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那个横空出世即一路“狂飙”的

ChatGPT吗？从2023年起，人工智能（AI）“百模

大战”从硝烟燃起到全面打响，让人应接不暇。

而AI模型背后的关键技术，正是机器学习。

10 月 8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约翰·霍

普菲尔德和英裔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辛顿，

以表彰他们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

而作出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诺贝尔奖委员会称：“尽管计算机无法思

考，但现在，机器已经可以模仿人的记忆并具

备学习等功能。今年的物理学奖得主为实现

这一目标作出了贡献。”

灵感源自人脑结构

当我们谈论 AI 时，通常指的是使用人工

神经网络进行的机器学习。如今，AI 正在彻

底改变科学、工程和日常生活。

事实上，这项技术最初的开发灵感源自人

脑结构。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大脑的神经元由

具有不同值的节点表示。这些节点通过类似于

突触的连接相互影响，这些连接可以变强或变

弱。例如，通过在同时具有高数值的节点之间

建立更强连接，可以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机器学习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

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对大量数据的分类和

分析。霍普菲尔德和辛顿利用物理学工具构

建了新方法，为当今强大的机器学习奠定了

基础。他们的研究起始阶段可回溯至 20世纪

80 年代，早在那时，他们就在人工神经网络方

面开展了重要工作。

利用物理学训练人工神经网络

霍普菲尔德发明了一种联想记忆网络，

它能够存储和重建图像以及其他类型的数据

模式。

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将节点想象成像

素。“霍普菲尔德网络”利用了物理学中描述

物质特性的原理。根据该原理，材料因原子

自旋而具有独特特性，这种特性使每个原子

成为一个小型磁铁。整个网络的描述方式相

当于物理学中自旋系统的能量，它通过寻找

节点之间连接的值来进行训练，从而使得保

存的图像具有较低的能量。

当输入扭曲或不完整的图像时，“霍普菲

尔德网络”会系统地遍历节点并更新它们的

值，从而降低网络的能量。因此，网络能够逐

步找到与输入图像最相似的已保存图像。

辛顿的研究建立在“霍普菲尔德网络”基

础之上，他构建了一种使用不同方法的新网

络，即玻尔兹曼机。它能够学习识别给定类

型数据中的特征元素。在研究中，辛顿运用

统计物理学原理，通过输入机器运行时可能

出现的示例对其进行训练。玻尔兹曼机可用

于对图像进行分类，或创建训练模式类型的

新示例。辛顿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推动

了当前机器学习的爆炸式发展。

智能驱动科研或成新范式

“获奖者的工作已经产生了巨大效益。

在物理学中，人工神经网络广泛应用于各个

领域，例如开发具有特定属性的新材料。”诺

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主席埃伦·穆恩斯说。

天津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负责人熊

德意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诺贝尔物理学

奖颁给两位“AI 先驱”，除了表彰他们在将物

理学与人工神经网络深度结合方面所作的贡

献之外，可能还有两层隐含意义，一是物理规

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中，在数字世界（计算机

模型、模型创建的虚拟世界）中也可能发挥着

制约作用。二是 AI与物理学等基础科学存在

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础科学不仅为 AI 筑起了

基座，同时其发现和理论也对 AI 研究提供了

启发和灵感。

与此同时，熊德意认为，随着 AI 纵深发

展，其对基础科学的反哺作用越来越明显，智

能驱动的科研极有可能成为科研第五范式；

AI 带来的自动化基础科研，未来可能推动基

础研究实现跨域式发展。

（科技日报北京10月8日电）

推动机器学习技术“爆炸式”发展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人工智能先驱”

◎张梦然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美国科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左）和英裔
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辛顿（右），因通过人工
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而作出的基础性发现
和发明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诺贝尔奖官网

人工神经网络仅仅是模仿生物大脑吗？

其实不然。它最初的灵感的确来自大脑结

构，但在其数十年的发展经历中，包括感知机

的出现、反向传播算法的发明以及深度学习

的兴起，这一领域已展现出多种学科之间的

交叉合作，这些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数学、

哲学、心理学、神经生物学等。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一句：人工神经网络正促进知识的交融

