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是手段，教育是本质。在过去
几年中，科技发展对教育起到很大的
影响，在很多偏远地方无法接触到优
质 的 教 育 资 源 ， 科 技 可 以 跨 越 时 空 ，
把最好的内容、最好的老师，用相对
高效、相对低成本的方式，输送给最
需要的人。

未来新技术，像 VR、AR、区块链
等，肯定也会对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本
质上，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对教育最大
的影响是培养人的目标在发生变化。用原
来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未必适应未来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所以本质上我们需要
思考怎么样通过“科技+教育”的手段帮
助培养更适合未来的人才。

未来的教育将进入教师与人工智能协
作共存的时代，教师与人工智能将发挥各
自的优势，协同实现个性化的教育、包容
的教育、公平的教育与终身的教育，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为教师“减负”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自动评分将变
得更加智能化，还可以帮助教师纠正作
业、试卷、基本知识等。一些日常任务可
以通过人工智能来管理，教师也可以利用
它与学生进行交流。例如，一位教师可以
成功地利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作为助
教，与所有的学生交流，回答一些简单的
问题。虽然人工智能不会完全取代教师，
但它有可能重塑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方
式。

人工智能可以发现并识别课堂上的
弱点，因材施教和自适应学习变得更加
容易和便捷。例如，人工智能会识别学
生群体什么时候做错某些问题，它会让
老师知道什么时候哪些学生需要哪些学
习材料。

在我国，一个教师通常需要面对几十
个学生，想要准确了解每个学生的特征是
非常困难的，想要实施个性化教学也是不
可能的，只有在全面采集、分析学生学习
过程数据的基础上，教师与人工智能协作
教学，才能够既对整个班级学生有规模化
支持，又实现适应每个学生个体发展的个
性化教学。

人工智能助力“精确教学”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开展了“精确
教学”。精确教学就是在包括人工智能在
内的技术帮助下，因材施教，人工智能与
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目前，一
些产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规划学生学习路
径，取得非常好的进展，类似于拍照搜题
的应用，从更细分的教育场景出发，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效率。

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一对一的教育过
程，首先对每一个学科，构建学科知识图
谱，然后通过学科的知识图谱分析每一位
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学生提供在相对无判

断的环境中进行试验和学习的方法。有些
学生不喜欢在同龄人或老师等权威人士面
前犯错误，人工智能以能够理解学生喜欢
的学习方式，给相应学生推荐个性化的学
习资源。

人工智能提供个性化帮助

当学生需要在评估前提高技能或掌握
方法时，人工智能能够为他们提供成功所
需的额外工具。除了充当个性化的学习伙
伴外，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调整材料，来
帮助学生获得成功，从而帮助有特殊需求
的学生。

未来，每一个学生都将有一个人工智
能终身学习伙伴。从本质上讲，下一代的
学生将与一个知道他们的个人历史和学校
历史的人工智能伙伴共同成长，因此，它
会了解每个学生的个人优缺点。

很多人惊呼，未来将有很多工作岗位
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诚然，机器
和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一些简单劳动、
重复劳动和常规活动，但它们也将创造更
多前所未有的新工作。技术不会淘汰教
师，而善于利用技术的教师肯定不会被淘
汰。

（作者系北京瓦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新知·解读2
编辑/张爱华2020.9.18

科普时报

新“十万个为什么”

人工智能，你的个性化学习伙伴
□□ 余 仙

防 控 鼠 疫 不 能 放 松 警 惕
□□ 李 佳

在《黑客帝国》《攻壳机
动队》《银翼杀手》这样一类
的科幻电影中，经常会以一
个未来城市为背景，城市中
充满未来科技的元素：自动
行驶的汽车、霓虹灯投影的
街道、随处可见的智能机器
人等，使观众一时间分不清
虚幻与真实。但也许在不久
的未来，这种只存在于科幻
电影中的未来城市，也许就
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在今年年初举办的国际
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
日 本 丰 田 汽 车 公 司 展 示 了
Woven City （编织城市） 计
划。该计划以 2020 年年底关
闭的丰田汽车日本东富士工
厂为场地，面积大约为175英
亩（约708199平方米），并于
2021年年初正式开始建设。

