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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25

日报道，目前，当桌腿破裂或手机摔碎，我们要

么拿去修理，要么换新的，但如果这些物品能

自愈，修复受损或丢失的零件，那肯定是一件

大喜事。美国科学家最近研制出的新凝胶就

能使复杂的物品自我修复，研究发表在《纳米

快报》杂志上。

该研究的主要负责人、匹兹堡大学斯万森

工程学院化学和石油工程教授安娜·巴拉兹表

示：“尽管此前已有科学家研制出了能修理小

瑕疵的材料，但还没有人研制出能让受损物品

大面积再生的系统，最新研究有望大大提高物

品的使用寿命。”

该研究团队受到了四肢能再生的两栖动

物的启发，这类组织再生由三个关键的指令系

统引导：开始、蔓延、终止，巴拉兹称之为“美妙

的动态级联过程”，并希望在合成材料内复制

这一过程。巴拉兹说：“我们需要研发出一套

系统，其首先能感知材料的移除并启动再生过

程，接着让这一过程不断蔓延，直到材料达到

理想的大小，然后终止。”

巴拉兹表示：“最大的挑战是为合成材料

提供输送组织，生物有机体拥有循环系统来实

现血细胞和遗传物质等的输送，但合成材料没

有这样的系统，因此，我们需要研制出类似于

传感器的器件，来启动并控制整个过程。”

新凝胶内嵌有纳米棒，凝胶周围被包含

有单体和交联剂（连接聚合物链的分子）的溶

液所围绕，这套系统可以复制整个动态级联

过程。当部分凝胶断裂时，裂口附近的纳米

棒会扮演传感器的角色并移到新的接口，纳

米棒一端的链或“边缘”会使纳米棒留在本地

的接口，沿着纳米棒表面的点会触发凝胶同

溶液内的单体和交联剂发生聚合反应，从而

再生出新凝胶。

该论文的主要作者雍新（音译）等研制出

的计算模型可以对整个过程进行控制，使再生

凝胶的外观和表现与其替代的凝胶一样，并终

止该反应。巴拉兹说：“整个过程最完美也最具

挑战性的部分是设计出能承担不同任务的纳米

棒，它们是整个动态级联过程的关键，其厚约10

纳米，不足人类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

他们计划改进整个过程并增强新旧凝胶

之间的结合，这一点受巨杉树的启发。巴拉兹

解释道：“每棵巨杉树都拥有中空的根部系统，

当它们生长时，这些根部系统会相互交织，为树

木生长提供支撑。同样，纳米棒的边缘也能让

再生的材料变得更强韧。”更进一步的研究重点

是让这一过程最优化以生长出多层，最终制造

出拥有多重功能的更复杂材料。 （刘霞）

手机摔碎了不着急 新技术可让它自愈
美首次研制出能自愈的聚合物凝胶

让机器以一种“常识”的方式自行思考

是计算领域的“圣杯”。美国卡内基·梅隆

大学研究人员正尝试着给计算机植入人工

智能的数字化“种子”——让计算机系统不

断观看各种图画，并自己决定它看到的内

容都是什么意思。研究小组将在 12 月 4 日

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

师协会（IEEE）国际机器人视觉大会报告他

们的成果。

从今年 7 月开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一个名为“尼尔”（NEIL）的计算机程序就在

24小时不停地从互联网上搜寻图像。其中有

几个关键小步骤，就是它要自己决定这些图

像之间的相互关系，尽可能自行理解它们，以

此建立起我们所谓的“常识”。

常识与联想

“ 尼 尔 ”是“ 无 休 止 图 像 学 习 ”（Never

Ending Image Learning）的缩写，其在两个计

算机组群上运行，包括 200 个处理器核。随

着它的视图数据越来越多，积累的“常识”也

越来越多。常识是人们似乎知道却不曾明说

的信息，比如汽车通常是跑在公路上，建筑物

往往是垂直的，鸭子看起来很像鹅等。

“任何智能都要有常识来帮它作决策。”

