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大自然是神奇的发
明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
创造了世间万物，而人脑一定
是其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脑
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自
然界亿万年的演化历程。

原始的单细胞动物 （如变
形 虫） 和 低 等 的 多 细 胞 动 物
（如海绵） 没有神经系统，它们
只能够被动地适应环境，环境
适合就生长繁殖，环境不好就
死 亡 。 到 了 腔 肠 动 物 （如 水
螅） 才出现神经网，这是最简
单的神经系统，它增强了水螅
捕食和躲避伤害的能力。

环节动物 （如蚯蚓） 的神
经元开始集中，形成了神经节
并组成了神经链。神经链的产
生使蚯蚓有更敏锐的触觉和运
动能力。蚯蚓可以根据树叶的
形状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拖拉，
对窄树叶会抓其柄部，对宽树
叶则抓其尖端，更有效地把树
叶拖入洞中。

螃蟹、蜜蜂和蚂蚁为代表的
节肢动物出现了脑神经节、足神
经节和腹神经节。其中脑神经节
特别大，已经有能力“领导”全
身的行为了。

距今4.8亿年的奥陶纪出现
了原始的脊椎动物——鱼。鱼
类出现了比较成型的脑，但是
容积很小、表面光滑。鱼类中
鳗鲡的脑仅占体重 0.005%。爬
行动物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大脑
半球，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脑功
能越来越复杂精巧，适应环境
的能力也更强。

哺乳动物当中有一些相当
聪明的物种，比如，海豚的脑
重约 1600 克，占体重 0.9%，它
的神经元分布的密度也和人脑
相似。海豚被认为是目前地球
上 智 力 最 高 的 生 物 之 一 。 但
是，海豚为什么没有进化得更
加完美？很大的原因是海洋生
活造成的限制——没有灵巧的
能够制造工具的双手。

黑 猩 猩 的 脑 重 占 体 重
0.7%，它们有较高水平的感知
能 力 ， 有 哭 和 笑 这 类 面 部 表
情，会利用简单的声音进行交
流，会利用工具取食。它们为
什么没能进化成人类？这和食
性有关，它们只吃植物和少量
昆虫，而吃鱼类等含有丰富蛋
白质和脂类的食物，对人类大
脑的进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也和环境有关，它们停滞
在热带森林里相对安逸，而不
像人类祖先那样走出森林，在
复杂多变的环境里物竞天择。

大约 250 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会制造工
具、从事劳动的原始人类 （能人）。能人的脑
重只有现代人的1/3至1/2，他们已经学会了使
用工具，并渐渐开始直立行走。大约25万年前
至 3 万年前是尼安德特人 （早期智人） 繁荣的
时期，他们分布于欧洲和中亚等地区，以狩猎
为生。尼安德特人的脑重与现代人相当，他们
会制造并使用各样的石制工具和木制长矛，埋
葬死者，照料生病或受伤的人，具有了和现代
人相似的理性和情感。2.4万年前，他们神秘地
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支从原始人类进化
而来的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是当今世界四大人种共同的祖
先。他们的脑重约1250克，稍低于现代人，也
稍低于尼安德特人。他们生活于距今 1 万到 5
万年前，过着原始部落那种茹毛饮血、逍遥自
在的生活。男人打猎捕鱼，女人采集植物和管
理氏族的内部事务。他们的智力进化到与现代
人几乎相等的水平。如果让 1 万年前的人类突
然跨入我们的社会，他们一定惊讶无比，不知
所措，但是他们能够慢慢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
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从脑功能
的角度来评价，已经是聪明的人类。

地球的进化用了46亿年，人类的进化用了
250万年。人类真正的文明历程却不过区区1万
年。这 1 万年里，人类上天入地、遨游深海、
探索外星，却无法解开自己的大脑之谜，它比
宇宙中的繁星更神秘，既精巧又脆弱。

未来人脑会如何进化？是否会出现智商远高
于我们的人类？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从生物进化
的角度是不可能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又使其具有
可能。智力的无限上扬未必是好事，就个体幸福
和社会和谐而言，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智慧来使用
自己的头脑，并善用科技、文化等无数人类智慧
的结晶。

（ 作 者 系
华中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副教授，中国
神经科学学会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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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趣潭 全国科技周
怀国篆刻

塑料污染未来将成为人类新挑战
□□ 贝利斯 库 克

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
一些饮料的吸管和以前不同了。最近，
餐饮行业掀起了一股热潮，许多商家开
始逐渐将塑料吸管淘汰出历史舞台。在
此之前，不少国家早已开始实行“限
塑”政策，努力限制进入环境的塑料量。

我们确实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塑料产
生的问题：每年，大量塑料垃圾进入海
洋、土壤等环境中，甚至人类自身都成
了受害者，即使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
也受到了影响。

