加大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力度，积极组织

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11月22日，在霸州市胜芳镇红光小学开设的传统
文化课程上，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学习胜芳花灯制作、武术、古音乐等非遗技艺，将

非遗文化传承的种子深植于内心。
图1为学生在表演腰鼓；图2为学生在学习制作胜芳花灯；图3为学生在排练笙

管乐。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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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生日，王凯翔收获了一份很
棒的礼物。11月9日，他作为第一作
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论文在科学期刊

《自然》上发表。这篇论文详细记录了
矮星系在星系团致密环境中被瓦解剥
离，逐渐演化为超致密矮星系的完整
过程，揭示了困扰天文学家许久的超
致密矮星系起源之谜。

“这个工作的完成，在崇礼，在禾
木，在海南，在波士顿，在霞慕尼，
在青藏高原……即使面临各种各样的
困难和挑战，流浪在世界各个角落，
也总有星空宇宙作伴。”论文发表当
天，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系天体
物理专业博士生王凯翔在朋友圈写下
这段话。

不清晰的起源

一直以来，星系和星团被认为是

截然不同的两类天体。星系在暗物质
晕中诞生成长；星团则脱胎于星系内
部的巨型分子云团块。

然而，宇宙中总有一些非同寻常
的“极端星系”。距离银河系最近的室
女星系团的星系样本里就包含了性质
比较极端的星系，比如超致密矮星系
和超弥散星系。

2000年左右，天文学家首次发现
了超致密矮星系，其性质介于星系和
星团之间，使得星系和星团之间原本
清晰的界限变得模糊。

超致密矮星系和超弥散星系让星
系家族愈加丰富的同时，也对现有的
星系形成和演化理论提出了挑战，研
究这些极端性质的星系，对星系形成
和演化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把各类大小形态各异的星系
比作多彩的动物世界，超致密矮星系

就是动物世界里的一类奇异珍稀动
物。”让王凯翔疑惑的是，如果超致密
矮星系是星系，它们为何如此致密？
是否存在目前标准的宇宙学和星系形
成模型解释不了的机制？就这样，借
着博士生科研训练课题的契机，王凯
翔开始了长达5年的研究。

此前，天文学家对超致密矮星系
的起源也说法不一。一种观点是，超
致密矮星系其实就是那些最亮的球状
星团，可能来自于大质量的、相互并
合的球状星团，或是在星系内部曾经
的剧烈恒星形成过程中诞生。另一种
观点是，一种名为“潮汐剥离”的机
制可能是超致密矮星系形成的重要途
径。潮汐剥离发生在星系之间的引力
相互作用中，当一个矮星系处于另一
个大星系的引力场内时，潮汐力会拉
扯并逐渐剥离星系外围的恒星。这个

过程导致原本规模较大的星系逐渐缩
小，那些有核矮星系被潮汐剥离后留
下的中心核星团就成了超致密矮星系。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支持后
者，但还没人‘看到’这个持续约
20—30 亿年的过程是怎么具体发生
的。”王凯翔说，超致密矮星系是星系
团考古研究的重要探针。

捕捉完整演化轨迹

超致密矮星系发现至今已 20 余
年。“超致密矮星系数量少，大部分亮
度较暗，半径很小，一直以来缺乏数
量较大的样本进行系统性研究。” 王
凯翔说。

受现有观测能力的限制，天文学
家开展对大量超致密矮星系的形态、
亮度轮廓、恒星成分、中心黑洞等研
究并非易事。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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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支原体感染的病人数量在下降，但流
感等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呈上升趋势。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北
方地区目前仍是甲型流感为主，也有少部分乙型
流感病例，而南方地区则是乙型流感的比例略
高。总的来看，目前流行的疾病是以支原体感
染、流感、腺病毒感染这样一些常见的呼吸道疾
病为主。

