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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建
筑，所以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命
名为长城站。第二个科考站‘中山
站’则是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
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日前，在第 53 期科学咖啡馆活
动现场，曾7次踏足南极、5次去北
极的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科普工作委
员会主任曲探宙，如数家珍般介绍
着我国南极科考站，并讲述了其建
设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
山站是我国在南极已建成的科考
站。目前，第五个科考站中国南极
罗斯海地区新站正在建设中。建成
后，中国南极科考站将正式进入

“五朵金花”的时代。科考站像一面
棱镜，折射出中国南极科考不平凡
而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而曲探宙
则“举着这面棱镜”，将我国南极科
考事业发展历程娓娓道来。

被请去“喝咖啡”后，我
们建起了长城站

国际上将南纬 60 度以南的区域

称之为南极，包括南极洲大陆和南
纬60度以南的南大洋区域。人类对
这个冰冷、神秘又危险的区域的探
索已历经一个多世纪。从20世纪中
叶起，以 《南极条约》 的签署为标
志，人们对南极地区的探索从探险
时代进入到科学考察时代。

1960年，美国、苏联、英国、法
国等 12 个国家就签署了 《南极条
约》。而我国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
时，才不再是南极科学考察的局外人。

1983年，我国正式加入《南极条
约》，成为《南极条约》的缔约国。

然而，这只是深入了解南极迈
出的一小步。

加入 《南极条约》 的那一年，
我国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在
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第十二届

《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但每当会
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和进入议程表
决的时候，会议主席都会宣布：缔
约国请到会议厅外面喝咖啡。最后
连表决的结果也不通告。

为什么会被请去喝咖啡？因为
只有独立组织开展过南极考察，并
在南极建立常年科考站的国家，才
有资格参与相关决策商议。

被请到外面喝咖啡，这是一种
难以忍受的屈辱。时任国家南极考

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发誓:“不
在南极建成我国自己的考察站，今
后我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1984 年 11 月，我国首次派出南
极考察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大陆科
学考察。1985年2月，我国在西南极
乔治王岛地区建立起第一个南极科
考站——长城站。也是在这一年，
我国成为 《南极条约》 协商国，南
极科学委员会和南极局局长理事会
成员。南极正式向中国打开了它神
秘的大门。

中山站与昆仑站：五个京
剧脸谱和中华鼎

南纬 62 度 13 分、西经 58 度 58
分，是长城站的坐标。

长城站是我国具有开创意义的
南极科考首站，但还没有进入地理
意义上的南极圈。南极圈是66度33
分以南的区域，只有在极圈内才能
看到极光，并观测到极昼极夜。

中国南极科考事业没有停下前
进的步伐。4年后，在东南极洲拉斯
曼丘陵地区，南纬69度22分、东经
76度27分的地方，中山站建成了。

中山站有极具中国特色的标志
——京剧脸谱。曲探宙说，曾有一位
新华图片社的记者来到中山站，提议

在中山站的储油罐上留下一些中国的
印记。于是，5位科考队员的照片被
选作原型进行加工，做成了极具中国
特色的京剧脸谱，画在了储油罐上。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南极科学
考察活动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2005 年初，执行我国第 21 次南
极科考任务的南极内陆考察队第一
次抵达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
穹 A 地区。南极考察区域实现了由
南极洲大陆边缘地区向南极洲内陆
腹地的拓展。

2008 年初，我国第 24 次南极考
察队内陆冰盖队再次登顶冰穹A，在
南纬 80 度 22 分，东经 77 度 22 分测
得南极冰盖最高点高程为 4093 米，
完成了昆仑站建设的勘测选址工作。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
考察队抵达过这个区域。我们开辟了
人类探索南极冰盖最高点的先河。

