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史书记载，人类从最原始的
石器时代到现在的高度文明，还没有
超过一万年时间。实际上，许多文明
古迹，我们现在人类科学技术都无法
建造。根据这些确凿的证据，一些学
者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是指在我们
本次人类文明之前在地球上曾经存在
过人类文明。

超前文明—— 亚特兰蒂斯

据说在一万年前的欧洲，曾有一
个神奇的国度，那里孕育出了一种先
进的文明，在巨大的岛屿之上耸立着
人造的宏伟建筑，环形的城市层层叠
叠。直到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巨
大海啸将他们吞没，这个盛极一时的
文明从此消亡，沉入了大海，这就是

“大西洲”的传说，它还有另外一个名
字：亚特兰蒂斯。

柏拉图把失落的岛屿亚特兰蒂斯
描述为一个海上强国，在公元前9000
年战胜了大多数的西欧和北非国家。当
时亚特兰蒂斯正要与雅典展开一场大

战，没想到亚特兰蒂斯却突然遭遇到地
震和水灾，不到一天一夜就完全没入海
底，成为希腊人海路远行的阻碍。

很多学者指出，亚特兰蒂斯主要
集中在塞浦路斯南部海域、地中海北
部克里特岛、南极半岛、直布罗陀海
峡、欧洲西北部爱尔兰岛、西班牙的
加的斯附近等位置。

铺满黄金——黄金国

黄金国，始于一个全身披满金粉的
南美部落族长的故事。据传，一西班牙
冒险家在南美丛林掠夺了大量的黄金，
激起了其他西班牙冒险家们的贪欲，在
他们远征过程中听印第安人讲述，在一
远方湖有全身涂满金粉的黄金人和黄金
国度，因此黄金国的传说由此传开。

据考古和历史学者研究，可能的
遗址是在现今南美秘鲁高原一处叫库
斯科的地方。库斯科曾经是南美洲大
陆，印加帝国的首都，于1532年遭受
西班牙军队蹂躏，原有的印加建筑全
遭毁灭，唯能从被岁月磨得光滑凹陷

的石板路上，找到一些从前的昌盛。

宁静之所——香巴拉王国

藏族和印度佛教的文化记载中
称，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根据
藏经记载，香巴拉王国隐藏在西藏北
部的雪山深处的某个隐秘区域，整个
王国四周被双层雪山环抱，有 8 个呈
莲花状的区域，城市为人们居住的地
方，中央又耸立着内环的雪山，这个
被称做“卡拉巴王宫”的地方，住着
香巴拉王国的国王，居民有着超凡的
智慧，摒弃了偏执、痴迷和贪欲。

17世纪，西方人得知这一消息的
时候，他们开始对一些世界上最小的
宽恕之地进行探险。有人认为香巴拉
位于中国，有人则认为它位于哈萨克
斯坦起伏的群山中。在 20 世纪 20 年
代，苏维埃秘密警察和国外的军需部
分别进行了失败的探索任务。今天，
大多数佛教徒都把香巴拉比喻成人们
内心的安静之所，而西方人则认为，
它是香格里拉的另外一个名字。

“伊甸园式”——利莫里亚

传说中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是
与亚特兰蒂斯同期存在的古老文明，
主要位于南太平洋, 在北美洲和亚洲
澳洲之间。它还被作为人类的起源
地，也成为了人类从伊甸园中的更高
级生命体堕落而来之假想理论的基
石。根据传说，在众多太平洋岛屿
中，利莫里亚被认为是“伊甸园式”
的热带天堂，只可惜在几千年前沉没
了，连同岛上善良的居民。

有关利莫里亚相关传说及争议颇
多，如其所在地、利莫里亚人的形象
等。亦有部分人相信利莫里亚和亚特
兰蒂斯为同一时期并存的两大文明，
但前者的科学技术水平更胜一筹。依
照学者所述，利莫里亚文明是继米特
拉姆大陆 （位于今南极大陆） 毁灭后
地球上出现的第三个文明社会，是米
特拉姆大陆幸存者们的后裔。