丰田汽车公司希望以该
项目为示范城市，去验证自
动 驾 驶 、 移 动 服 务 、 机 器
人、智能家具、人工智能等
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的可
能性，并探索未来城市人们
的出行方式。实施该项目是
为了通过快速转变城市的技
术和服务开发示范周期，从
而创造一个新的价值和商业
模式，通过信息实现万物互
联成为可能。

根据丰田汽车公司的计
划，未来的“编织城市”将
街道规划为三种类型：其中
包含高速车辆行驶道路、低
速个人移动工具和行人综合
使用道路、专供行人使用的
公园式长廊。这三种街道像
织毛衣一样交织在一起，形
成一个有机的网格图案，并
且“编织城市”的道路将只
提供给自动驾驶汽车和零排
放汽车使用。

据信息显示，这个“编
织城市”将被设定成未来科
技的生活实验室，住在这个
城市的居民和研究员，可以
在城市中进行多项先进科技
的测试和技术开发，其中包
括自动驾驶、机器人开发、
个人移动载具、智能家居、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真实的
生活环境中测试诸多最先进
的未来科技。此外，居民还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检
查健康状况，并使用传感器
将数据实时传递，从而指导
并改善生活品质。

“编织城市”最初计划会有2000人在此生活
居住，城市通过氢能和光伏系统 （太阳能电板）
供电，并且城市内的建筑主要由碳中性木材构
成，将节能和环保突出得淋漓尽致。

丰田总裁丰田章男表示，这样小规模从头开
始创建城市，是为了开发验证未来技术，帮助人
们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中合理地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更好地连接城市中人、建筑物与汽车等，从
而向着更好的生活迈进。

等待 5G 技术逐渐成熟，并且覆盖面积达到
一定程度之后，自动驾驶、智慧城市、万物互联
的智能生活或许离我们将不会遥远，未来正需要
一个这样的“编织城市”来改变人们的生活品
质，通过高科技和新能源的开发，逐步实现人们
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梦想。

（作者系北京东方汇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

2020 年 7 月，当人们还在为新冠肺炎
疫情反弹而忧心忡忡时，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卫健委发布了鼠疫疫情三级预警通告，
一个牧民被确诊为腺鼠疫。8 月，内蒙古
达茂旗出现一例死亡病例，经过医疗专家
组会诊，该患者为肠型鼠疫。在严防新冠
肺炎疫情复燃的同时，我们还要对付鼠疫
的威胁。

如果说传染性强而死亡率低的新冠肺
炎就像一只貌似温顺的灰犀牛，传染性强
而死亡率高的鼠疫就像一头更加危险的

“黑犀牛”。被列为 39 种传染病之首的鼠
疫到底有多可怕？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
呢？

鼠疫，顾名思义是和老鼠有关的，它
是一种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携带的致病细
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该致病菌被称为鼠
疫耶尔森菌，它一般在鼠类动物之间传
播。鼠类身上的鼠蚤吸取了病鼠的血液
后，该病菌转移到了鼠蚤的身上，并通过
鼠蚤这个跳板侵犯人类。被带有鼠疫病菌
的鼠蚤叮咬是感染鼠疫的主要途径，健康
人接触带有鼠疫病菌的病鼠、病人或皮毛
制品也会感染鼠疫。

中世纪的欧洲曾发生大规模的鼠疫疫
情。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来势汹汹的
传染病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医生为了避免
传染会戴上鸟嘴一般的面具，还发明了放
血、吃祖母绿宝石、不洗澡等多种稀奇古

怪的疗法。这些当然无法控制鼠疫的肆
虐，它带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约占
当时欧洲人口总数三分之一。

鼠疫病菌是如何像炸弹一样在人体
中横冲直撞，危害健康甚至夺去生命的
呢？

首先，鼠疫病菌会为自己打起一把
“保护伞”——由一种特殊蛋白质组成的
荚膜结构。这层保护能够抵御白细胞的进
攻，从而抑制人体自身的免疫反应，以便
争取更多的时间去繁衍后代。然后，病菌
会长出各种外膜蛋白，增强自己的抗吞噬
能力和获得转移和扩散的能力，从而入侵
肺、血液、淋巴结、大脑、眼睛、肠道等
器官和组织中，进行大量的生长繁殖，引