与创新。

跨学科研究往往能催生新技术或改进现

有技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来自不同背

景的研究者能带来多元化视角和方法，激发创

新思维。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单一

视角已难以提供全面解决方案。而多元协作

可以整合各领域优势，形成更加有效和综合的

应对策略，人工神经网络在解决气候变化、能

源、公共卫生问题时表现优异的原因正在于

此。这也启示着我们，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多元

协作的重要性。跨学科交流和国际合作，都将

为人们解决今天和未来的复杂问题提供强有

力工具。

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凸显多元协作重要性

10月8日是寒露节气，各地农
民抢抓农时忙农事，田间地头一片
繁忙景象。

图为江苏省泰兴市济川街道
耿戴村的农民驾驶大型犁地机在
耕翻田地（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顾继红摄）

寒露到

田间忙

“在二十四节气中，寒露最早出现

‘寒’字，表明深秋已至。昼夜温差变大，

应适时添加衣物，注意养阴润燥、润肺益

胃。”10月 8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时令节

气与健康”系列主题发布会，国家卫健委

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阳

气初收，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和心脑血

管健康成为当下健康防护的重点。

秋冬季节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对

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

任医师童朝晖解释，天气干燥、水分缺

失，呼吸系统纤毛摆动变弱，对外界病原

体和微生物的抵抗随之变弱。冷空气使

血管收缩，花粉过敏、过敏性鼻炎、过敏

性哮喘等可能会出现，慢阻肺、慢性支气

管炎、支气管扩张等可能会加重。

针对近期可能高发的传染性疾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常昭瑞

说，引起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包括病

毒、细菌、衣原体和支原体等，患者和部

分无症状感染者是呼吸道传染病的传

染源；病毒主要包括流感病毒、新冠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等；细菌

有肺炎链球菌、鲍特菌、脑膜炎奈瑟菌，

还有引发猩红热的 A 族β型溶血性链

球菌等。并非接触呼吸道传染病的病

原体都会发病，这取决于感染病原的种

类、传染性，以及个人的免疫状态、防护

程度等。因此，呼吁重点人群保持良好

的个人卫生和健康生活方式，通过接种

疫苗等措施加强防护。

除了呼吸系统疾病带来的困扰，寒

露时节过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

者健康风险也持续增加。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张宇辉介绍，由

于寒冷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

升高、心率增快，寒露节气确实会给高

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等患者带来一些健

康风险。秋冬季节，血管出现生理性收

缩增加，会加深靶器官损伤，所以更要

强调降压的规范和达标。如有不适，患

者应在医生指导下适时调整降压药种

类和剂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仝小林认为，血糖

高时人体本身就会“燥”，糖尿病患者赶

上“秋燥”症状容易加重。中医提倡“苦

酸治甜”，建议食用苦瓜、野菜等，中药里

的黄连、苦参、黄芩等都有降糖作用。此

外，酸性食物有收敛作用，可以敛气、敛

阴、敛汗，缓解糖尿病患者尿多、汗多、睡

不好等症状。患者也可通过按摩鱼际穴

等穴位，达到养阴、清肺、润燥的效果。

（科技日报北京10月8日电）

国家卫健委：寒意渐浓，谨记这些健康防护要点
◎本报记者 张佳星

10 月 8 日，美国科学家约翰·霍普

菲尔德和英裔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辛

顿，因在使用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方

面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而荣获 2024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知诺奖授予人工智能领域的研