（作者系北京瓦力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销售总监）

很多人都憎恶痛觉——它既令人难
受，又持续而漫长，简直不该成为人类的
感觉。然而，完全失去痛觉也是可怕的。
那些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患者很难健康成
长到成年，后天因为麻风病等丧失痛觉的
人同样对身体麻木不仁，很容易摔伤、烫
伤，用力过猛还会把肌肉扭伤。

我们不妨把疼痛看作是上天赋予的一
件特殊的礼物，为了在危险到来之际敲响
警钟，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常见的疼痛分
为三种：第一种是来自皮肤的“体表痛”，
它尖锐、急剧、范围局限、定位清楚。第
二种是来自肌肉、肌腱和关节的“深部
痛”，常伴有酸胀热等异常感觉，运动系统
的劳损、炎症、错位都会引起“深部痛”。
第三种是来自内脏器官的“内脏痛”，它们
往往是重大疾病的警报，如不理睬可能有
生命之虞。

痛觉感受器游离神经末梢，其上分布
着各种受体和离子通道，可以被各种伤害
性刺激激活并产生感受器电位。常见的痛
觉产生机制也有三种：伤害性刺激直接激
活痛觉感受器，通过神经传入脊髓并到达
大脑；伤害性刺激作用于局部组织，引起
组织损伤并释放致痛物质，如钾离子、缓
激肽、组织胺等，再作用于痛觉感受器并
传入脊髓和脑；伤害性刺激使组织释放花
生四烯酸、P 物质、5-羟色胺等化学物
质，提高痛觉感受器的敏感性，引起痛觉
过敏。

很多疾病会引起急性或慢性疼痛，有
时候，痛觉本身带来的困扰甚至超过了疾
病本身。我曾经历过被称作“三大剧痛”
之一的肾绞痛，幸亏生活在一个有了镇痛
药和超声碎石技术的时代，难以想象古人
在科技欠发达的时代是如何捱过那样的

“鬼门关”的。
相传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取自北洋金

花的莨菪碱可使病人昏睡或产生幻觉，从
而意识不到疼痛。麻沸散早已失传，真正
广泛用于医疗的麻醉药是从乙醚开始。乙
醚被人体吸入后，作用于脑神经元的受体
蛋白，阻碍神经递质的释放，从而使大脑
的某些部位无法正常传递信号。除了麻醉
药，医学上有专门用于非手术镇痛的药
物，如阿司匹林、可待因、杜冷丁、鸦

片、吗啡等（其中不少属于毒品）。这些药
物能与脑中“抗痛神经元”的阿片受体结
合，使“抗痛神经元”兴奋，而“抗痛神
经元”能提高痛觉神经元的痛阈，使痛觉
神经元不容易兴奋。

目前的镇痛药都有一些不良反应，比
如成瘾、恶心、胃肠刺激、对于某些顽固
的疼痛效果不佳。如何让病人既减轻疼
痛，又不出现不良反应呢？20世纪60年代
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关注脊髓在
痛觉传递中发挥的作用。

加拿大人 Melzack 和美国人 Wall 提出
了闸门控制模型，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
是：外周传入脊髓的痛觉信号如若打开脊
髓的闸门，就会继续上行至脑，如果其强
度不足以打开闸门，或者闸门被其他神经

通路抑制住，痛觉就无法上行至脑，也就
不会被感知。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长、著名神经
科学家张旭院士多年来专注于痛觉研究，
他用基因测序的方法对脊髓背根神经节的
痛觉神经元进行了分类，并测量出各类痛
觉感受器的激活阈值，这样就可以通过靶
向药物的精准定位来阻断痛觉的传入。张
旭还指出，所有的痛觉必须沿着脊髓上行
到脑，抵达大脑皮层才会引起主观感受，
因此深入开展痛觉相关的脑网络研究，也
是解决镇痛难题的关键。