起肺型、败血型、腺型、脑膜炎型、眼
型、肠型鼠疫等各种类型的鼠疫。鼠疫患
者有发热、出血、神志不清、昏迷等症
状，皮下出血和溃烂会导致全身发黑。这
种病因此也被称为“黑死病”。

横行欧洲的鼠疫在我国也有过大规模
暴发。明末的鼠疫曾引起“十室九空，赤
地千里”的惨状。清末的东北大鼠疫引起
6 万余人死亡，在伍连德博士等人的全力
阻击下，才没有漫过山海关引起更大规模
的流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多次暴
发鼠疫，数千名鼠疫研究者在内蒙古、甘
肃、青海等鼠疫疫源地进行科研攻关，甚
至自愿承担风险进行人体实验，才把鼠疫
疫情控制住。直到现在，鼠疫病菌仍存在

沙鼠、黄鼠、土拨鼠、旱獭等野生动物体
内，人们不可掉以轻心。

提到鼠疫的防控，不得不提到抗击传
染病“老三样”：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
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要做到“三不
要”：不接触、不食用野生动物；不携带
疑似感染的动物或产品；不要前往疑似或
确诊的鼠疫患者家中探视。要做到“三上
报”：报告病死鼠；报告疑似鼠疫患者；
报告不明原因的高热患者和急死患者。要
保护好自己，出门佩戴口罩，不去疫区活
动，发现自己有疑似症状要马上拨打
120，乘坐急救车前往医院并遵从医生的
安排。

通过许多代人的积累，人类已经搞清
楚鼠疫的发生原因，研发了治疗鼠疫的药
物和疫苗，鼠疫的病死率已降至 10%左
右。只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加强
防范，就会将鼠疫的传播扑灭在萌芽状
态。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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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鼠疫流行时医生的装束 我国科研人员用试管里的鼠蚤做人体叮咬实验

我国科学家在一项对早期鸟类卵
泡化石的最新研究中，进一步确认了
从恐龙到鸟的一段演化进程。这项成
果近日由国际学术期刊 《通讯·生物
学》在线发表。

新华社一篇文章报道说，该研究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周忠和团队完成。这也是这个团
队继2013年对早白垩世 （距今约1.2亿
年） 鸟类卵泡做出重要研究后，对相
关标本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

从恐龙到鸟的演化涉及一系列关
键特征的改变，生殖器官就是其中之
一。比如，雌性恐龙体内和现在的爬
行类动物相似，仍保存两侧的卵巢及
输卵管，但绝大多数现生鸟类的雌鸟
仅保留了左侧的卵巢及输卵管。

从什么时候开始，鸟类丢失了一
侧的输卵管？2013 年，周忠和团队在
早白垩世的热河鸟类以及反鸟类中，
发现早期鸟类已经只在身体左侧保留
一个有效的卵巢和一条输卵管，进而
推测身体右侧卵巢和输卵管的退失可
能发生在恐龙向鸟类过渡的阶段，很
可能与适应飞行需要的体重减少有
关。这项研究弥补了从恐龙到鸟演化
的缺失一环。

但论文发表后，部分学者质疑软
组织能否保存如此长时间，并猜测卵
泡化石实际上是胃里未被消化殆尽的
植物种子。

为此，研究团队近年来通过高分
辨率 CT、能量色散 X 射线谱、骨组
织切片染色等技术手段，对卵泡化石

和现生标本进行对比研究。研究结果
进一步确认了卵泡化石，并展现出高
分辨细节特征，包括可收缩的肌肉、
血管化的组织等，这与现生鸟类相关
组织相似，而与食入种子的假设不
符。

多年前，我国科学家在辽宁发现
了原始热河鸟的化石，这是我国境内
所发现最原始的一种鸟类，为鸟类恐
龙起源说提供了重要证据。

八月末到九月初的这段时间，暑热渐
渐退去，天气一点点变凉，人们开始慢慢
享受秋季的怡人天气。而植物叶片也在开
花结果之后开始改换自己的面貌。

大自然中的万物，包括植物在内呈现
出的颜色，绝大部分是自然光照射到其表
面，然后反射到我们眼中的结果。我们眼
中五颜六色的物体，大多数并不能主动发
光，只能吸收和反射太阳光，是“光的搬
运工”。

