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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作 为 人 类 认 识 和 改 变 客 观 世 界 的 工

具，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技术带

来的颠覆性冲击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伦敦巴比肯中心举办的长达 3 个月的、以人

工智能为主题的系列研讨和展览，试图从

新的思考角度向人们揭示人类与技术之间

的关系。

5 月 16 日开幕的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以

“人类 AI 梦想”开始，揭示了古代人类利用简

单工具和技术方法改变劳动方式、提高劳动

效率的梦想和尝试，该部分还展示了被认为

是世界上首台计算机的原体模型；演示了日

本著名动漫——“哆啦 A 梦”，探索其对机器

人哲学和 AI技术发展的影响。

第二部分“思维机器”解释了 AI 是如何

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人工智能的早期创

新者通过将理性思维转换成代码，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创建了第一个神经网络，这个网络可

以复制大脑的处理过程，并发展成为机器学

习。当 AI 能够自我学习时，意味着它能够自

我作出反应并提高自身能力。这部分演示

了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一些最激动人心的事

件和人物，如计算机先驱艾达·拉夫莱斯和

查尔斯·巴贝奇；香农的实验游戏；艾伦·图

灵在二战中破译密码的开创性努力；深蓝与

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的对弈；2011 年

IBM 沃森在美国游戏《危险边缘》中打败人

类；以及 2016 年阿法狗击败世界围棋大师的

惊人之举。

第三部分“数据世界”探讨人工智能改善

商业、改变社会和改善个人生活的能力。该

部分着眼于 AI 在城市建设与管理、医疗、新

闻和零售等领域的实际应用，展示了 AI 城市

管理系统、智能蜂巢、AI驾驶跟踪仪等。

在最后部分“无止境的进化”里，组织者

着眼于物种发展的未来，设想创造一个新的

物种以反映自然规律，以及适应这一趋势的

人造生命形式。演示了器官芯片的生产、3D

生物打印系统、机器深度学习能力等。此外，

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也将以独到视角来

讨论这一未来主题。

参与这次展示活动的不仅有来自世界各

地 AI 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专家学者，还有艺

术家、媒体人士以及与 AI 对弈过的棋手等，

展现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传统观念和创新

意识的碰撞。

（科技日报伦敦5月15日电）

人工智能颠覆性冲击意味着什么
伦敦巴比肯中心 AI会展揭示人与技术新关系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6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开放获取期刊《BMC医学》16日发

表的模型模拟显示，英国、美国、意大利、澳

大利亚和爱尔兰 5 个国家，现行的疫苗政

策或不足以实现和维持消除麻疹的目标，

并且不足以预防未来麻疹的再度出现。若

要在这些国家实现中长期消除目标，还需

要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各国情况进

一步加强免疫力度。

麻疹消除，是指在某一区域或其他特

定地理范围内没有出现麻疹达 12 个月或

以上。此次，意大利布鲁诺·科斯勒基金会

和博科尼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利用计算

机模型模拟了 7 个国家（澳大利亚、爱尔

兰、意大利、新加坡、韩国、英国和美国）中

麻疹免疫状况的演变。团队集中分析的国

家都具有常规两剂麻疹接种项目，且小学

接种率都较高，但各国在人口特征和疫苗

接种史上有所不同。

分析预测最远至 2050 年，如果现行的

疫苗政策不变，新加坡和韩国的麻疹易感

人口比例将保持在 7.5%以下，这两个国家

过去的疫苗覆盖率都很高。而此前的研究

推测，无免疫力的人口比例（即最大易感

率）需低于 7.5%，才能保证麻疹处于消除

状态。

而 2018 年这一数字在英国为 3.7%，在

意大利为 9.3%（意大利也是 7 国中唯一一

个高于 7.5%的国家）。在澳大利亚、爱尔

兰、英国和美国，常规接种项目的覆盖率需

要持续达到 95%以上，才能保证易感人口

比例到 2050年依然低于 7.5%。

研究人员表示，近年来，麻疹在多个国

家卷土重来，其中甚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HO）认定的已达成麻疹消除目标的国

家。麻疹再现主要是因为疫苗接种的覆盖

率不理想。有关调查显示，除现行疫苗接

种计划，大部分国家能从入学强制接种政

策中大大获益。想要切实有效，入学强制

接种需要覆盖至少 40%的人群。

疫苗政策对一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

保持稳定的免疫水平尤为重要。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人群中具有免疫力的比例足

够高，从而预防重大疾病暴发。但想要切

实有效，什么年龄人群覆盖率应该达到多

少，又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历史和现行情

况单独分析。以意大利为例，作为麻疹发

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想要消除麻疹就需

要额外的疫苗接种策略，否则前景很不理

想。这一预警作用，就是科学家们拿出这

一报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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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技术为生命医学、农业等领域带来革命