不同呼吸道疾病症状有哪些

常见的支原体感染一般多见于学龄期的儿
童，一些比较大的儿童早期症状是高热和刺激性
干咳。支原体肺炎往往多见于比较大的儿童，而
流感在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出现，只是不同年龄段
的主要表现形式可能存在差异。

流感的早期症状是突然的高热，往往伴有全
身的症状，一些比较大的儿童会说头痛或肌肉关
节酸痛，年龄小的孩子通常表现是精神状态跟以
往不一样，小婴儿可能会出现精神萎靡、不好好
吃奶、甚至少动等，这需要引起家长的关注。

腺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病毒也是呼
吸道感染中常见的病原体。这些病毒感染没有特
效治疗药物，以观察病情变化和对症治疗为主。

腺病毒有很多种分型，其中只有部分型感染
才可能在两岁以下的儿童中引起比较重的腺病毒
肺炎，症状表现为持续高热，经过一般的治疗往
往没有缓解，同时伴有呼吸系统明显的改变，像
呼吸费力、明显的咳嗽喘息，甚至出现精神不
振，这是需要引起家长关注的地方。一些比较大
的儿童可能检测出腺病毒阳性，如果没有明显的
下呼吸道感染，就可以在家对症处理。

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也是引起上呼吸道感
染的常见病原体，一般就像普通感冒，只要正规
的护理、对症用药、适当多喝水、多休息就可能
安然度过感染阶段。只有少部分免疫功能低下的
或患有基础疾病的患儿，在特殊情况下当病毒侵
犯到下呼吸道才可能引起一些比较重的感染。这
都是比较少见的情况，需要临床医生鉴别诊断。

呼吸道感染是儿科常见病，对于多数呼吸道
感染，仍然是以对症治疗为主。

三个月以内婴儿发热要及时就医

孩子出现发热或发热伴有咳嗽症状的时候，
首先要区分年龄，如果是比较小的婴儿，特别是
三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了明显的发热，无论伴有
或者不伴有呼吸道症状，都建议家长及时带患儿
就医。

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儿童，甚至是学龄期以上的儿童，出现了高
热伴有轻微的呼吸道症状，而没有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建议家长居家
观察，使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如果患儿持续高热3—5天，或伴有明显
的呼吸系统症状加重，甚至出现其他症状，建议家长及时带患儿就医。

日前，很多医院都开展了互联网诊疗，在一定条件下能发挥很好
的作用。比如，长期有慢性疾病的患儿，在以往正规治疗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互联网诊疗的方式，减少在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来医院就
诊，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此外，年龄比较大的儿童，如果只出现发
热咳嗽症状，且在就近医院已经完成了必要的血常规等相关检查，若
家长仍不放心，可通过互联网诊疗的方式进行线上问诊。当患儿出现
症状明显加重或者伴有全身其他系统症状时，建议及时线下就诊。

（作者系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一科主任医师）

揭开超致密矮星系身世之谜揭开超致密矮星系身世之谜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史史 诗诗

AI大模型的热度，已然开始从
产业向日常生活渗透，并引起不小
的舆论旋涡。近日，网友指出国内
某智能办软件有拿用户数据“投
喂”AI之嫌，引发口水的同时，再
度把公众对AI的关注转移到数据安
全上。

身处智能时代，我们在使用或
跟AI交互时，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数
据安全？我们的个人数据可以被AI
产品或平台随意收集和使用吗？科
普时报记者就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
采访了产业相关人士及行业专家。

AI普遍缺乏“营养”

此次舆论事件，以修改引发误
会的隐私政策并承诺不会拿用户文
档训练AI而暂告一段落。但清华大
学人工智能研究所博士、独到科技
CEO 张文浩告诉记者，“以用户数
据训练 AI，在大模型行业普遍存
在。”