究者，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

张娅既震惊又激动。“震惊的是诺贝尔

物理学奖竟然颁给了计算机科学家，激

动的是人工智能领域获得了更广泛的

认可。”张娅说。

在人工智能领域作出
奠基性贡献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模拟人脑神

经元工作方式的机器学习模型，旨在通

过模仿大脑的工作方式来处理复杂的

计算问题。如今人工神经网络被广泛

应用于医学、工程等各个领域，而且有

望用于设计下一代计算机。

“表面上看，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授予了人工智能领域，但从更广泛的

意义上讲，这个奖实际上授予了理论物

理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

员、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专家

曾毅说，两位获奖者的研究背景都起源

于物理学。

刚刚获奖的两位科学家，在人工

神 经 网 络 研 究 方 面 做 了 很 多 奠 基 性

工作。

“ 辛 顿 提 出 了 反 向 传 播 算 法 ，让

人 工 神 经 网 络 的 训 练 成 为 了 一 种 可

能；霍普菲尔德提出了霍普菲尔德网

络，这个网络对早期人工神经网络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许

多物理学家都曾利用霍普菲尔德网

络实现了由物理学到神经科学的跨

越。”张娅说。

“1986 年 ，辛 顿 发 表 了 反 向 传 播

算法的经典论文。虽然反向传播算

法 诞 生 于 20 世 纪 60 年 代 ，但 这 篇 论

文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掀

起了神经网络研究领域的‘文艺复兴

运动’。”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田

丰说，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多模态大模型的训练都离不开反向

传播算法。

“从人工智能的视角观察，可以说他们两位最核

心的科学贡献，是将起源于理论物理、生物物理两个

学科的理论成功应用于构建人工智能科学理论。学

科交叉研究为人工智能开辟了新天地。”曾毅说。

曾毅认为，霍普菲尔德对记忆与关联学习的智

能理论计算模型贡献很大，该模型在结构上是一个

典型的循环神经网络，其结构类似于

人脑中的海马体脑区；而辛顿对深度

神经网络及其训练方法的贡献，主要

在层次化与抽象化学习的智能理论

计算模型方面，该模型在结构上是一

个典型的层次化神经网络，相似的结

构可以在人类大脑皮层连接模式中

找到。

坚守曾经走不通的
冷门专业

被誉为“AI 教父”的辛顿，是现代

俗称的人工智能三巨头之一，目前国

际上活跃的很多人工智能专家都是他

的学生或同事，比如，openAI曾经的首

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韦尔就是他

的博士生。

“辛顿在 1978 年获得人工智能博

士学位后，正赶上人工智能低谷期。

那个时候人工智能领域的主流理论是

符号主义和专家系统，神经网络这条

路一度走不通。然而，辛顿并没有放

弃 ，一 直 坚 持 在 神 经 网 络 领 域 做 探

索。”田丰说，直到 2000 年左右 GPU 兴

起，辛顿才取得一些重大突破。此后，

他带领学生一路披荆斩棘，在人工智

能领域获得多个里程碑式成果。

“可以说，辛顿在青年时期很苦，

那时候神经网络这个研究方向看不到

希望，因为那时候既没有海量的互联

网数据，也没有强大的 GPU 算力，只有

算法，神经网络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

的。同时人工智能也是一个冷门专

业，学这个专业的人也不好找工作。”

田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而人工智能

的快速发展，却得益于辛顿在学术上

的坚守。

现在，辛顿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

安全风险。“针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滥

用恶用、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造成的

生存风险，辛顿不仅进行了理论研究，

还积极面向公众开展演讲，以提升公

众对人工智能风险的认知。”曾毅说。

在曾毅看来，与诸多获得诺贝尔

奖的科学成果一样，霍普菲尔德和辛

顿的科学贡献都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

的检验。

“受理论物理与生物物理启发的人工神经网络

理论与模型，不仅是现代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理论基

础之一，近两年在诸多科学领域也取得了显著和广

泛的应用效果，正在改变甚至是颠覆诸多学科的研

究范式。”曾毅说。

（科技日报北京10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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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日 报 北 京 10 月 8 日 电
（记者付丽丽）8 日，记者从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获悉，该局近日新批准