除了期待科学家们揭开疼痛之谜、研
制出更好的镇痛药物，我们也要认识到伤
痛并非一无是处——它在某种意义上促成
了人类命运的连接。据说人类的文明起源
于一段愈合的股骨，这块考古学家发现的
股骨告诉我们：人类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同
情伤者，长时间照顾他们直到断骨愈合。
正是这种人性的温暖，推动着医学科学的
进步，带领我们告别疼痛。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神
经科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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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万个为什么”

看上去“安静生长”的植物，在看不见的地下世
界里却有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

新华社报道称，一项由中、德、英三国学者共同
参与的最新研究发现，相邻植物可以通过根部释放的
化学物质互相“对话”。这种由化学物质主导的“交
流”，可以改变植物生长的微环境，调节养分供给，甚
至影响产量。

领导这一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孙波介绍说，植物根系从土壤中汲取生长所需的养
分，同时也释放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改变了原
本土壤里的水、气、生物等微环境，这些改变很可
能对周围其他植物也造成影响。科研团队选取了中
国南方耕地经常相邻种植的花生和木薯，来具体研
究植物间的化学信号怎样相互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木薯根部会向土壤中释放出一系
列液态和气态的氰化物，邻近的花生感知到这些物
质，会相应释放出气态分子乙烯。在乙烯影响下，花
生植株会主动缩减地上部分的繁茂程度，优先保证果

实的养分供给。同时，乙烯还能作为“召集信号”，聚
集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到花生根部，提高氮、磷等有
效养分的吸收率，以进一步提高花生果实的饱满程度
和产量。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微生物领域权威刊物《微
生物组》上。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植物根部释放的化学物质，
或许是不同植物间‘交流对话’的关键。搞清这些

‘化学对话’如何进行，就有机会解开更多植物的‘生
长密码’，也可以帮助人类更加科学有效地种植农作
物。”孙波说。

植物之间如何进行“交流”
□□ 王珏玢

让 人 又 怕 又 爱 的 疼 痛
□□ 王 欣

（上接第1版）
以美国SpaceX为代表的商业航天力量迅速崛起，在

可回收火箭、卫星互联网、载人飞船等多个方向实现了
颠覆式创新，证明了引入市场要素是推动航天产业快速
发展的有效手段。

对于中国而言，航天产业目前是按照新型举国体制
的有效模式，可以通过商业航天聚集市场力量，在发挥
创业团队创新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激活传统航天国家队
的技术优势，形成体制内外共同的合力，以加快实现航
天强国的梦想。

产业增量空间达数万亿美元

目前，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已经占全球航天经济总量
的五分之四。专业机构预计，商业航天还有数万亿美元
量级的增量空间。

美国航天咨询机构Bryce Space and Technology发
布的一个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航天经济总量约为3600
亿美元，其中卫星相关产业约合2774亿美元，非卫星产
业规模约合825亿美元。卫星产业中，卫星制造195亿
美元，运载发射62亿美元，卫星电视占据942亿美元，
卫星地面设备占据1252亿美元。

2005年-2017年，全球航天经济平均增长6.7%，几
乎达到同期全球GDP3.5%增速的两倍。多家投资银行表
现出更加乐观的预测。

摩根士丹利公司预测，到2040年太空产业的估值会
达到1.1万亿美元。短期内，太空投资主题还可能影响
到航天和国防以外的多个行业，比如IT硬件和电信行
业。然而，最重要的短期和中期机会可能来自卫星宽带
互联网接入，除了卫星宽带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之外，为
火箭研究的新前沿也提供了一些诱人的可能性。现在用
飞机或卡车运送的包裹可以用火箭更快地运送，私人太
空旅行可以商业化，采矿设备可以被送到小行星上开采
矿物——从理论上讲，由于最近火箭技术的突破，这一
切都有可能。

卫星互联网成吸金“热土”

商业航天在构建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推动科研
走向更尖端、更具有技术含量的同时，率先惠及了以“航
天”和“通信”为核心的垂直产业，也为其他布局“海陆
空天”的垂直行业送去更多“数字化”想象力。商业航天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以丰富、有趣的活动吸引了全社会的
关注，也得到了众多投资机构的一致看好。

