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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本报记者 张梦然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31日电 （记

者刘霞）来自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

验室以及匈牙利的科学家，在英伟达

公司的高性能图形处理单元（GPU）上

成功执行了量子化学计算，创造了含

金属复杂分子模拟速度新纪录，为 电

子 结 构 计 算 设 定 了 新 基 准 。 相关论

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化学理论与计算》

杂志。

金属酶能够加速化学反应，降低能

耗，使反应过程更加高效和可持续。深

入了解和优化这些催化剂，对于医药、

新能源和消费品等诸多行业至关重

要。然而，此前快速且高精度的化学计

算往往难以实现。

为解决这一难题，研究团队集结最

先进的硬件与量子化学张量网络算法

等尖端模拟技术，在单个 DGX-H100

GPU 节点上，实现了每秒高达 246万亿

次浮点运算的计算速度。

团 队 表 示 ，与 此 前 用 英 伟 达 公

司 的 其 他 GPU 开 展 的 计 算 相 比 ，此

次计算的速度提高了 2.5 倍；而与用

中央处理单元（CPU）进行的类似计

算 相 比 ，此 次 计 算 速 度 更 是 提 高 了

80 倍。

最新研究旨在实现多体薛定谔方

程的高效且精确求解。这些方程对于

理解分子和材料的电子结构十分关

键。目前，全球仅有少数计算系统具备

如此强大的计算能力。

团队强调，最新成果使复杂化学

系统的研究能够快速改进和迭代，充

分展示了大规模计算在解决量子化学

问 题 方 面 的 潜 力 。 此 外 ，更 出 色 的

GPU 计算框架，以及人工智能引导的

物理学，结合为大型定量机器学习模

型生成训练数据的新方法，有望为实

现能源、健康等领域的新应用贡献重

要力量。

含金属复杂分子模拟速度创纪录

随 着 人 工 智 能（AI）技 术 的 不 断

进步，其在各行业的应用日益广泛。

从优化农业生产到提升商业效率，AI

正逐步改变着传统作业模式。学术

界与产业界的合作，也在推动着这一

变革。

“嗨！巴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

巴黎 HEC 商学院主办的“2024HEC 数

字创新与分析高管论坛”上个月稍早时

间在巴黎举行。来自欧洲、美国和亚洲

的学者及企业高管们，开始深入探讨

AI在商业领域的最新应用以及 AI未来

的发展前景。

AI在农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论坛上，路易达孚集团数据科学与

分析主管亚历克斯·雷赫瓦在“利用数

据和 AI 服务未来农业”的主题报告中

指出，AI 正在并将在农业中发挥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

路易达孚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

农产品贸易与加工企业。它利用数据

科学将农作物监测、天气、交易、可持续

性、物流、业务优化等多方面信息进行

系统的数据化，借助 AI 技术全面综合

分析，从而对种植、销售、物流和仓储等

决策提供优化建议。

以橙子种植为例，通过抽样监测果

树，借助新的 AI模型，整合多方面影响

橙子产量的外界因素，该集团能够提前

11周作出更为精准的作物预测。

在天气预测方面，AI 能够在宏观

尺度提前预测气候风险，从而指导种植

决策规避灾害天气影响，并能够对农作

物价格波动进行预测。在较小尺度上，

AI 可以更为准确的评估和预测早期霜

冻等风险。AI 还可以对特定河流的水

位状态进行监测和预测，并为特定地区

提供种植决策。

初创公司 EASY24 数据主管鲁本·
维斯卡诺介绍了 AI 如何帮助酒厂、批

发商和终端商户之间建立更高效的采

购模式，并由此催生新的商机。

维斯卡诺表示，酒厂和批发商提供

的产品清单没有统一格式，有的是文字

文件，有的是图片文件，还有的是口述

录音。以前，不同类型的信息源很难统

一处理，但随着通用 AI技术的发展，这

些信息都能够被 AI 理解，并在短时间

内生成统一的格式。利用这一技术，

EASY24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建立起

信息平台，从而解决了双方难以取得及

时联系的痛点。

AI优劣势还需更深入研究

AI 飞速发展，人们对其评价趋向

两端。乐观主义者认为，AI 具备巨大

的潜力，将改善社会的各个方面。悲观

主义者则担心 AI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

响，如失业和不可控的技术滥用。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阿宁迪亚·
高什教授发表了题为“与 AI共同发展，

构 建 AI 之 屋 以 获 得 竞 争 优 势 ”的 讲

座。高什表示，相较于电力和计算机等

传统通用技术，AI 更为复杂，在本质上

具有不确定性。人们需要更深入地理

解人类相对于机器和算法的优势与劣

势，从而找到能充分发挥 AI 作用的领

域，让 AI成为人类智能的有力补充。

高什认为，AI 存在的偏见问题往

往源于反映历史社会行为的数据生成

过程，责任不在 AI，而在于人类自身。

AI 去偏算法的新发展将能够应对这些

问题。

高什说，AI 技术本身并不是问题，

反而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关键。

搭建交流平台追踪AI进展

巴黎 HEC 商学院的李喜彤教授

是本次论坛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同时

也是“嗨！巴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

研究员，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他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论