卡内基·梅隆机器人研究所教授阿比纳伍·
古普塔说，让一台计算机自己联想，对它来

说是完全不同的挑战。比起编制一台超级

计算机程序来说，圆满迅速地完成一项任务

更难以应付。比如 1985 年卡内基·梅隆研究

人员编制下棋程序让一台计算机下棋；12 年

后，计算机打败了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

帕罗夫。

麻省理工大学人工智能专家凯瑟琳·哈

瓦希说，人类能不断利用“不言而喻的假定这

一巨大库存”来作决策，而计算机却不能。对

一些人类能迅速作出反应的问题，计算机却

要花更长时间才能算出来。“长颈鹿能坐上你

的汽车吗？我们甚至不用思考就能得出答

案。”她说，因为我们对长颈鹿的身体大小有

一种常识。

随着程序运行，“尼尔”逐渐能给图像做

次级分类，比如三轮车可以分为小孩用、大人

用，还能装上发动机变成三轮摩托；汽车有不

同的商标和样式等。然后它慢慢注意到事物

之间的联系：斑马往往出现在大草原上，老虎

看起来有点像斑马，股票交易所大楼通常挤

满了人。

在短短 4 个月里，“尼尔”的 200 个处理

器核已经分析了 3 百万幅图像，从其中 50 万

幅中识别出了 1500 种物体，1200 个场景，并

把 相 关 的 点 连 接 起 来 做 了 2500 个 关 系 联

想。“尼尔”生成的联想有些是错的，比如“犀

牛是一种羚羊”，而有些很奇怪，如“演员在

监狱牢房里”或“新闻主播看起来像巴拉克·

奥巴马”。

“我爬，我看，我学习”

“图像是学习视觉性质的最佳方法，”阿

比纳伍·古普塔说，“图像也包括了与这个世

界有关的许多常识信息。人类自己学习了

这一点，对于‘尼尔’，我们希望它也能像我

们一样。”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计算机科学

系主任、人工智能专家罗伯特·斯洛恩说，

“尼尔”的方法会产生有趣的结果，因为只用

语言去教一台计算机“会带来各种问题”，

“如果它们对着不管什么地方看到的动物，

都不停地说‘斑马、斑马、斑马’，我会对这一

幕印象深刻。”

机器人学博士生阿比纳伍·希瑞瓦斯塔

伍说，“尼尔”有时也会出错，所以还需要有人

工参与。比如谷歌图像搜索可能会“误导”

它，让它以为“pink”（意为粉红色）是一位歌

星的名字，而不是一种颜色。

“人们不一定总是知道该怎么去教计算

机，以及教它们学什么，但发现它什么时候出

错，人们是很擅长的。”希瑞瓦斯塔伍说，人们

会告诉“尼尔”，物体、场景等属于哪一类，以

便研究分析。

有时候，“尼尔”的预测能力也让研究人

员震惊。在搜寻“苹果”时，不仅给出了水果

图，还有苹果电脑；搜索 F-18 时不仅发现了

战斗机，还有 F-18 级双体船，这是古普塔和

他的陆地小组所不知道的。

“根据我们 50 年从事计算机视觉研究的

经验，你掌握的数据越多，计算机视觉就会变

得越好，”古普塔说。“尼尔”的座右铭是“我

爬、我看、我学习”，研究人员希望让“尼尔”一

直运行下去，这也意味着它可能会一点点地

变得越来越聪明；但也可能不会。

未来角色

“尼尔”担负着当前计算机视觉的进步。

计算机视觉能让计算机程序识别和标记出图

像中的物体，找出场景特征，认出图像属性，

如颜色、明暗、材质等，所有这一切都力求使

人类对它的监管达到最小。反过来，它生成

的数据也会进一步加强计算机理解视觉世界

的能力。

古普塔对项目的初步进展感到高兴，“当

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不敢确保它是否可

行。这还只是个开始。”今后，“尼尔”还要分

析 YouTube 上的大量视频，以寻找事物之间

的联系。

“尼尔”项目的一个目标是，创造世界最

大的视图体系知识库，在这个库中，所有的

物体、场景、动作、特征以及背景关系都被加

上标记并分门别类。目前，ImageNet 和 Vi-

sipedia 项目也在人工汇编这些结构数据，但

互联网规模如此巨大，单一个 Facebook（脸

谱）就有超过 2000 亿幅图像，要分析它们，唯

一的希望是教会计算机来做。

此外，这一项目由谷歌公司和国防部海

军研究办公室共同资助。谷歌公司和海军研

究办公室都没有回答他们为何要资助“尼

尔”，但也有一些线索。“海军研究”网站上指

出，“当前的作战空间环境比过去要复杂得

多，数据到达决策系统的速度正在提高，而能

把这些数据转化为决策方案的人员数量却正

在下降。”也就是说，电脑可能在未来战争中

作出许多决策，“在许多军事行动中，根本不

需要人类到场。”

让计算机拥有让计算机拥有““常识常识””
——科学家尝试为计算机植入人工智能的“种子”

本报记者 常丽君 综合外电

舌头“控制”的轮椅或
可让瘫痪病人轻松行动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7日电 （记者林
小春）美国研究人员 27 日报告说，一种试

验性的无线技术可以让瘫痪患者简单地动

动舌头，便可轻松控制轮椅朝希望的方向

移动。不过，患者必须首先进行舌头穿孔，

装上一个小小的磁钉。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当天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说，这种

