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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段跃初）美国《发现》
杂志近日发表研究论文指出，古人类
可能曾靠冬眠的方式度过整个冬天。
这一发现引发人类学界关注。

冬眠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
策略。通过降低体温和新陈代谢，动
物可以在食物短缺或气候恶劣的情况
下存活。对于古人类来说，如果真的
采用冬眠策略，那么可能是他们在面
临严寒和食物短缺时采取的一种生存
方式，需要一些特殊措施来保护自
己。人类与冬眠动物之间存在很大的
生理差异。人类的生理机制并不适合
长时间低温和低能量状态，这可能会
对人体带来严重伤害。

在西班牙的一个考古地点，大约
有 7500 块人类化石，这为研究人员提
供了难得的机会来探索古人类的生活
方式和适应策略。

通过对这些化石进行详细勘查，
研究人员发现早期人类骨骼上的损伤
与佝偻病、慢性肾脏病、甲状旁腺功能
亢进、骨骼紊乱等疾病有关。这些发
现引起研究人员高度重视，并使他们
开始怀疑古人类是否采用了冬眠作为
一种生存策略。更进一步的研究表
明，这些骨骼损伤和疾病迹象与人体
进入冬眠状态时的生理变化有着惊人
的相似之处，这使得古人类冬眠的假
设更有说服力。

这项新发现如果被证实，它将对
我们理解古人类的生存策略和适应机
制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目前这项研
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更多的证据
来支持这一假设。

古人类或靠冬眠
度过整个冬天

科普时报讯（实习生王雨珂）数十年
来，科学家们一直想制造一种更为坚硬的
材料，它的硬度能与金刚石媲美，可被用
于切割工具、传感器。在巨大的压力和热
量作用下，碳和氮被压碎，从而产生了仅
次于钻石的已知第二硬材料——氮化碳。

据国际科学期刊《新科学家》近日报
道，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学博士多米尼
克·拉尼尔和同事制造出了这种材料的
微小样本。这种氮化碳，是将氮和碳以
70万倍大气压压缩在金刚石点之间，然
后用激光加热到3000℃。

金刚石硬度约为90千兆帕，而之前
已知硬度排名第二的材料是立方氮化
硼，硬度在50到55千兆帕之间。多米尼
克·拉尼尔说，这种新材料的硬度在 78
到86千兆帕之间，这取决于3种晶体结
构中会形成哪一种。

1989年的一项研究曾预测，这种物
质的硬度将超过金刚石，不过现在这一
预测被推翻了。目前，研究人员认为没
有任何一种材料能超过金刚石的硬度。

多米尼克·拉尼尔说，现有的氮化碳
样品只有5微米宽、3微米高，扩大生产规
模可能比较困难。使用更大的钻石来压
缩样品，理论上可以制造出更大的材料，
但需要更强的压缩才能形成，这将使氮化
碳的购买成本远高于钻石。但这种材料
具有钻石没有的优点，比如在压力下产生
电信号，可能使它在传感器中发挥作用。
此外，氮化碳的高能量密度还能使它成为
一种威力强大的爆炸物，而且与目前的替
代品相比对环境的毒性更小。

碳和氮在外力作用下
可生成坚硬材料

近日，国际著名科技期刊《自然》
报道了谷歌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对话
式AI诊断系统，就是基于大语言模型
的人工智能问诊系统。这一系统是世
界上首个可以根据患者的对话和医疗
记录，对患者的症状进行诊断的AI系
统。它将开启一个由人工智能辅助的
对话式远程医疗新时代。

众所周知，问诊是病史采集的主
要手段。病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对疾
病的诊断和处理有很大的影响，同时
问诊也是实现精确诊断和有效护理的
重要措施。解决病人诊断问题的大多
数线索和依据，来源于病史采集所获
取的资料。根据很多研究评估，约有
60%—80%的诊断主要依据来源于医
生与患者的对话。

在《迈向对话式诊断 AI》这篇论
文中，谷歌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统
一的框架来评估人类与人工智能的
临床表现，包括病史采集完整性，诊
断准确性、可解释性、专业性、沟通
技巧等 32 个方面。在这一框架下，
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包含 149 个病
例场景的随机双盲交叉实验，将人
工智能与 20 名经过美国医疗协会认
证的人类初级保健医师的表现进行
了对比。

在实验中，AI 医生与人类医师的
表现则由23名来自北美、英国和印度
的专科医生，以及参与试验的患者演
员共同打分。由于涉及伦理问题，这
次实验并未使用真实患者。

根据专科医生的打分结果，AI 医
生在诊断准确性、问诊效率、对话质
量、诊断可解释性等 32 个评价维度
中，有28个方面表现出超过人类医师
的性能。而根据参与实验的患者评
价，在患者满意度、信任感、是否有耐
心、是否顾及患者的感受等26个评价
维度中，有24个方面体验优于人类医
师，尤其AI诊断系统在心血管、胃肠、
泌尿、内科、呼吸科、神经科等诊断精
确性方面全都达到或超越了人类医生