坛是“嗨！巴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

一次学术尝试，旨在搭建一个学术界

和企业界交流 AI 技术和应用的高端

平台，通过汇集欧洲、美国和中国的顶

尖学者与头部企业，从多角度把握 AI

发展的前沿态势。

“嗨！巴黎”是法国政府重点打造

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024 年 5 月，马

克龙总统在爱丽舍宫会见法国人工智

能领域顶尖人才，并决定为该项目再次

注资 7000 万欧元，以支持其在 AI 人才

发展和创新方面发挥驱动作用。

李喜彤表示，未来计划以每年一届

的模式持续举办人工智能主题论坛，并

将持续追踪伴随 AI高速发展的商业应

用和社会影响。

人工智能正推动产业模式改变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31日电 （记

者张梦然）欧洲南方天文台（ESO）献上

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名为“黑狼星

云”的神秘宇宙图像。这张照片由位于

智利的帕拉纳尔天文台的 VLT 巡天望

远镜拍摄，以 2.83亿像素的超高清分辨

率记录下这片星云在五彩斑斓的宇宙

背景下的独特轮廓——仿佛一只潜伏

在夜幕中的狼，正伸出爪子准备捕捉路

过的行人。

黑狼星云隐藏于夏季星座天蝎座

之内，距离地球大约 5300 光年之遥。

这片星云实际占据的天空面积相当于

四个满月的大小，而它只是更大星云

Gum 55的一部分。

黑狼星云是由极为密集的宇宙尘

埃组成的寒冷区域，这些尘埃遮蔽了背

后的星光，仅允许红外线等较长波长的

辐射穿透。这些尘埃云团虽然冰冷，但

通常是新星诞生的地方。

黑狼星云之所以能在星空中显形，

是因为它与周围明亮的星云形成了鲜

明对比。这张照片以惊人的细节展现

了这只“狼”如何从其后方那些正经历

着恒星形成的辉光云层中脱颖而出。

那些五彩缤纷的云朵主要是由氢气构

成，并受到新生恒星强烈紫外线辐射的

影响而呈现出红色。

虽然有些黑暗星云，比如著名的煤

袋星云，可以凭借肉眼观察到，但黑狼星

云则需要借助现代天文设备才能显现。

这张照片是利用 VLT 巡天望远镜

（VST）获取的数据合成的。为了得到

这张照片，ESO 团队结合了多个时间点

拍摄的图像，每个图像都经过特定的滤

镜处理来捕捉不同颜色的光线。所有

这些图像都是在 VST 南银河平面和陆

光度 Hα巡天（VPHAS+）过程中收集

的，该调查已经记录了银河系中超过 5

亿个天体的信息。

此类调查不仅帮助科学家更好地

理解银河系中恒星的生命历程，而且这

些数据还通过 ESO 的科学门户向公众

开放，鼓励人们共同探索这些隐藏在宇

宙深处的秘密。

2.83亿像素合成图“捕捉”到黑狼星云

星云在五颜六色的发光气体云的
背景下，营造出“黑狼”的轮廓。

图片来源：ESO/VPHAS+团队

想象一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夜里，只有一支小小的手电筒，你能否

立刻辨认出自己的位置，并从一个半径

3 公里的任意点找到回家的路？对于

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但对于那些夜空中飞翔的蝙蝠

而言，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最近，《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报

告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那些使

用回声定位的蝙蝠们，居然拥有一种特

殊的“超能力”——能够在漆黑的夜晚

里，仅凭回声定位就能完成千米级别的

导航。换句话说，即便是被人为地挪到

千米之外，它们依然能够迅速而准确地

在黑暗中找到回家的路。

这其中的奥秘，是由德国和以色列

科学家联手揭开的，他们选择在以色列

的胡拉谷进行实验，对象是重仅 6 克的

库氏伏翼蝙蝠。

为了追踪这些小家伙的行踪，科学

家给每只蝙蝠都贴上了一种名为 AT-

LAS的轻型反向GPS跟踪装置。这种装

置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实时位置信息，

帮助科学家了解蝙蝠究竟如何找回家。

在连续几个夜晚里，科学家跟踪了

76 只蝙蝠的活动轨迹，它们都被迁移

到了距离巢穴最远达 3 公里的不同地

点。但大多数蝙蝠依然能在短短几分

钟之内成功返回自己的家。即便是在

完全黑暗的情况下，仅依靠回声定位这

一种方式，也有高达 95%的蝙蝠能够顺

利找到回家的方向。

科学家们注意到，蝙蝠似乎特别偏

好在那些声学信息更加丰富的区域飞

行。这样的地方通常会提供更多的回声

反馈，帮助它们更好地理解周围环境。而

在寻找归途的过程中，蝙蝠会展现出一种

独特的飞行模式：先是进行一些曲折的飞

行，似乎是在确认自己的位置；接着，就会

做出判断，调整路线径直朝家的方向飞

去。这表明，这些小家伙实际上是在大脑

中构建了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声学地

图”，并利用这个地图来进行导航。

尽管蝙蝠们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回

声定位能力，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它们还是会利用视觉来辅助导航，以进

一步提升定位精度。这一发现不仅让

人们对这些夜间飞行者的生存技能有

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为人们开发新的

导航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蝙蝠如何实现千米级夜行导航

库氏伏翼蝙蝠。
图片来源：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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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

