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国 际
W O R L D

2024年 10月 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左常睿 邮箱 zuochr@stdaily.com

国际科技

本届诺贝尔奖讨论度之高，可能

是前所未有的。争论的核心在于：这

究竟是“人类的诺奖”还是“人工智能

的诺奖”？

有人欢呼雀跃，认为这是对科技进

步的高度认可；有人忧心忡忡，担心这

是否预示着人类科学家时代的衰竭。

然而，此次奖项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

此。AI 工具的效能，也不能用传统眼

光去看。

将诺贝尔奖颁发给人工智能（AI）

领域的成就，并非意味着人类科学家

的地位受到动摇。相反，这恰恰反映

了人类智慧的新高度。每一个能够自

我学习的算法模型，都是科研人员创

新 思 维 的 结 晶 ；每 一 次 AI 技 术 的 突

破，皆意味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更进一步。

AI 与人类科学家之间绝非零和博

弈的关系。AI 当然有它的独特性，它

在数据处理、预测模拟等方面不仅强

大，还有传统技术手段所没有的“想象

力”。但这种创新，恰恰为科研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工具，可帮助人们从纷繁

信息中快速提取关键线索、给出新的

假设方向，加速科学发现的步伐。历

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所展现的新兴力

量，也都会成为推动传统领域进步的

强大动力。

除了提高科研效率，“人机合作”

也开启了崭新的研究路径，并带来跨

学科合作模式。在 AI 的助推下，不同

背景的专业人士得以汇聚一堂，共同

解决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攻克的问题。

譬如，在医疗健康领域，AI 结合生物

医学知识可更精准地识别疾病早期迹

象；在环境保护方面，AI 能通过分析

气候变化趋势辅助制定更有效应对策

略。不胜枚举的例子共同证明了一个

事实：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而是人

的合作伙伴。

诚然，随着 AI 技术成熟并广泛应

用于各个行业，我们也面临一系列挑

战，例如怎样平衡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

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算法决策过程透

明公正，能否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

全人类福祉，等等。

同时，当我们面对 AI“参战”的全

球科技竞争新格局，如何培养出能够引

领未来创新潮流的人才，也已成为从国

家层面到个人发展都必须深思的重大

课题。

诺奖授予 AI 领域的成就，不仅是

对技术突破的肯定，更是对人类智慧的

礼赞。这一荣誉提醒人们，面对变革，

应当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迎接新技术

的到来，肩负起引导其健康发展的重

任，确保技术进步能够促进社会的发

展进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

“人机”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景。

“人类的诺奖”还是“人工智能的诺奖”？
◎张梦然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2024 年诺贝尔奖的三大科学奖项