二维铬纳米栅格标准物质、二维硅

纳米栅格标准物质、一维硅纳米光

栅 标 准 物 质 3 项 国 家 一 级 标 准 物

质，这些物质能够同时满足纳米制

造产业角度和长度校准需求，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制造、

高端装备等领域的纳米制造提供精

准“标尺”。

据标准物质研制单位同济大学

相关专家介绍，研制高精度纳米级

标准物质，是打造高准确度纳米测

量传递链、提升国产纳米制造产品

质量可靠性的关键。二维铬纳米栅

格标准物质突破性地采用分步沉积

原子光刻技术，制备难度较大，可直

接 溯 源 到 自 然 界 量 子 化 物 理 常 数

（铬原子跃迁频率），角度绝对准确

性在 0.001°量级，相当于把一个蛋

糕按扇形均分成 36 万份；二维铬纳

米栅格的结构面积一般为 300μm

（微米）×300μm（微米），在没有划

伤或破坏的状况下，每次使用 2μm

（微米）×2μm（微米），不重复使用

测量区域次数可达 20000 次以上。

其可应用于晶圆级原子力显微镜、

扫描电子显微镜等集成电路微纳检

测设备校准，也可应用于对超精密

位移传感器多种参数的光栅干涉法

校准。

纳 米 级 角 度 标 准 物 质 的 研 制

成 功 ，实 现 了 纳 米 测 量 领 域 的 扁

平 化 计 量 ，可 通 过 在 线 校 准 直 接

将 高 精 度 计 量 数 据 传 递 到 企 业 计

量 现 场 ，避 免 传 统 逐 级 量 值 传 递

方 式 造 成 的 误 差 累 积 放 大 ，将 为

我 国 纳 米 制 造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

持续强化纳米测量领域标准物质研

制应用，进一步解决纳米制造“测不

了、测不全、测不准”问题，为筑牢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基础提供支

撑保障。

纳米级角度国家一级标准物质研制成功

科技日报银川10月 8日电 （记

者王迎霞）记者 8 日从宁夏农林科学

院获悉，福建、宁夏两省区农业科研

人员经过共同努力，成功培育出适合

在西北地区种植的水稻新品种“闽宁

1号”。该品种有望明年上市销售。

2018 年，福建、宁夏农业科技专

家针对宁夏引黄灌区水稻抗病品种

不足、种质资源遗传基础狭窄等问

题，着手水稻新品系育种技术合作。

多年来，他们在宁夏、福建、海南三地

奔波育种，创制出一批优质、高产、抗

病、适应性较好的水稻品种，其中“闽

宁 1号”表现优异。

眼下，在银川市永宁县、吴忠市

利 通 区 的 百 亩 试 验 田 里 ，“ 闽 宁 1

号”进入黄熟期，长势良好。“纵观整

个田间，水稻不但长得非常整齐，而

且每穗粒子较多，结实率很高，亩产

能达到 800 公斤左右。在宁夏试种

两年的结果表明，它不仅抗倒伏，抗

稻瘟病能力还很强。”宁夏农林科学

院农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孙

建昌说。

记者了解到，“闽宁 1 号”米质

达到了国标优质米 1 级标准，有望

成为继“宁粳 43 号”后又一具有优

良食味的水稻品种，很适合在宁夏

推广应用。

据悉，“宁粳 43 号”是宁夏农林

科学院历经 18 年自主培育的水稻

品种，高产、稳产、优质、抗病、适应

性广，在 2009 年天津召开的全国优

质粳稻优良食味品评会上综合评分

第一，深受广大农户和大米加工企

业青睐。

“最近，‘闽宁 1 号’已经通过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定。接下来，我们将迅速与企业对接

进行成果转化，让这一新品种走进千

家万户，端上老百姓的餐桌。”孙建昌

表示。

水稻新品种“闽宁1号”有望明年端上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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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力学所

研究员洪友士记得，在 LNM 接受国家

评估并获得“优秀”的成绩后，郑哲敏曾

语重心长地告诫 LNM 的成员们：“LNM

虽然有了一定的成绩，但不能满足。前

面的路途任重道远，我们仍然要力戒浮

躁，不断爬坡。”

“ 科 技 工 作 和 实 验 室 建 设 要‘ 不

断爬坡’，是郑先生一贯的思想。”洪

友 士 说 ，“ 这 不 仅 是 对 LNM 的 要 求 ，

也 是 对 力 学 所 全 所 的 要 求 。 郑 先 生

还经常说，科技工作要争做‘第一’，

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是别

人 做 过 的 事 情 ，就 要 比 别 人 做 得 更

好。”

郑哲敏十分重视青年科技人才的

培养，甘为人梯，提携后学。他曾用自

己一生的经验和感悟寄语青年科研人

员：“自然科学研究是比较苦、枯燥，但

这些基础研究必须要走在前面，才能真

正推进科技创造和发明，带动其他学科

发展。现在各方步伐都很快，但我想还

应有一批人，有志于稳下来，实实在在

做一些事。”

“郑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

他 的 精 神 和 成 就 永 远 铭 刻 在 我 们 心

中。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先生的名

字，那些被他点亮的人生、被他启迪的

智慧、被他塑造的品格，都一一浮现眼

前，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中国科学院

力学所所长罗喜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