叫做舌驱动系统的技术有望给四肢瘫痪者

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

质量。

舌驱动系统的核心是通过舌穿孔装上

的磁钉。当使用者的舌头朝不同方向移动

时，这个磁钉就会导致口腔周围的磁场发

生相应改变。一个含小型传感器的头戴式

耳机感知到磁场的相应变化后，会把信号

以无线方式传送给电脑，从而执行前进、后

退、左转、右转等相应指令。

研究人员在 23 名身体健全者及 11 名

四肢瘫痪者身上测试了这种技术。经过不

到 30分钟的训练，所有 34名参与者都能用

舌驱动系统来完成各种作业，比如驱动电

动轮椅通过障碍、点击在电脑屏幕上随机

出现的目标、玩视频游戏、拨电话号码等，

而且他们的表现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越来

越好。

研究人员将舌驱动系统与目前流行的

吹－吸轮椅辅助技术进行了比较。所谓

吹－吸辅助技术，是指瘫痪患者通过吹、吸

一根吸管状的管子来操作轮椅，目前美国

超过一半的四肢瘫痪患者都使用由这种技

术控制的轮椅。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利

用舌驱动系统完成作业的速度要比用吹－

吸辅助技术快 3倍，而准确程度相同。

目前，研究人员还在研发一种无需头

戴式耳机的舌驱动系统，它将像牙齿矫正

器一样，可以放置在口腔内工作。

英 专 家 呼 吁 药 品
应 明 确 标 注 钠 含 量
新华社伦敦11月28日电 （记者刘石

磊）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些解热镇痛

药、维生素补充剂等药品中钠含量较高，可

能增加服用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专

家呼吁生产商应明确标注药品中的钠含

量，并提示可能引发的健康风险。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近

日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超

过 120 万英国人的健康状况和服药情况进

行了长达 7 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与

经常服用不含钠药物的对照组相比，常服

用同类、含钠药物的人群死于心脏病、中风

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出 16％，出现高血

压的风险更是比对照组高出 7倍。

这项研究调查的药物包括解热镇痛药

扑热息痛、阿司匹林、布洛芬，以及维生素

和矿物质补充剂维 C 片、钙片和锌片等。

据介绍，这些药物加入钠成分主要是为了

帮助吸收，但往往不会明确标注这一成分。

领导这项研究的临床药理学专家雅各

布·乔治说，这些药物十分普遍，甚至有的在

超市都能买到，因此有必要在包装上明确标

注其中的钠含量，并告知消费者可能由此引

发的健康风险。医生也应注意评估这一风

险，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谨慎为其开药。

不过研究人员同时指出，这一研究结

果并非意味着所有患者应停止服用此类药

物，而是提醒他们注意相关风险，最好在医

生指导下服药。

俄罗斯 2014年将增加
22枚洲际弹道导弹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7日电（记者赵

嫣）俄罗斯总统普京 27日在俄黑海海滨城

市索契宣布，俄战略导弹部队 2014年将再

装备 22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普京当天在俄战略导弹部队发展会

议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表示，战略导弹部

队的战斗装备应当能够应对各类现有或

即将投入使用的反导系统，俄罗斯将继续

优先发展战略导弹部队这一战略核力量

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京强调，今年 10月进行的突击检查

证明俄战略导弹部队保持了较高程度的

战备状态，但检查中发射的数枚导弹均已

服役超过 20 年，俄军应当着眼长远，更新

武器装备。

根据普京 2012 年提出的军队换装计

划，到 2020年，俄军将获得 400多枚现代化

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能装备 28个团

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装备 38 个营的

“勇士”防空导弹系统和装备 10个旅的“伊

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系统，新型武器

装备的比例不应低于 70％。

据报道，2014 年俄国家国防订货额比

2013年大约增长25％。2013年的国防订货

额约为1.35万亿卢布（约合412亿美元）。

新华社洛杉矶11月27日电 （记者郭爽）
中国首辆月球车得名“玉兔”号后，一段“阿波

罗 11 号”宇航员在人类首次登月当天谈论登

月后寻找“嫦娥”、“玉兔”的录音文本在互联网

上迅速走红。

根据美国宇航局网站上记录的“阿波罗

11 号”通讯档案，1969 年 7 月 20 日，在休斯敦

地面指挥中心的罗纳德·埃文斯对太空中准备

登月的宇航员说：“有人要你们（在月球）注意

一个带着大兔子的可爱姑娘。在一个古老的

传说中，一个叫嫦娥的中国美女已经在那里住

了 4000 年……你们也可以找找她的伙伴——

一只中国大兔子。这只兔子很容易找，因为它

总是站在月桂树下。”

“阿波罗 11 号”宇航员迈克尔·科林斯立

刻回答说：“好的，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位兔女

郎。”当时，科林斯留守“哥伦比亚号”指令舱

中，他的同伴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

林正准备乘“飞鹰”号登月舱登陆月球表面。

美国行星科学家埃米莉·勒科达瓦拉说：

“这真是一件值得分享的轶事，看起来，奥尔德

林和阿姆斯特朗 44年前就已经在月球上寻找

‘嫦娥’和‘玉兔’了。”