已经依次揭晓。人工智能（AI）成为今

年开奖期间最热门的词汇。其中，美国

物理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和英裔加拿

大计算机科学家杰弗里·辛顿出人意料

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辛顿更为

人所知的身份是“AI 先驱”。诺贝尔化

学奖也颁给了开发出 AI 模型“阿尔法

折叠 2”的美国科学家德米斯·哈萨比

斯和约翰·乔普。

随着 AI 浪潮的不断涌现，能够自

主开展科学研究的机器人，即所谓的

AI“科学家”接踵而至。研究和开发 AI

的科学家频频问鼎诺贝尔奖，那么，AI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能否摘取科学殿

堂里这一诱人的奖项呢？

AI“科学家”纷至沓来

瑞典查尔姆斯大学机器智能教授

罗斯·金指出，目前全球已有大约 100

名 AI“科学家”。它们的“身影”活跃于

多个科研领域。

早在 2009 年，金与来自英国剑桥

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

发表论文，介绍了一位名叫“亚当”的机

器人科学家。他们称，这是世界上首台

能够独立开展科研活动的机器。

金等人在论文中阐述道，“亚当”能

自主提出假设，然后设计实验测试这些

假设。它甚至还能对实验室里的其他

机器人进行编程，让它们学习并开展实

验。“亚当”的任务是深入探究酵母的内

部运作机制。在此过程中，它发现了生

物体内全新的基因功能。

2015 年 2 月，“亚当”科研团队在英

国皇家学会期刊《界面》上撰文，宣布了

第二位 AI“科学家”——“夏娃”的诞

生。“夏娃”被用于研究治疗疟疾和其他

热带疾病的候选药物。它可以加速新

药研发进程，并降低研发成本。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网报道，

2021 年，全球首个数据智能驱动的机

器化学家诞生在中国，目前已成为该

校机器化学家实验室的重要成员。该

实验室负责人江俊称，从数百万材料

的可能组合中找到最优解，这项工作

很多科研人员一生都做不完。而有了

机器化学家，可能只需要一两周时间

即可完成。

今年 9 月，《自然》网站报道称，日

本 Sakana AI 公司和加拿大、英国科学

家携手，创建了一款基于大语言模型的

自动化科学研究和开放式发现综合 AI

系统，并取名为“AI 科学家”。从阅读

文献到提出新假设，再到尝试各种解决

方案并撰写论文，整个研究周期，它能

一气呵成。

任劳任怨优势多多

与人类科学家相比，AI“科学家”具

有多重优势：开展科研的成本更低，能

全天候不间断工作，还能勤奋地记录过

程的每一个细节。

江俊表示，机器化学家通过机器

人精准的自动化操作能力，可不知疲

倦地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化学大

脑”同步进行量子化学仿真模拟，再整

合广泛的理论数据与精确的实验结

果，进而开发出具备前瞻预测功能的

AI 模型，而该模型能用算法预见并确

认最优实验方案。

江俊强调，这种理论与实践交融的

研究范式，能从数百万种可能的配方中

迅速识别最佳组合，极大地加速了新物

质的发现过程。

《自然》报道也指出，AI“科学家”

通过自动化实验设计、数据分析、论文

写作等功能，显著提高了研究效率，减

少了科研成本，并加速了科学发现的

进程。

缺乏直觉和理解力

金坦诚地表示，AI“科学家”的科研

能力目前还未达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水平。若想让 AI“科学家”在科研领域

“折桂”，它们还需要变得“更聪明”。

挪威科技大学副教授英加·斯特拉

穆克也认为，短期内，AI 尚无法取代科

学家。不过，AI 正在并将继续对科研

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

她同时指出，“阿尔法折叠 2”能基

于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准确预测其三

维结构，“做了人类无法做到的事情”，

其计算能力也让人类望尘莫及。同时，

“阿尔法折叠 2”也揭示了当前 AI 模型

的一个弱点：尽管它们非常擅长处理大

量信息并得出答案，但在解释这个答案

是否正确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

此，尽管“阿尔法折叠”预测的 2 亿多个

蛋白质结构“非常有用”，但它们“未直

接揭示新的生物学原理或机制”。

对斯特拉穆克而言，科学研究的真

正意义在于设法理解宇宙，而不仅仅只

是“做出正确的猜测”。

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

AI 虽然能够获取信息，但还无法像人

类那样敏锐地感知世界。因为 AI通过

处理数据来构建知识，缺乏对这些知识

的真正“理解”。

澳大利亚人工智能研究所一位科

学家也指出，诺贝尔奖奖励的是科研领

域的突破，是对人类认知宇宙和世界

“改变范式的表达”，而非简单的发明。

金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今天的科学

发现大部分归功于人类的直觉，但目前

的 AI还不具备这种直觉。

AI“科学家”能摘取诺奖桂冠吗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0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最新一期《自然·纳米技