的诊断。
由于伦理等问题的限制，谷歌的

AI 医生并未在真实的医疗场景中进
行实验。目前，AI 医生也无法取代人
类医生进行面对面的问诊，只能依靠
文字和以往的病史进行诊断，而人类
医生在问诊的同时还可以进行一些
简单检查，比如利用听诊器对患者心
脏和肺部进行检查，对患者身体表面
肿块触诊等。此外，由于大语言模型
可解释性的内在机理尚不清晰，决策
过程不透明，准确度和可信性也没有
得到证实，因此如何保证 AI 医生可
以始终给出没有偏差的诊断依然是
一个难题。另外，大语言模型可能会

“记住”训练材料，并在与患者沟通过
程中泄露其他患者的资料，因此如何
保证 AI 医生不泄露训练使用过的医
疗资料隐私性内容，也引起很多人
关注。

尽管有诸多挑战，但可以肯定的

是，AI 医生本身就拥有人类医生无法
匹敌的许多优点：不会疲劳，可以不间
断工作，并始终保持耐心；只需要提高
算力就可以提高接诊能力，可以同时
面对大量患者，不需要像人类医生那
样经过漫长的医学训练和学习过程；
专业性和可解释性有望超越人类医
生。因此，对于很多复杂的病例，可以
为人类医生提供高效的参考意见，帮
助人类医生快速做出判断，挽救危重
患者。

未来，相信高水平 AI 医生的出现
必将引起整个医疗领域的一场革命，
可以显著降低医疗成本，有效解决医
疗资源分布不均问题，让更多的人享
受到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

（王琳琳系吉林省科普创作协会
会员、吉林省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中
心助理研究员，刘传波系吉林省科普
创作协会会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博士）

AI让医疗服务质优价廉成为可能
□ 王琳琳 刘传波

医护工作者借助AI辅助医疗诊断。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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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一直是人类想象力中的神
奇技能，无论现实中的军事应用还是
科幻作品中的超能力，都让人们看了
着迷。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物
理学家对于隐形存在的可能性不屑一
顾，曾断言它们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久前，在一场科学活动中，中国科
学院院士褚君浩介绍了多种光学隐形方
法的测试情况，现场展示了利用特殊材
料实现的“隐形术”。褚君浩请工作人员
手持一块面板遮挡自己，人们还可以看
到他的下半身，但将这块材料旋转90度
后，他的下半身“消失不见”了，只能清楚
看到他身后的舞台背景。褚君浩表示，
未来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将成为衣柜
里的日常用品。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实验过
程中实现隐形的原理是什么？隐形技
术步入日常生活还有多长时间？

隐形，也称隐身，即使物体在视觉

上变得无法察觉。在军事领域，隐形
技术可以使飞机、船只，甚至士兵在战
场上躲避敌人的侦察，提高作战效率，
而在科幻作品中，隐形则被描绘为一
种超自然能力，可使人或物消失于人
们的视线之中。

实现隐形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大
多基于光学原理。在特定的情况下，
如果原子被随机排列，一个固体就可
能变得透明，这可以通过将特定材料
加热至高温后再迅速使其冷却来实
现。最为常见的是利用折射、反射或
吸收光线的方式来达到隐形效果，通
过设计特殊的材料或涂层，可使光线
在物体表面发生折射，使物体不被人
眼所察觉。此外，还有一些高级技术，
如相移抖动干扰技术，就是利用频率
的微小变化来扰乱雷达信号，从而实
现隐形效果。

不过，隐形技术中最有前途的新进
展或许是一种叫作“超材料”的奇异材
料，有朝一日或许真的能让物体隐形。

隐形技术并非一蹴而就，其发展
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最早的隐形实验

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真正的突破
发生在20世纪末，随着雷达技术和材
料科学的不断进步，隐形飞机 F—
117、B—2 开始服役。如今，隐形技术
已成为现代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被
广泛应用于战斗机、导弹、军舰等
领域。

尽管隐形技术有着让人叹为观止
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隐形并
非绝对，只是减弱了物体在特定波段
上的可见性，而在其他波段上仍然可
以探测；实现隐形需要复杂的设备和
技术支持，成本较高，不是所有国家都
能轻易获得；隐形技术在大气条件、天
气情况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限制，不
同环境下的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隐形技术也
在不断演化和发展，未来可能会更加
普及和精密化，同时也可能出现新的
突破，如量子隐形技术等，然而随之而
来的是对隐私和安全的新挑战，如何
平衡技术发展与社会稳定，将是未来
隐形技术发展的重要议题。

（作者系科幻作家）

隐形技术从何而来
□ 陈思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