摩根史丹利公司认为，即将爆发的太空经济有10大核
心驱动力，分别是：火箭发射、卫星互联网、深空探索、
小行星采矿、太空旅游、卫星遥感、登月着陆、飞行器制
造、太空垃圾回收等。到2040年，卫星宽带将占全球空间
经济增长的50%，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可能高达70%。

显然，发射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的卫星将有助于降
低数据成本，就像对数据的需求爆炸式增长一样。摩根士丹利公司
的分析师认为，对数据的需求正以指数级速度增长，而进入太空
（以及数据）的成本正以数量级下降。“我们认为，最大的机遇来自
向世界上服务不足和未服务的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但自动驾驶汽
车、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视频对带宽的需求也将增加”。
事实上，随着数据需求的激增——这一趋势主要是由自动驾驶汽车
推动的——摩根士丹利公司估计，无线数据每兆字节的成本将不到
今天水平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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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院士讲解痛觉的传导机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
农耕为基础的农业大国。晋·陈
寿 《三国志·魏书·杨阜传》 里
对农业的重要性是这样描述
的：“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
务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达
到大治在于任用贤才，兴旺国
家在于尽力发展农业。农业的
兴旺是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

伴 随 着 近 代 几 次 工 业 革
命，现代化的机械在农业领域
里得到了长足的应用，从而大
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粮食
产量也大幅增加，但是农业生
产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很多，
另外农业病虫害的问题也制约
着农业的发展。如何能打破成
本及病虫害对农业发展的桎
梏，其根本在于如何利用科技
的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人工
智能技术就是解开这些问题的
一把钥匙。

人工智能，大家已经不再
陌生，特别是相当多的人工智
能应用已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和
生产中。当下我们在关注人工
智能技术在教育、医疗、生
活、金融等领域的应用和给人
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时，往
往忽视了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
的应用。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
开始，我国的专家系统技术
（人工智能）就已经在我国的农
业领域开始应用了。

那么，人工智能在农业领
域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现在
就简单介绍一下检测技术在选
种中的应用，智能种植在栽培
中的应用，人工智能在病虫害
监控、土壤灌溉中的应用。

种子的好坏对庄稼的种植
和收获，起到了决定性的因
素，所以如何选择优质的种子
进行栽培是提升农业产量的重
中之重，因此利用人工智能的
图像分析技术及神经网络等非
破坏性的方法对种子进行准确
的评估，对提高农产品产量和
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传统的农业生产需要耗费
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人们需要
亲力亲为进行播种、育苗、护
理、采摘、分拣等环节，需要
很多的劳动力来完成传统农业
各环节的工作，引入人工智能
后可以大大缓解这些工序对人
力的要求，只要几个人管理机
器人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农业
生产作业，实现农业种植的智
能化和自动化，并提高农业生
产的效率及利润率。

传统农业在检测农作物的
生长、病虫害的防治及杂草的
辨别，都是通过有经验的劳动
者凭着经验和肉眼的观察进行
的，这就导致有些问题无法预
防。比如，经验的判断并不是100%正确，另外就
是有专人的盯防也不可能照顾所有的种植单元，
会出现延误或误判病虫害。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
可以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做到全面的监控、扫描
及分析，保证农作物丰产丰收。

传统的土壤灌溉技术往往依靠种植经验来进
行灌溉。众所周知，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缺少水资
源，如何可以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并有效地进行
土壤灌溉提高粮食产量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工神经网络具备机器学习的能力，能够根据检
测得到的气候指数和当地的水文气象观测数据，
选择最佳灌溉规划策略，通过对土壤湿度的实时
监控，利用周期灌溉、自动灌溉等多种方式，提
高灌溉精准度和水的利用率，这样既能节省用水
又能保证农作物具有良好的生长环境。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应用于农业领域，但
是与其他行业中人工智能技术的成功应用相比，
还有很多不足。很多农耕地区和农业设备生产商
还没有引入人工智能，究其原因包括：获取农业
领域的数据比其他行业获取相关数据要难很多；
农业生产统计和量化应用困难，农业环境变化对
人工智能在农业上的测试、验证和推广更加困
难；缺乏既懂农业又懂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
才等。