但是从全球角度而言，我们对塑料
垃圾这个问题究竟了解多少？如果想到
其他全球性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或
臭氧层消失，围绕这些问题的研究领域
已经日渐成熟。科学家已经掌握多种手
段和方法，可以确定导致气候问题的气
体来自何处，以及每年有多少气体会进
入大气中，但说到塑料污染，我们对塑
料垃圾的生产、管理、处理、丢弃方
式，几乎一无所知。

近日发表在 《科学》 杂志上的一项
新研究致力于揭开塑料污染问题的现状
与未来。研究人员跟踪并模拟了塑料进
入全球陆地和水体的过程。他们发现，
到 2040 年，即使采取有效的行动，仍有

约7.1亿吨塑料污染会进入环境中。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结合多年来积

累的有关全球塑料流动的信息，开发了一
个模型，设置了 5 种不同的情形，分别对
应着不同干预手段的组合。这些干预手段
包括塑料制品供应链和处理中不同环节的
控制，比如，降低塑料使用、寻找替代塑
料的产品、对塑料进行回收和处理等。

模型显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到 2040 年，每年从

陆地进入水体的塑料量将会增加 2.6 倍，
从约 1100 万吨增加到 2900 万吨。如果把
这些塑料平摊在全世界的海岸线上，相
当于每米海岸线就产生 50 千克的塑料。
由于塑料在海洋中并不会被降解，到
2040 年，海洋中的塑料累积量可能达到 6
亿吨。与此同时，留在陆地系统中的塑
料污染也会增加2.8倍。

在模型测试的多种干预措施中，研
究人员发现，没有一种措施能单独解决

问题，想要有效应对塑料污染，只有采
取综合的办法。比如，根据现有估计，
全球只有约 55 亿人口参与了垃圾收集，
提高垃圾收集的普及率是关键手段之
一，除此之外可能还需要改进塑料回收
方法，同时减少对一次性和不可回收塑
料的需求。

即使在全世界都立即采取协调一致的
行动进行有效控制，到2040年仍会有累计
约 7.1 亿吨的塑料垃圾进入环境中，但与
未来20年不采取任何行动相比，这会让塑
料污染的水平降低80%，同时处理不当的
塑料垃圾，如露天焚烧、陆地污染和海洋
污染比例也可以降至约10%。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能带来的最
大启示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什么
都不做，塑料污染问题将会变得不可控。

研究人员希望，这些强有力的证据基
础能有助于制定全球性的战略，并促进采
取干预行动。塑料污染的挑战或许可以在
一代人的时间里得到实质性的控制。

人工智能，英文缩写为AI，是一门由
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语言学、
神经生理学、心理学、数学、哲学等多种
学科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新学科。

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学科，是由“人工
智能之父”麦卡锡及一批数学家、信息学
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计算机科
学家，在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
会议上首次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新
一轮的科技创新，自动化生产、机器人技
术、信息技术等得到长足发展，并逐渐影
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也已经把发展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的战略。

2011年，美国制定了《国家机器人计
划》以“建立美国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及
应用方面的领先地位”。

2013年，美国白宫成立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委员会，负责协调全美各界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行动，探讨制定人工智能相关
政策和法律；2016年10月又连续发布《为
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
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两份报告，将
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7年，

制定了《国家机器人计划2.0》，决定划拨
专项资金支持机器人科学与技术基础研
究；同年还发布了 《人工智能与国家安
全》和《人工智能未来法案》保证美国的
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并从政策上保证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2018 年，白宫召开

“人工智能峰会”，意在推动机器人、算法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部署。

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
人工智能倡议”行政命令，确保美国在人
工智能相关领域保持研发优势。

欧洲也将人工智能确定为优先发展项
目，2014年发布了《2014-2020欧洲机器
人技术战略》和《地平线2020战略——机
器人多年发展战略图》，意在促进机器人行
业的供应链建设，并拓展机器人技术在多
领域的应用。2016年6月，欧盟委员会提出
人工智能立法动议，并制定了《对欧盟机
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委员会的建议草案》和

《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2018年4月，
欧盟委员会提交了《欧盟人工智能》，制定
了欧盟AI行动计划，并提出增强欧盟的技
术与产业能力，推进AI技术的应用，确立
合适的伦理和法律框架。2018年12月，欧
盟委员会及其成员国发布主题为“人工智
能欧洲造”的《人工智能协调计划》。

作为科技强国的日本也不甘落后，依
托其在智能机器人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先地

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2015年，日
本颁布《日本机器人战略：愿景、战略、
行动计划》，提出三大核心目标：即世界机
器人创新基地，世界第一的机器人应用国
家，迈向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代。在2016
年制定的 《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2016-2020）》（简称社会5.0）提出以人工
智能作为实现超智能社会的核心，目标把网
络安全技术、物联网系统构建技术、大数据
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器件工艺学、边缘
计算机技术列为研发重点，并在同年颁布的