性变化，人们对基因编辑食物、基因治疗等新

技术寄予厚望，期待其能攻克顽疾难症；为人

类提供源源不断的多样化食物。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14 日报道，随着中

国和美国一马当先进入该市场，相关研究进

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俄罗斯也对基因编辑技

术敞开了大门。据悉，俄罗斯推出了一项耗

资 1110 亿卢布（17 亿美元）的联邦计划，希望

2020 年前研制出 10 种新的基因编辑作物和

动物品种；到 2027年再研制出另外 20种。

有不少俄罗斯科学家对政府此举表示欢

迎，认为其会促进俄罗斯遗传学领域的研究、

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但也有科学家担心，

上述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否能按预期进行。

砸巨资支持基因编辑技术

2016年 7月 1日，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

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除了科学研究用途

外，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种植转基因植物和饲养

转基因动物。法案还规定，鉴于转基因产品对

人类和环境的影响，禁止进口转基因商品。

但基因编辑生物是否受该禁令限制是个

未知数。现在，新计划表明，俄罗斯开始拥抱

基因编辑技术。

俄罗斯科学院（RAS）的一名匿名人士

称，有些研究人员因 2016 年禁令的不确定性

而失去了研究动力，新计划对他们来说是一

颗“定心丸”。

RAS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西伯利亚分

部主任阿列克谢·柯切托夫也对该计划表示

欢迎。他指出，数十年来，俄罗斯的遗传学研

究一直处于“资金不足”的尴尬境地。2017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 1.11%用于研究；

而中国为 2.13%；美国为 2.79%。

目前尚不清楚这 1110亿卢布是包含在现

有的联邦民用科学预算中还是额外增加的预

算。2018 年，俄罗斯的民用科学预算为 3640

亿卢布，其中 220亿卢布用于遗传学研究。

基因编辑和转基因命
运大不同

与通常所说的转基因作物需要转入外源

遗传物质不同的是，基因编辑育种使用CRIS-

PR-Cas9等技术对植物基因进行编辑，可设计

出不含外源DNA（脱氧核糖核酸）的植物。

俄罗斯 2016年的法律将转基因生物描述

为具有“不能由自然过程产生”的基因修饰的

生物；而新计划则认为，基因编辑技术——比

如 CRISPR-Cas9与传统育种方法无异。

新计划体现出的态度与美国农业部门的

立场如出一辙。去年 3 月 28 日，美农业部长

桑尼·珀杜发表声明称，根据农业部生物技

术法规，只要这些新技术（包括基因编辑技

术）没有利用植物害虫，农业部现在不会、也

没有计划对使用这些新技术培育的农作物进

行监管。

珀杜当时称，基因编辑等新技术扩大了

植物育种工具库，它们可以更快、更精准地培

育出农作物新性状，可能在育种方面节约数

年甚至数十年时间。

目前世界各国对基因编辑作物的监管态

度不一致，有的地方将基因编辑作物认定为

转基因作物。比如，2018 年 7 月，欧盟最高法

院就裁决，基因编辑作物遵循与传统转基因

生物相同的严格规定，不过，许多欧盟科学家

认为这会妨碍研究。

加入“盛会”减少依赖

分子遗传学家康斯坦丁·赛维瑞诺弗

参与了俄罗斯这一最新政策的制定工作，

他对《自然》杂志表示，推出新计划重要的

是使俄罗斯不被世界“CRISPR 盛会”排除

在外；另一个目标是让俄罗斯减少对进口

作物的依赖。

该法令将大麦、甜菜、小麦和土豆这 4 种

农作物作为优先研发目标。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称，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麦生产

国；也是其他 3种作物的主要生产国。

目前，科学家们已着手开发上述 4种作物

的基因编辑版本。RAS的科学家正在开发抗

病虫的土豆和甜菜品种；而旨在使大麦和小

麦更易于加工和更有营养的基因编辑研究正

在瓦维洛夫植物工业研究所以及 RAS细胞学

和遗传学研究所进行。

俄罗斯科学家是否能实现该计划雄心勃

勃的目标仍是未知数。上述匿名人士怀疑该

计划的时间表：“我相信政府会花钱，并称该

计划取得巨大成功，但我不太相信明年或晚

些时候会有任何新品种出现。”