对“嫦娥”月球探测器即将携“玉兔”号月

球车奔月，不少美国科研人员纷纷表达了自己

的兴奋心情。全球太空科学爱好者在多个科

技论坛中谈论着这一任务，“嫦娥”和“玉兔”也

成为他们谈论的热门话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专家迈克尔·
里奇对记者说：“我们对‘嫦娥’奔月行动充满

期待。”

计划 12 月上旬奔月的嫦娥三号月球探测

器由着陆器和巡视器（俗称月球车）组成。着

陆后，“玉兔”号月球车将驶离着陆器，在月面

上进行为期约 3个月的科学探测。

美宇航员曾在月球上“找”嫦娥
人类首次登月谈嫦娥玉兔录音爆红网络 科技日报首尔11月 28日电 （记者薛严）

韩国安全行政部 11月 27日召开第八次政府安

全政策调整会议，公布了核能安全管理体系改

革方案。根据该方案，韩国政府将新设直属于

国务总理的核能安全管理政策调整会议。

该会议由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

主持召开，由相关部门的室长和局长级人士参

加，负责开展有关放射线安全管理和防止核辐

射灾害的相关工作。目前，韩国的放射线安全

管理相关工作由海洋水产部和食品医药品安

全处等 7 个部门分管，防止核辐射灾害工作则

由 11个部门分管。

从 2014年开始，韩国政府将对核电站主要

部件进行跟踪管理，在核电站从开始建设到运

营和关闭等整个过程中对主要部件的磨损情

况进行预测和及时维护。

根据新出台的改革方案，防止核辐射灾害

的训练周期将从 4 年至 5 年缩短至 1 年至 2

年。在核电站出现问题时，韩国水力核能公司

（韩国国有企业）将通过自动通报系统通知民

间环境监视机构和地方政府，扩大核电站异常

现象的通报范围。

另外，由于韩国国民对日本产水产品安全

的担忧不断增加，韩国政府将在食品医药品安

全处官方网站上公开日本产食品的生产地区、

进口量和核辐射检测结果等信息。

韩国新设核能安全管理机制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7 日电 （记者林小
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27 日发表声明说，

目前常用的百日咳疫苗能够有效保护被接种者

自身，但可能无法阻止病菌传染给他人，包括未

被接种的人群。这一发现将有助于理解百日咳

为何在一些国家出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百日咳是百日咳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发病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百日咳患者

可出现长达两个多月的剧烈咳嗽，此病常见于

婴幼儿。针对百日咳，医学界一开始使用全细

胞疫苗，但后来发现它有严重副作用，上世纪

90 年代无细胞疫苗取代了全细胞疫苗。但在

一些国家，百日咳病例却不减反增，美国更是在

高疫苗接种率的情况下，于 2012 年报告 4.8 万

例病例，创下 50年来的最高纪录。一些研究人

员分析，无细胞疫苗可能对近些年来百日咳的

复苏起到一定作用。

美国药管局的研究人员为此利用狒狒进行

试验，在它们 2 个月、4 个月和 6 个月大时分别

接种全细胞疫苗与无细胞疫苗，然后在它们 7

个月时再让其接触百日咳杆菌，结果发现，没有

接种疫苗的对照组狒狒染病，而接种的两组均

没有出现百日咳症状。

然而，研究人员同时发现，百日咳杆菌在未

接种和接种无细胞疫苗的狒狒的鼻内存在了多

达 6 周时间，并且接种无细胞疫苗的狒狒会传

染没有感染的同笼狒狒；相比之下，接种全细胞

疫苗的狒狒在 3周内就清除了病菌。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上。美药管局生物制品评价和研究中

心主任卡伦·米德休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研

究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百日咳发病率为什么出现

上升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将会找到预防

这种疾病的新方法，我们对此持乐观态度。”

百日咳疫苗或无法阻止病菌传他人
有助于理解百日咳死灰复燃的趋势

每年7月至9月是坦桑尼亚的旱季。为了追逐水源和青草，以角马为主的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向肯尼
亚马赛马拉迁徙。到了10月，它们开始陆续返回坦桑尼亚境内。

由于近期塞伦盖蒂草原较往年更为干旱，野生动物们再次光临正值小雨季的马赛马拉，进行了一年中极为少见的“二次”迁徙。图为
在肯尼亚马赛马拉保护区，一只长颈鹿从角马群旁经过。 新华社记者 孟晨光摄

研究人员让“尼尔”学习建立常识，该计算机程序在两个计算机组群上运行。

马赛马拉的“二次”迁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