《日本再兴战略》中通过设立“人工智能战
略会议”，进行国家层面的综合管理。2017
年，日本又先后制定了《人工智能的研究开
发目标和产业化路线图》《人工智能技术战
略》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7》三项
政策，确保日本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及技术
应用，努力实现社会5.0。

人工智能在未来必将成为各国竞争的
重点，对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变革、技术
的提升、商业模式改变及改善用户体验效
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新兴经
济体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具有重要
意义，越早进入这一领域，就可以成为人
工智能产业规则的制定者，对未来产业及
经济的发展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及话语权。

（作者系北京万汇祥科技有限公司运
营总监）

说到与动物相关的纪录片，大家往往
想到一幅幅充满魅力的画卷徐徐展开，或
是驰骋在广袤的原野，或是遨游在深邃的
海洋，或是游弋在无边的天空中。

不过，本文要向大家推荐的这部动物
纪录片，则是关于都市生活中与我们亲密
相伴但又若即若离的动物朋友们。这部纪
录片就是《我们的动物邻居》，拍摄地为北
京。在众多出镜的动物邻居之中，本片特
别关注了一类特殊的群体——流浪动物。

流浪动物，主要是指散布于城市各大
公园、社区以及城乡结合部等地方的无饲
主的犬和猫，它们或是走失，或因多种原
因被饲主遗弃，或是生来就不曾体验过温
暖居室的“流浪儿”。

正如片中一位常在法源寺救助流浪猫
的市民所说，小时候，想去野外找到一只
小猫，根本看不到，可现在随处可见。如
果人们不停止抛弃，即使我们做得再多，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停地绝育，挡不
住更多的遗弃，流浪猫狗的数量反而越来
越多，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数量众多的流浪动物危及着人们日常
生活：流浪动物伤人引发的纠纷案件时有
报道，由流浪动物自身及其排泄物、呕吐
物、尸体所携带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的传
播风险也不容小觑。以狂犬病为例，属人
畜共患自然疫源性疾病，人狂犬病多因被
感染的狗、猫或野生动物咬伤而感染，病
死率接近100%。患病动物的唾液、血液、
尿液、乳汁、汗液等均含有大量的狂犬病
病毒，而病毒则主要通过接触皮肤伤口和
黏膜感染人。所以，一旦发生被流浪动物
咬伤或抓伤的情况，应第一时间就医，遵
医嘱进行伤口处理，并根据暴露等级酌情

注射疫苗或免疫球蛋白。
现在，流浪动物逐渐得到社会的重

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尝试使用捕捉、
结扎、放归的方法来控制流浪动物的数
量。目前，这些工作一般由动物诊疗机
构、小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进行。具体
操作方法是，救助人通过诱捕等方式捉住
准备救助的流浪动物，并带它到兽医处接
受绝育手术，在接种各类疫苗并进行驱虫
后放归原始栖息地，救助人继续饲喂照顾
它们。这是一个比较人道的处理方法，因
为通过绝育、驱虫等救助措施可以提高动
物的健康水平，而且一旦流浪动物不再生
产下一代，就可以做到无需杀害动物，令
其数量自行减少。伴随着这种理念和方法
的宣传与普及，领养代替购买也成为越来
越多饲主的共识。根据2018年《中国宠物
行业白皮书》统计，11.8%宠物狗及19.9%
宠物猫来自于领养，虽然这一数字相较宠
物领养比例较高的其他国家仍存在不小的
差距，但随着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深入人
心，被收养将成为更多流浪动物的最终归
宿。

在人们自发参与流浪动物救助的同
时，各地也陆续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及规

定，对流浪动物进行收容与管理。
在《我们的动物邻居》中，我们看到

了各类动物保护机构和众多志愿者们那微
薄但坚定的力量：有在法源寺救助流浪猫
的市民，有在什刹海为绿头鸭搭建野鸭岛
的管理人员，有带着孩子们认识观察长耳
鸮的科技馆教师，有时刻关注小鸳鸯孵化
情况且为其筑巢的中学生们，有因为住宅
搬迁而特意为京燕挪巢的街坊四邻。而我
们更加需要的则是来自众多普通人的支持
与努力，让保护动物的意识不仅停留在字
里行间，还体现在一次关注、一次救助、
一次保护中，更体现在拒绝伤害、拒绝遗
弃、拒绝虐待中。

城市的膨胀和社会的发展侵占了动物
邻居们的家园，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无
法主宰这个过程，但在依法划出的底线不
食用和使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之上，我们
能做的或许还有更多。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网络科普部工程师）

拿 什 么 去 关 爱 这 些 流 浪 的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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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即使采取有效的行动，到2040年仍有
约7.1亿吨塑料污染会进入环境中。