今年7月份，谷歌及其AI子公司
DeepMind、视频会议平台 Zoom 均
因收集用户数据用以训练和开发AI
产品而引发用户强烈担忧……

“数据被比作信息时代的‘石
油’，重要性不言而喻。”文渊智库
研究员王超告诉记者，用于训练数
据的丰富程度和质量决定了AI的优
劣，也只有优质海量的数据“投

喂”，才能培养出更聪明、更先进
的版本。

iEnglish智能英语学习解决方案
技术研发负责人贾先好表示，2018
年 GPT 迭代使用了 1.1 亿学习参
数，到 2020 年 GPT-3 已达到惊人
的 1750 亿参数。“这些迭代的背后
是 45TB 的海量文本数据，AI 其实
是一场包含海量学习参数在内的纯
粹工程化的胜利。”

当下，全球各大科技公司发布
的AI大模型已超数百个，而用于训
练这些大模型的数据虽然海量但缺
少精细“营养”，这也让快速迭代
中的AI普遍都“吃”得不怎么好。

用户的数据“真香”

训练 AI 所需的海量数据，目
前主要的来源包括互联网抓取的数
据、网络百科全书、书籍文献，以
及一些开源数据集等公开数据。但
新壹科技技术副总裁陈鹏认为，这
些数据仅有数量优势，而缺少让AI
变得更聪明的高质量数据。“鉴于
用户数据的多样性、真实性，以及
个性化等特征，很多公司和机构会
收集一定的用户数据来进行训练，
提高AI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 AI 训练中，普遍使用的
RLHF （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
习） 技术就需要在迭代过程中不断

根据人类反馈来优化自身行为，有
助于提高机器在不同场景下的泛化
能力，使其行为更加符合人类期
望。”张文浩表示，RLHF 技术在
模仿学习阶段需要使用用户的交互
数据来改进其策略，这也是优化用
户体验的一种方式。

用户数据之所以被 AI 相中，
是因为这些数据的内容非常丰富，
基本上涵盖了各个领域和主题，正
是AI训练所急需的“精料”。

训练AI要守“底线”

对于AI而言，用户数据确实很
“美味”，但对于用户而言，过度的
采集可能对个人信息安全和财产安
全造成不小的威胁。

“用户数据用于训练 AI 时会被
分析和解读，并揭示出用户诸如个
人喜好、行为习惯、健康状况等隐
私信息。”陈鹏表示，这些信息一
旦被非法利用，就会导致用户身份
盗窃、网络诈骗等情形的发生。

中国广告主协会互联网电商分
会秘书长张俊良提醒，用户数据被

“投喂”给 AI，非常容易带来用户
核心信息的泄漏。“所以，我们在
使用大模型或者跟大模型交互时，
尽量避免透露自己的隐私信息。”

用户数据可以用于 AI 训练吗？
陈鹏认为，过度收集用户数据不可避

免地会面临诸如隐私安全、数据合规
性的挑战。“不过，现在行业内已经
开始通过数据脱敏、加密技术和审计
技术等来保护用户数据隐私了。”

贾先好表示，在数据的生产、
保存、读取、更改、迁移、存档等
生命周期内，AI企业应该采取相应
的安全措施，以确保这些数据不会
被未经授权的访问、篡改或者滥用。

其实，今年8月15日起实施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 就明确，应当依法开展预训
练、优化训练等训练数据处理活
动，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
础模型；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
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张文浩建议，各大科技公司应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数据收
集、处理和使用的合法性。“总
之，企业在做AI训练时，应严格遵
循个人数据使用‘最小化原则’，
要守得住‘底线’。”

王超则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给国内AI产业
指明了方向，也划定了范围。“但仅
凭一部暂行办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AI是一次底层的技术革命，未
来一定会碰到更多的问题，这就需
要监管部门及时有效制定出监管措
施，进一步规范产业的发展。”

警 惕 ！ AI 正 在 “ 吞 食 ” 你 的 数 据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全球顶级大型望远镜助阵全球顶级大型望远镜助阵，，我国科学家首次捕捉星系潮汐剥离瓦解全过程我国科学家首次捕捉星系潮汐剥离瓦解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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