自然条件下的光源，并不像人类创造
出的霓虹灯一样种类丰富，除了火、雷
电，其他自然条件下的发光化学反应，以
及数量有限的生物光源，如萤火虫、深海
发光动物外，最主要的就是太阳光了。

太阳光，亦即我们白天看到的白光和

晚上看到的白月光 （月亮反射太阳光），
是赤、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
的光，和肉眼不可见的紫外线、红外线及
其他波长的射线组成。正因为阳光的组成
如此复杂，阳光照射在不同特性物体表面
时，它们对不同类型光的吸收和反射也各
不相同，才能呈现给我们多彩的世界。

人们最为了解的叶绿素，是绿色的主
要来源之一。除了叶绿素，植物叶片中还
有其他色素，居然也是光合作用的参与者
之一。从大类上讲，植物叶片中有两种类
型的色素——类胡萝卜素和叶绿素。而类
胡萝卜素包括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叶绿素
包括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这四种不同类
型的色素，附着在叶绿体的囊状结构膜
上，通过光合作用源源不断地为植物制造

生命活动所需的各种物质和能量。
从光谱上来分析，类胡萝卜素主要吸

收蓝紫光，反射暖色调的光，叶绿素主要
吸收蓝紫光和红光，反射绿光。在实验室
中，通过滤纸层析法分离四种不同的色
素，胡萝卜素为橙黄色，叶黄素呈现黄
色，叶绿素 A 是蓝绿色，叶绿素 B 是黄绿
色。

新生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大约是类
胡萝卜素 8 倍，黄色被绿色掩藏起来了，
所以在秋天以前，我们看到的植物是绿色
的。为了维持这种绿色，植物也要付出很
多，要保证光照、温度合适，以及必须元
素的供应，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光照的
刺激下，植物才能够合成叶绿素；合适的
温度，能够保障合成叶绿素所需酶的活

性；必须元素，如氮元素、镁元素、铁元
素等，是构成叶绿素、相关酶的成分。

入秋以后，阳光直射点向北回归线以
北移动，气温逐渐降低，植物通过生物调
整机制控制自己的代谢节奏，减少相关酶
的分泌。过低的温度会抑制叶绿素的合
成，植物也会主动分解叶绿素，转化成必
须的物质和能量储存起来。类胡萝卜素是
难以分解的，所以最后叶片就呈现金灿灿
的黄色了。

你可不要以为，植物叶片只有绿色和
黄色，其实植物细胞里蕴藏了无穷无尽的
秘密，探究这些秘密能让我们获得数不尽
的快乐。

（作者系大视野教育集团科技创新教
育事业部策划经理）

会 变 色 的 植 物 叶 片
□□ 丁海峰

早白垩世保存卵泡的反鸟类标本

鸟 类 为 何 丢 失 了 一 侧 输 卵 管
□□ 董瑞丰

（上接第1版）

科学普及需要良性的
生态

全社会可持续的科学普及
发展需要良性生态。一方面，
需 要 鼓 励 大 量 有 能 力 、 有 热
情，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的科
学普及工作者，制作内容、讲
解科学知识。科学普及不但需
要更多专业的科研人员参与，
尤其是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明
星科学家发挥引领作用和示范
效应，拉近科学与公众和社会
的距离；要提升全民族的科学
素 养 ， 单 靠 科 研 人 员 远 远 不
够，科学普及更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参与，需要更多专业领域
的从业者、大学生、研究生等
投身其中，承担基础性的科学
普及工作。

另一方面，需要激发大众了
解科学知识的欲望，希望有更多
的人对科学问题感兴趣，并进行
一定的思考，让科学在大众的生
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科学普及生
态的建立，需要更多的科学普及
工作者，将自己对科学知识的理
解和对科普的热情结合起来，将
科学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地传播
给广大公众，形成规模效应。大
众科普呼唤明星科学家。我们应
当让更多的科研人员成为科学普
及的明星，让科学知识在大众中
流行。

当前，科学普及已经在实
际生活中体现出越来越大的价
值。而根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的特点和科普现状，根据受众
认知基础、学科特点和多样的
科普目的，建立适合计算机科
学 普 及 的 创 作 体 系 和 发 展 模
式，有助于计算机科普工作事
半功倍，把计算机科学普及工
作从偶然为之变为可持续发展
的良性生态，有助于让计算机
科学真正流行起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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