（上接第1版）
中央领导出席了本次科技活动周别开

生面的网上开幕式。科技部等六部门发出
了 《依靠科学，战胜“非典”致全国科技
工作者倡议书》，发起了形式多样的科普宣
传行动。

我们中国科技馆举办了“战胜瘟疫”
的科普展览，组织了院士专家科普讲座和
各种相关的培训实验活动，还进社区、街
道、学校，摆摊发放抗击“非典”的资料
和物品。

时间过去了 17 年，继 2003 年“非典”
以后，今年 2020 年又出现了新冠肺炎疫
情。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是实现迈进创新
型国家行列目标的决胜之年，是全国科技
活动周举办20周年。

为全面展示科技创新成就和科技战疫

成效，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
识，促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协调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惠及于
民，本届科技周以“科技战疫，创新强
国”为主题，展示科技战疫成效：展示药
物、疫苗、溯源、传播途径、动物模型等
科研攻关新进展；展示呼吸机、负压救护
车等疫情防控新技术新装备；展示科普工
作在普及抗疫知识方法、助力复工复产等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宣传科技战疫先进
典型，讲好一线抗疫故事。

同时，还要展示科技创新成就；展示
科技创新对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显
著成效；展示科技助力脱贫攻坚，科技创
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全国科技周的举办带动了全社会的科
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全
民的科学素质。

2003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协设
立了“全国科普日”活动。第一届全国科
普日活动的开幕式是在中国科技馆举行
的。中央书记处领导来到现场，起到了很
好的表率作用，使我们科普工作者深受教
育和鼓舞。

2020 年全国科普日的主题为“决胜全
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定于9月19日至
25日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中国科协等8部
门联合发出的专门通知称，2020 年全国科
普日活动内容将涵盖“弘扬科学精神，展
现科学价值”“助力疫情防控，推动健康科
普”“聚焦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加
强科技志愿，彰显科技为民”四大方面。

近几年，中国科学院又设立了“科学
节”，以履行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的责任与使命，面向社会为提升全民科学
素养、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全社

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于是，现在我们每年都有了三个盛大

的科技节日，那就是红五月的“科技周”、
金秋九月的“科普日”和十一月的“科学
节”，分别由科技部、中国科协和中科院主
办，我国科技事业的专门行政机关、科技
创新的国家队和科学普及的主要社会力
量，三驾马车助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

“两翼”齐飞，早日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宏伟目标。

全 国 科 技 活 动 周 扎 根 科 普 沃 土 二 十 年

（上接第1版）

科学审美仍然是短板

科幻电影有它特有的科幻思
维，就像其他类型的电影一样，需
要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和一些审美
方式，这需要产业界认真琢磨和研
究，不是说投资方往里面砸一些钱
就能拍出经典的科幻电影。

韩松表示，对于科幻电影而
言，科学应是其最大的审美，这个
也正是当前中国科幻电影最缺的。

“目前，我国国民的科学素养还普遍
较低，就需要大家首先提升科学的
素养，尤其是编剧、导演、制片人
的科学素养，从而来发掘科幻本身
的这种审美，以科学来讲好科幻的
故事，这是中国科幻电影当前所面
临的最大问题。”

同时，韩松强调，中国科幻电
影目前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中国
电影本身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故事
怎么编、思想性、人物以及表现
力，这些都是中国电影的通病。“科
幻电影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解决对科
学审美的感受力，还有那种无拘无
束的浪漫想象力。”

科幻不等同于科学

“对于业界关于《意见》发布后
我国科幻电影将进入‘春天’的乐
观，我更倾向于称其为一股‘春
风’，产业整体进入‘春天’还需业
界做出更多的努力。”韩松表示，政
策的落地还需时日，而即便在政策
和技术都到位的前提之下，要做好
科幻电影，我们还需要思想和观念
上更加开放才成。

江晓原认为，科幻影视作品中
《流浪地球》不是唯一的模式，可以
有很多的模式。近年来，国产动漫
制作水平也很高，其中也有很多带
有幻想色彩，比如《哪吒之魔童降
世》，有人认为是神话，但在西方人
眼里科幻与魔幻的界线并不明确。

“这就启发我们要思想解放，做出好
的、有正能量的科幻作品。”

当然，这种思想的解放还表现
在公众对科学技术与科幻作品的认
知上。

“科幻电影是一个技术和艺术高度结合的产
物，科幻电影既要有科学性，但也不能以科学来
进行太多的限制。”韩松认为，科幻电影更多的
是一个想象力的东西，它提供一个关于未来世界
在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一个想象，提供一个惊奇的
世界，甚至是一个以电影来展现的奇观，这就需
要人们解放思想去创造，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以
一种严格、严肃的科学理论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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