术》杂志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

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磁电纳米圆盘，

为无创刺激大脑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有

望替代传统的植入式或基因改造疗法。

脑深部电刺激术（DBS）通过在目

标大脑区域植入电极来治疗帕金森病

和强迫症等神经和精神疾病。尽管其

疗效显著，但 DBS 的手术难度和潜在

并发症限制了这种侵入性手术的应用

范围。

新型磁电纳米圆盘则提供了一种

更加温和且无创的方式来达到类似的

效果。这些纳米圆盘由双层磁性核心

和压电外壳组成，直径约为 250 纳米，

仅为人类头发丝宽度的 1/500。它们可

以直接注射到特定的大脑区域，并通过

体外施加磁场随时激活。磁性核心具

有磁致伸缩性，这意味着它在磁化时会

改变形状。

圆盘形状是其高效性的关键因素

之一。之前使用的球形磁性纳米颗粒

的磁电效应非常微弱。而圆盘形状具

备的各向异性使磁致伸缩效应增强了

1000倍以上。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首先将纳米

圆盘添加到培养的神经元中，并利用

磁场短脉冲按需激活这些细胞。这

种刺激不需要任何基因改造。随后，

他们将一小滴磁电纳米圆盘溶液注

射到小鼠大脑的特定区域。只需开

启附近的较弱电磁铁，即可触发颗粒

在该大脑区域释放微弱的电击。通

过切换电磁铁，可以远程开启和关闭

这种刺激。

磁电纳米圆盘能够刺激与奖赏感

受相关的大脑深部区域，即腹侧被盖

区。此外，研究人员还刺激了与运动控

制相关的另一个大脑区域，即丘脑底

核，这是帕金森病患者通常植入电极的

位置。结果表明，研究人员成功调节了

运动控制，甚至能够在健康小鼠的大脑

一个半球注射纳米圆盘后，使用磁场诱

导小鼠旋转。

这一创新技术不仅为神经疾病的

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未来的非

侵入性脑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磁电纳米圆盘无创刺激大脑深部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0日电 （记

者张佳欣）9 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

一篇论文称，美国西北大学材料科学家

利用肽和塑料中大分子的片段，开发出

一种由微小、灵活的纳米级丝带组成的

材料。这种柔软、可持续的电活性材料

有望为医疗、可穿戴和人机界面设备提

供新的应用可能性。

这种材料可以像电池一样充电，用

于储存能量或记录数字信息。它还具

有高效节能、生物相容性好以及由可持

续材料制成等优点，有望催生出新型超

轻电子设备，同时减少电子产品的制造

和处置对环境的影响。

新 材 料 的 秘 密 在 于 肽 两 亲 分

子。这些分子包含肽和脂质片段，当

置于水中时，其脂质片段会驱动分子

自组装。

研究人员用聚偏氟乙烯（PVDF）塑

料的微型分子片段替换了脂质尾部，但

保 留 了 包 含 氨 基 酸 序 列 的 肽 片 段 。

PVDF 常用于音频和声呐技术，是一种

具有特殊电性能的塑料。它在受压或

挤压时可以产生电信号，这种特性被称

为压电性。同时，它也是一种铁电材

料，具有极性结构，可以通过外部电压

使极性旋转 180度。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包 括 PVDF 在 内

的所有塑料都含有聚合物，这些巨型

分子通常由数千个化学结构单元组

成。他们精确合成了仅包含 3 到 7 个

偏二氟乙烯单元的微型聚合物。有

趣的是，具有 4、5 或 6 个单元的微型

片段受到自然界中蛋白质中存在的

β-折叠结构的支配，会组织成稳定

的铁电相。

这种新材料不仅具有与 PVDF 相

同的铁电性和压电性，而且其电活性

稳定，能够使用极低的外部电压切换

极性。

经过进一步开发，这种新型软材料

可用于低功耗、节能的微型存储芯片、

传感器和储能单元。还可以将其集成

到编织纤维中，制造出智能织物或类似

贴纸的医疗植入物。在可穿戴设备中，

电子设备通常通过腕带笨拙地固定在

人体上，有了这种新材料，腕带本身就

具备了电子功能。

软质电活性材料像电池一样储能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物理学家组织网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0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据最新一期《自然·水》杂志