柯切托夫则表示，该计划的目标切合实

际。“这一研究计划将带来有前途的产品，这

一点毫无疑问。”他说，因为法律更清晰，私人

公司可能会加快对基因编辑研究的资助。

但他认为，仍存在一些法律上的不确定

性。他也强调称，该计划开发的任何生物在

进入市场之前，都需要接受更进一步的监管。

俄罗斯康复大学植物科学家李义（音译）

表示，该计划的推出对俄罗斯和全世界都是

一次“重大举措”，可能促使中国在基因编辑

技术上投入更多资金，也有助于提高美国对

此类技术的热情。

（科技日报北京5月15日电）

投资千亿卢布 主攻小麦等四种作物

俄罗斯拟赴全球“基因编辑盛会”

本报驻英国记者 田学科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5月16日电（实习记者胡
定坤）北京时间 5 月 16 日上午 11 点，“猎鹰 9”

运载火箭已经站在了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基地

的发射平台上，SpaceX 却在最后一刻宣布取

消发射，“一箭 60 星”的发射好戏只能暂缓开

演，雄心勃勃的“星链（Starlink）”计划也将延

迟进入组网阶段。

是什么阻挡了火箭升空？SpaceX 说是发

射场上空的风。很多人不禁要问，看似强大

的火箭居然“弱不禁风”？

事实上，风、雨、雷电、严寒等不良天气是

影响火箭发射的重要因素，SpaceX 的发射计

划因天气原因延误堪称“司空见惯”。今年 4

月，“重型猎鹰”首次商业发射成功，但之前已

因天气原因两次推迟。2018 年 12 月，“猎鹰

9”执行“微小卫星特快专递”任务，一次发射

64颗卫星，同样因天气原因推迟了 3天。

推迟发射总好过发射失败，人类因天气导

致航天事故的教训惨痛。1987年3月26日，美

国用宇宙神/半人马座运载火箭发射一颗高价

值军用通信卫星时，遭遇雷雨天气，闪电击中火

箭导致发射失败。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

号航天飞机不顾严寒天气和火箭工程师的警告

强行发射，助推器上的橡胶圈受冷硬化损坏，导

致推进剂泄露、航天飞机爆炸，7名宇航员遇难。

因此，世界各国的航天发射都要严格遵

守“火箭发射天气标准”。记者了解到，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为

“ 猎 鹰 9”量 身 订 制 的 天 气 标 准 包 含“12 不

准”。其中排名前两位的都与风相关，分别是

“如果发射场水平高度 162 英尺（约 50 米）处

的持续风速超过 30 节（7 级风），不准发射。”

和“在上空存在可能导致火箭发射控制问题

的风切变情况下，不准发射。”

此外，“猎鹰 9 发射天气标准”对云层厚

度、雷击风险、温度湿度等都有严格的限制。

“猎鹰 9”发射遭遇天气限制

“星链”计划推迟只因火箭“弱不禁风”

意大利公司研发的具有AI功能的鸡尾酒
调配系统，该系统可以将158种酒类，按照消费
者意愿进行自动调配。 本报记者 田学科摄

甜菜是俄罗斯基因编辑研究计划中列出的4种作物之一。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展会上的机器人在学习模仿人的行为
方式。 本报记者 田学科摄

5月14日，以色列第18届国家生命科学和技术周在特拉维夫大卫洲际饭店开幕。会展吸
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公司和代表团参与。与会人士讨论了基因编辑和基因疗法、人
工智能和数字化医疗、颠覆性和先进医疗设备、细胞疗法新模式、学术界和工业界联合、未来医
疗保健、变化中癌症疗法、个性化药物和数字化医疗以及医用大麻前景等专业问题。

图为Pangolin医疗公司CEO欧哈德·夏弗冉与公司生产的用于教学的人体心脏模型。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以色列举办以色列举办
生命科技周生命科技周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6日电 （记者刘
霞）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15 日报

