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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马树怀 2019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五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科学狂人”埃隆·马斯克总能冷不丁地

搞个大新闻。

北京时间 7月 17日，马斯克创立的 Neu-

ralink 公司发布了一款脑机接口系统。这款

充满黑科技味道的设备，立马引发人们对科

幻场景的脱缰想象：黑客帝国要来了？

硬件平台确实可圈可点

简单来说，Neuralink 公司发布的脑机接

口系统，就是用长得像缝纫机一样的机器人，

向大脑中植入超细柔性电极来监测神经元活

动。整个系统包含 3000 多个电极，它们与比

头发丝还细的柔性细丝相连。

该公司计划，如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批准，将在 2020 年第二季度进行

人体试验。届时将在人类志愿者的头部钻 4

个直径 8毫米的洞，将电极植入大脑。

其实，Neuralink 公司公布的脑机接口技

术，国内外都有不少团队在研发。

“脑机接口是让大脑和机器直接沟通的

一种系统，它可以让人脑与机器互联，人机之

间的信息传递或通讯控制会变得更加方便。”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王毅军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王毅军看来，此次公布的脑机接口系

统，更加强调硬件平台。王毅军介绍，此前我

们看到的让残障人士利用脑机接口设备来控

制机械臂的人体试验，大多使用的是美国布

朗大学研发的 BrainGate系统。

“与 BrainGate 相比，Neuralink 公布的脑

机接口系统在通道数量和创伤程度两方面有

较大改进。”王毅军说，所谓通道就是对神经

元信息的采集点，Neuralink 凭借柔性细丝实

现几千个通道，而 BrainGate 采用的电极阵列

只有几十到上百个通道。

王毅军认为，从电极、电极植入、信号采集

以及整个系统集成来看，Neuralink的脑机接口

系统“对脑机接口硬件平台是较大突破”。

“Neuralink脑机接口系统的主要进步，一

方面是设计了柔性的高密度电极，另一方面

是设计了植入电极的机器人设备。”博睿康科

技有限公司（Neuracle）是国内一家实现脑机

接口自主产业化的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黄肖

山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2020年真能开展人体试验？

黄肖山用“极具挑战”来形容马斯克公布

的脑机接口方案。

“这个方案是瞄准一个终极目标来设计

的。”黄肖山说，这个终极目标是，通过在大

脑中植入成千上万的电极，精准监测大脑单

个神经元活动，最终破解大脑神经机制。

Neuralink 公司表示，这款脑机接口系统

可以用来诊疗癫痫、抑郁症等一系列神经系

统疾病。“但是，这种设计路径对于解决特定

神经系统疾病的必要性还有待探讨，然而对

于最终破解大脑神经机制却是必要的。”黄

肖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该方案的好处是，可

以把各种相关技术进行很好的集成，快速推

进大脑神经机制的破解。

王毅军也认为，目前来看 Neuralink 公司

的脑机接口系统更像一套通用的平台工具，

可以用来诊疗神经系统疾病，实现通讯控制，

以及进行神经科学研究。

提到Neuralink公司将在2020年进行人体

试验的计划，《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官网评价：

这个时间表相当野心勃勃，但可能性不大。

“正是因为采用了比较激进的设计方案，

Neuralink的脑机接口系统短期内实现落地应

用难度更大，距离人体试验也有一定距离，不

过其人体试验仍值得期待。”黄肖山分析。

脑机接口分无创和有创两类，并非所有的

有创脑机接口方案都像马斯克的这么“激进”。

黄肖山透露，博睿康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正

和多家三甲医院进行合作，研发一种同样可用

于诊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脑机接口设备。但这种

设备在应用时不需开颅，只需局麻微创手术，把

设备放到大脑皮下组织，从而降低感染风险。

谈到马斯克在发布会上强调的人机融

合，黄肖山表示看好这一理念：“脑机接口发

展到最后一定会实现人机融合。”

“这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随着脑科学

研究的不断发展，脑机接口技术也会有非常

大的进步和突破。”王毅军认为，目前来看，实

现真正的“脑机融合”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 （科技日报北京7月18日电）

马斯克发布脑机接口系统
专家：人体试验仍面临众多挑战

快递员到了小区，却反复打电话问你

在哪儿。这是配送“最后一公里”的困扰，

新型邮政编码正着力去解决这一难题。

7月16日，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与

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创新中心共同启动科

技部重大专项“新型邮编”子课题项目。未

来，每个人在每个位置空间都能建立统一且

精准唯一的“个人地址ID（新邮政编码）”。

核心是解决精准定位难题

“新系统目前应用的核心是解决物流

快递领域的精准定位问题。”国家邮政局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物流学博士方玺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传统邮

政编码系统相比，新型邮编运用网格技术

使物流快递定位更加精准。

据悉，该编码具有多尺度、可标识、可定

位、可索引、可计算、自动空间关联等特点。

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程

承旗表示：“现在位置系统发展到了立体空

间，我们的研究就是利用地球立体剖分模

型，把整个地球剖分成网格体，每个网格有

唯一的编码。我们正在探讨的是基于全球

网格编码，将原有的邮政编码进行延伸，最

终形成快递物流行业统一的编码标准。”

“如果说基于经纬度或行政区域的传统

编码方法主要定位的是X轴和Y轴形成的一

个平面，新型编码则加入了Z轴三维信息，甚

至四维的时间空间信息。”方玺形象地说道。

目前大多数快递公司使用的寄递编码

是三段码：区+分区+快递员，通常只能送

到小区。

专家表示，未来的门牌号或许只是简

单的一串数字或一个二维码，利于分享出

去，并结合导航系统应用，提供便利服务。

未来送快递、送外卖、送医、送药都很便利，

养老、消防、民政等领域也能据此直接上门

服务。“新型邮编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便

民是最直接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方玺说。

编码库是公共资源，
隐私不用担忧
“任何新技术都有利有弊。新的邮编系

统用于机构而不是个人，也许能有更好发展

机会。用于个人层面时，就要考虑大众心理

承受度和隐私保护。”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

术研究院教授马严表示担忧，他希望有相应

法律保障，以及相应措施保证新系统稳定可

靠，同时能适应变化，易核实、能纠错。

对此，方玺回应道：“新型邮编系统是

一种国家的公共资源，由国家管理每个人

的地址库并用于公共服务，有严格的信息

制度保障，不会被贩卖。传统的电信、银

行、邮政和物流快递其实也已经形成了庞

大地址库，却管理得很好。”

马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空间可以被

切分得很细，越细定位越精准，同时编码也

会越长。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创新中心副

主任陈波表示，初步草案是将新型邮编分

为地址标识编码模型和短码模型。

“如果大家在同一个网格区域，需要的

编码就越短。而且新型编码不会让人们去

记，它很可能以二维码等更简单的形式呈

现，方便使用。”方玺说。

专家表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统

邮政编码系统还会继续存在。“新型邮政编

码系统兼具传统邮政编码和快递公司三段

码的双重基因，它们可以并存，采取统一标

准的方法互相解析，在不同领域不同企业发

挥作用。” （科技日报北京7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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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园园

7 月 18 日，2019 中国司法监狱
监所防范技术设备展览会在北京开
幕。本届展览会有近百家企业参
展，展品涵盖监狱监所管理系统、监
视监控防范系统、安检系统、人员定
位系统、生物识别技术、违禁品检查
与检测设备等，展览面积达1万平方
米。

图为参展商展出的一辆全新的
警务应急指挥车。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科技护航

监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