发表的论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

师开发了一种新型海水淡化系统。该

系统能够根据太阳光照的变化自动调

节脱盐速度。

这种创新的海水淡化装置能够与

太阳能变化同步工作。随着一天中阳

光强度的增加，系统会相应地加快脱

盐过程，并且能够即时适应阳光强度

的任何突然波动。例如，在云层遮挡

时，系统会减慢脱盐速率；而在天空放

晴时，则会加速这一过程。

该系统对阳光变化具有高度敏感

的响应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太

阳能资源。即使全天的光照条件多

变，系统仍能稳定地产出大量的清洁

饮用水。与传统的太阳能驱动海水淡

化方案相比，这项新技术不需要额外

配备电池来存储能量，也不依赖于电

网等辅助电源的支持。

研究团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

个地下水井社区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

实际测试，涵盖了多种天气状况及水质

条件。尽管面临着天气和可用阳光的

巨大变动，该系统依然表现出色，平均

利用了超过 94%由太阳能板产生的电

能，每天可提供高达5000升的净化水。

为了消除对外部储能设备的需

求，工程师将系统的响应时间缩短到

了几分之一秒内。这意味着，新系统

每秒钟可以更新 3 至 5 次脱盐率。这

样的快速响应机制使得系统能够在无

需外部能源补充的情况下，高效应对

日照条件的波动。

实现这一灵活脱盐方法的核心在

于采用了“流量指令电流控制”技术。

当太阳能板产生的电量超出当前需求

时，控制器会自动指示系统加大泵送

力度，从而推动更多的水流经电渗析

单元。同时，通过增大输送给电渗析

堆的电流，系统能够从流速更快的水

中更有效地去除盐分。

这是技术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精彩

演出。全新的海水淡化系统不仅能够

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自动调节脱盐

速度，还能在云层遮挡时巧妙减速，在

晴朗时加速，仿佛拥有感知天气变化的

智慧。而其最大亮点在于无需额外电

池或电网支持，这种对太阳能的极致利

用，不仅解决了传统设备的能源存储难

题，还大幅降低了成本。该成果在展示

技术力量的同时，更体现了人类在可持

续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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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工程师坐在一辆拖车上，拖
车里装有电渗析海水淡化系统。

图片来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 10 月 9 日报道，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了一项新的

宇宙探索计划——“探测器探索者”计

划。这一新计划将填补 NASA 大型旗

舰级任务和小型任务之间的空白，其

中包括“高级 X 射线成像”卫星以及

“天体物理学探测远红外”任务。

NASA 科 学 任 务 局 副 局 长 尼 古

拉·福克斯表示，“探测器探索者”计划

是 NASA 最大的天体物理学项目之

一，旨在以更具创造性的方法探索宇

宙。它不仅能够激发创造力，选定的

概念还有望为未来天体物理学领域的

旗舰任务开发关键技术。

“高级 X射线成像”卫星将具备卓

越的空间分辨率，非常适合研究超大

质量黑洞与星系的演化历程。研究人

员希望，该探测器能站在此前 X 射线

天文台的“肩膀上”，揭示宇宙中众多

事件的神秘起源。

“天体物理探测器远红外”任务将

配备一台长1.8米的望远镜，旨在研究渗

透到太空中的远红外辐射。该项目由喷

气推进实验室管理，旨在回答有关行星、

超大质量黑洞、恒星和宇宙尘埃起源的

诸多谜题。研究团队表示，虽然詹姆斯·
韦布空间望远镜具有红外能力，但拟议

中的新探测器将填补韦布空间望远镜和

射电望远镜之间的电磁波谱空白。

目前，这两个拟议的项目正面临

进一步评估。

NASA公布“探测器探索者”计划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最新

一期《风湿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

表明，多摄入一些咖啡因，或能为心脏

健康加分。

为了降低心血管风险，目前医生

给出的建议大都与减少炎症有关，包

括少服用可的松药物、不吸烟、降低胆

固醇，以及控制高血压等。

然而，意大利罗马大学科学家开

展的最新研究表明，咖啡、茶和可可中

的咖啡因会提升内皮祖细胞的活力，

从而改善心脏健康。内皮祖细胞不仅

能帮助血管内壁再生，也参与血管生

长过程。

此前，科学家已经知道，富含维生

素 D（存在于油性鱼类和鸡蛋中）、维

生素 A（存在于许多水果中）和不饱和

脂肪酸的饮食，以及低钠饮食，似乎都

有助减轻炎症。咖啡因除了众所周知

的“提神”作用外，也具有抗炎功效。

它会与免疫细胞表面表达受体“携手

合作”，共同抵御炎症的侵袭。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通过食物

问卷，对 31 名没有传统心血管危险因

素的狼疮患者进行了详细调查。一周

后，他们采集了患者的血液样本，测量

了其血管的健康状况。结果令人惊喜：

摄入咖啡因的患者血管健康状况更好。

咖啡因或有助改善心脏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