张佳欣）《科学》杂志31日发表了一项由

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中心团队完

成的重要成果。他们成功绘制出人类剪

接体的第一个详细结构图谱，为理解这

一复杂且精密的分子机器提供了新视

角，并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铺平了道路。

剪接体被称为细胞内的“剪辑大

师”。它的主要职责是在 DNA转录过

程中精细地编辑遗传信息，从而使单

个基因能够编码不同版本的蛋白质。

据估计，大约 90%的人类基因需要经

历剪接体的加工。如果在剪接过程中

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尽管人类基因组中仅有大约 2 万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但通过剪接机制，

产生的蛋白质种类可以增至这个数字

的好几倍，有些估算认为可达 10 万种

以上。为了研究剪接体功能，科学家

调整了人类癌细胞内 305 个与剪接体

有关基因的表达水平，并观察了这些

变化是如何影响基因组剪接的。

研究揭示了剪接体内部各组成部

分的独特调控功能，发现剪接体的核

心蛋白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参与决策，

确定遗传信息如何被处理，进而影响

到蛋白质的多样性。例如，有的剪接

体负责识别要删除的 RNA片段，有的

则确保在正确的位置进行切割，还有

一些则起到保护作用，防止其他组件

提前行动干扰未完成的工作。

研究还显示，剪接体是一个高度

互联的系统，对任何一个组件的干扰

都可能引起广泛的影响。

科学家认为，癌细胞对于这种高

度互联的剪接网络的依赖可能是其致

命弱点。通过干预剪接过程，有可能

将癌细胞置于无法适应的状态，导致

其自我毁灭。这一发现为未来的癌症

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依赖 DNA

发出的精确指令才能正常运作。这些

指令被转录成 RNA，随后经历一个至

关重要的编辑过程，这就是剪接。包括

癌症在内，许多疾病都是由剪接错误引

起的，而新的剪接体图谱可以帮助人们

准确确定患者细胞中出错的位置。我们

很高兴地看到，纠正剪接错误的药物，正

在改善脊髓性肌萎缩症等罕见疾病的

治疗。如今有了这份新图谱，新疗法将

有望应用到对其他疾病的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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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正在进行细胞培养。
图片来源：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

组调控中心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

趣味工程网站近日报道，瑞典钢铁制

造商 SSAB 和芬兰智能建筑公司 Par-

maco 携手，设计了全球首座完全采用

无化石钢建造的概念建筑。该项目预

计于 2025 年正式动工，并于同年底竣

工。这标志着人类向造出更可持续建

筑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无化石钢，是一种在生产过程中

不使用化石燃料生产的钢。传统炼钢

工艺利用煤炭和焦炭等化石燃料，加

热铁矿石并将其转化为钢铁。这些化

石燃料燃烧时会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

碳，加剧气候变化。

最新项目用的无化石钢得益于

HYBRIT 技术。HYBRIT 技术使用

绿氢等无化石能源成功替代了煤炭和

焦炭，实现了钢铁制造行业的二氧化

碳零排放，且副产品仅为水。2024 年

8 月，SSAB 公司宣称，他们利用 HY-

BRIT 技术成功生产出无化石钢，并

可以进行工业化生产。

粗略估算表明，HYBRIT 技术有

望将瑞典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减少

10%以上。

SSAB 公 司 表 示 ，借 助 HYBRIT

技术，他们可以消除传统炼钢过程中

产生的碳排放，显著降低建筑材料对

气候的影响。最新合作展示出无化石

钢在建筑行业的潜力。

首座无化石钢建筑明年底竣工

第四届中英科技峰会本月稍早时

间在伦敦肯辛顿市政厅举办。本届峰

会以“共译·共创·共进化”为主题，获

得了来自中国、英国、北美、澳洲和欧

洲的多家合作机构的支持。

中英科技峰会是一个非营利性、

独立运营的国际大型活动。峰会组委

会由全球各高校学者组成。本次峰会

从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生命科学、创

新创业四个角度，邀请众多行业内重

磅嘉宾进行会谈讲座，为在英学者拓

展学术思考，搭建合作桥梁。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科技公参丁明

勤在会上表示，中英科技创新优势互

补，中英合作提升了两国的科研能力

和生产力，为双方提供了新的发展机

遇。两国在绿色低碳技术、先进农业、

抗生素耐药性研究、生物多样性、创业

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相信中英科技

创新合作将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

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次活动同时举办了主旨演讲、

学术论坛、创新设计展览、科技展览、

初创项目路演、科技企业展示及校园

招 聘 会 等 多 项 活 动 ，同 时 在 B 站 和

Youtube 同步直播，吸引了线上线下

观众同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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