道，英国科学家对牙齿化石进行的分析表

明，现代人类始祖和尼安德特人可能在约

80 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比此前认为

的时间要早 40万年左右。

现代人类始祖与尼安德特人拥有共同

的祖先，但这两个人种何时以及如何分开

的细节一直是人类学界激烈争论的问题。

以前科学家对 DNA 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

称，这两类人种在约 40万年前分开。

但研究人员在位于西班牙西玛·德·洛

斯·休埃索斯洞穴发现的人类化石并不符

合上述情况。考古学家在此处发现了近

30 人的化石，这些人类遗骸被认为属于早

期尼安德特人，研究表明，他们生活于约

43 万年前。这表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

类“分道扬镳”的时间将早于此前的估计。

为了估计这一时间，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人类学家艾达·戈麦斯-罗伯斯博士对

这些人类遗骸以及其他 7种古人类——包

括南方古猿阿法种和罗百氏傍人的牙齿化

石形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比较了它们随

时间如何变化。

因为这些咀嚼牙牙冠的大小和形状以

稳定的速度进化，罗伯斯可以使用建模方

法来估计不同人种何时必须分开，才能导

致后来出现的不同种类的牙齿化石。

她说，在西玛洞穴发现的牙齿需要一

定的时间发展它的特殊功能，据此可以推

断，尼安德特人和早期人类至少在 80万年

前就已“分道扬镳”。

不过，最新分析仅包括来自西玛遗址

的尼安德特人化石，这些人类与欧洲其他

尼安德特人有何关系还是未知数。

不管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在约 40

万年前还是 80万年前“分道扬镳”，遗传分

析告诉我们，在古代欧洲生活的现代人后

来与尼安德特人杂交了好几次，直到现代

人类的这个“表兄弟”在约 3万年前灭绝。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或于80万年前“分道扬镳”
比此前分析早约 40万年

科技日报成都5月16日电（记者盛利）记

者 16日获悉，世界气象组织于 13日至 14日在

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多灾种预警会

议上，地震预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暾作

为唯一中国代表作了“中国多灾种预警的一些

进展”发言。这是中国多灾种预警科研进展首

次登上世界多灾种预警会议的“舞台”。

王暾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在预警地震灾

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滑坡灾害、海啸灾害方

面取得的成绩，提出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伙伴

关系（PPP）和国际合作对于建立多灾种预警系

统非常关键，建议世界气象组织拟建立的全球

多灾种预警系统宜将陆地灾害预警纳入其中。

“会议展现了我国灾害预警领域的持续创新带给

全球的机会，并将促进其成果服务‘一带一路’

国家及全球。”王暾说，实际上中国已在多灾种

预警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下一步的重要任务

是融合各多灾种预警功能，使其成为多灾种预

警系统，并解决相关的政策、法规问题。

首届世界多灾种预警会议是联合国减灾

署、教科文组织及世界气象组织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作为

时隔两年后的又一次大会，本次会议的重要

目的是汇集各国多灾种预警发展经验，助力

各国发展多灾种预警系统。

中国多灾种预警成果首次亮相全球“舞台”

科技日报北京5月16日电（记者刘霞）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15日报道，科学家已经创

建了用光脉冲代替电力进行超高速计算的

方法，新方法使用磁铁来记录计算机的数

据，几乎没有能耗，使人们能在不支付高额

电力成本的情况下获得更快的处理速度。

今天，数据中心服务器的耗电量占全

球总耗电量的 2％到 5％，这些服务器还会

发热，因此需要更多电力来冷却。这个问

题目前已经非常严重。

大多数数据通过磁性硬盘中微小磁铁

的指向（自旋）来编码二进制信息（0或 1），

磁读/写头需要使用大量电流来设置或读

取信息，而这会浪费大量能源。

现在，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德国雷根斯

堡大学、荷兰奈梅亨大学以及俄罗斯科学院

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在《自然》杂志撰

文指出，他们用极短的光脉冲（持续时间为

万亿分之一秒）代替电力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团队朝磁体发射

远红外频率（所谓的太赫兹光谱范围）内的

超短光脉冲，然而，即使是现有最强的太赫

兹光源提供的脉冲也不足以来切换磁铁的

方向。因此，研究人员制造了一个非常小

的天线，放在磁铁顶部，以便集中增强光的

电场，这个最强的局部电场足以在万亿分

之一秒内改变磁铁的磁化方向。而且，磁

体的温度没有增加，因为每次自旋，仅需太

赫兹光的一个量子（光子）的能量。

兰开斯特大学的罗斯季斯拉夫·米哈

伊洛夫斯基博士说：“这一方法的能量损失

极低，可以进行扩展。”

研究人员称，未来的存储设备还将利

用天线结构，实现实用的磁存储，同时最大

限度提高能效和速度。

研究人员计划使用位于兰开斯特大学

的新的超快激光器和位于科克罗夫特研究

所的加速器进一步研究，这些加速器能产

生强烈的光脉冲，可切换磁铁并确定磁记

录的速度以及能量极限。

光脉冲可实现无能耗超快计算

牙齿化石或改变我们对人类进化的
理解。 图片来源：《新科学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