（作者系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信息中心副
主任）

2018年上映的《头号玩家》是由美国
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一部科
幻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无
所依托的大男孩，为逃避现实生活而沉迷
游戏，凭借对人生的反思顺利通过游戏终
极关卡，回归现实世界并收获爱情和财富
的故事。

影片情形设置在2045年的世界：社会
经济凋零、生态环境恶化。一位游戏工程
师哈利迪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设计构造了一
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绿洲”，这里有
繁华的都市，形象各异的玩家，为全世界
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成为超级英
雄的平台。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穿上

体感衣服等智能设备，就可以进入这个与
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虚拟世界。游戏对于
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高度模拟还
原，使游戏玩家身临其境，甚至有许多人
中途弃学、变卖家产，只为博取绿洲世界
中的名利，在“绿洲”中寻找慰藉，逃避
现实。而游戏创始人哈利迪在弥留之际，
宣布将巨额财产和“绿洲”的所有权留给
第一个集齐三把钥匙的人，自此引发了一
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虚拟现实技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VR，是英文词组“Virtual Reality”的缩
写。所谓虚拟现实，就是虚拟和现实相互
结合，从理论上来说它是一种可以创建和
体验虚拟环境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即
利用计算机生成一个模拟的环境，利用传
感器等技术实现人机互动，从而使用户沉
浸到该环境中。虚拟现实技术是计算机软
硬件技术、传感技术、机器人技术、人工
智能，及行为心理学等科学领域飞速发展
的结晶。

影片中的“绿洲”是将虚拟现实技术
应用于电子游戏的典型代表，也为我们展
示了新技术发展下电子游戏新的表现方式。

电子游戏最初讲求的是交互性，注重

玩家良好的游戏体验，而随着黑白游戏到
二维、三维游戏的演变，大型游戏的画面
质量与硬件设备不断升级，游戏的沉浸感
与构想性也在不断提高。而虚拟现实技术
完美契合了电子游戏的设计与体验需求，
只要打开电脑或游戏设备，带上虚拟现实
头盔，利用图形显示技术、人机交互技
术，生成三维的逼真环境，使操作者能得
以和虚拟现实中的各种对象进行实时交互
感知和操作，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

影片将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游戏的逼
真性、互动性、沉浸性和构想性表现得淋
漓尽致，玩家通过可穿戴 VR 设备在“绿
洲”世界中与角色合二为一，有着多样的
身份，丰富的外形，体验各种各样的事
情，类似在太空中跳伞、在金字塔上滑翔
等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事情都可以在游
戏中过把瘾。

VR技术可以在游戏世界中模拟现实世
界客观存在的物质和人脑中抽象出来的精
神物质，使玩家的互动体验不仅仅局限于
角色的行走跑跳，更能实现物质世界不可
能完成之事，比如《黑客帝国》里的光束
剑、《哈利波特》 里的魔法扫帚……那一
刻，人机交互达到极致。

影片的男主角韦德在现实中生活困苦，
父母早亡，住在破烂的出租屋里，他来“绿
洲”世界的最初原因是为了逃避糟糕的现
实。随着剧情的发展，韦德在游戏中集齐了
三把钥匙，在通关的过程中认识到游戏当中
最重要的不是拿到冠军，而是在游戏的过程
中体验人生。但体验真正的人生，不应是在
游戏中，而是在现实生活中。

在完成终极任务时，韦德终于找到了
真正的自我，感悟到世间的真实情感，意
识到“绿洲”不是逃避糟糕现实的避难
所，面对挫折不能一味逃避而要勇于面对。

最后，韦德在掌管了“绿洲”所有权
后宣布，每个星期将有两天关闭“绿洲”，
鼓励人们更多地体验和感受真实的生活。

技术是为人服务的，虚拟现实也是如
此，即使虚拟世界再美好，那也只是幻
境，不应也不能成为人类的避风港，只有
现实生活才会让人真正得到温暖。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观众服务部工程师）

逃 避 还 是 面 对
——看科幻影片《头号玩家》谈虚拟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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