2009 年，我国第 25 次南极考察
队内陆冰盖队在冰穹 A 地区完成

“昆仑站”一期建设任务，并将一座
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华鼎——

“天鼎”放置在该站区。
中华鼎仿佛一座丰碑，记载着

中国南极考察队成功登顶南极内陆
冰盖最高点的光荣事迹。

（下转第2版）

从无到强 中国南极科考站将进入“五朵金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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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后，“话唠机器人”威震天成了第一网
红，不少人去环球影城就为一睹威震天，跟他唠上几句。饱满的
声音以及拿捏极好的人设，让威震天一度被认为是AI控制的。实
际上，声音来自机甲里的真人。

当前AI的高速发展，让人们毫不怀疑一台机器也可以与游
客聊得妙趣横生、充满个性。

跟机器聊天早就不是新鲜事。比如Siri、天猫精灵、小度等
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连火星车都能直接从火星发布短信息，有
时候我们说不清某些BOT账号是人还是机器。

这让“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的假想测试走到了我们身
边，也让我们开始怀疑：这个经典的人工智能测试，似乎没那
么难以逾越，它还有那么大意义吗？

图灵测试，曾被认为是评估人工智能熟练程度的最好办
法。1952年，图灵的《计算机与智能》开篇是一个问题：“机器
能思考吗？”。而图灵认为机器“思考”与否只能体现为一个实
验：人类面试官与藏在幕后的家伙笔谈，去猜这是人还是机
器。如果面试官猜不出，那机器在思考能力上就和人没有区别。

但图灵测试的实质，不是机器有多强，而是机器和人的对话
是否合乎人的习惯。而一台不怎么高级的机器，也能被大家认为
聊天聊得挺成功。

比如苹果的Siri或亚马逊的Alexa，为了确保机器能聪明对
话，苹果和亚马逊公司先是记录用户都怎么跟系统聊天，收集常
见的提问和查询，再让创意团队一条条编写相应的回答。

让许多技术观察家惊讶的是，这种笨办法的效果非常好。虽然
一句话对应一个预设脚本，机制特简单，不涉及什么复杂的社交思考
能力。然而机器回复多用几句讽刺妙语，就让许多用户感到震惊，并
因此大大肯定机器的智能水准了。Siri大受欢迎表明，俗人对AI的评
价，与AI的实力并不对应。

简单机制不变，只要我们再多收集它一千万亿条对话，再
多写一堆“有个性有情感有灵气”的回应，那机器不仅会被认
作人，可能还会被认作一个情商颇高的人。

甚至不需要多少创意写手，图灵当年还没有互联网，所以他可
能想不到，好多人类提出的问题，都被问烂了，AI可以在互联网上
轻松找到最佳回复，显得比一般水准的人聪明得多呢。

这就涉及对人类所谓的智能和意识的反思了。我们要问问
自己，我们真的比机器更加有意识，有灵魂，有创意吗？我们
是否也只是偶然学了几句套话，就鹦鹉学舌了一辈子？这么一
群浅薄的，不挑剔的，容易被糊弄的大脑，去做图灵测试的面
试官，面试结果有多大价值？

其实，现在有些AI研发者，已经放弃了图灵测试。
亚马逊在2016年推出 Alexa时，就如何评估AI激烈辩论。

是争取让人相信社交机器人是人类，好通过图灵测试？还是让
AI做到自然交谈，帮助人学习和娱乐就可以？

亚马逊要开发一个具备类人对话能力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它确定了一个
新测试，要求社交机器人与人类就娱乐、体育、政治和技术等广泛的热门话题
进行20分钟的连贯和引人入胜的对话。人类评委按连贯性和自然度打分——如
果任何社交机器人能连续聊20分钟，并且被评分 4.0 以上，就算达标了。

目前来看，亚马逊的聊天AI挺成功，他们的思路也很受重视。而亚马逊
也认为，AI 应该有效地完成任务，而不是假装人。

图灵的思路和亚马逊的思路，是对AI本质的理解的大相径庭。图灵继承的
是欧洲传统的机器模拟人的奇幻思想，机器能与人对话，并且表现得像人，是一
个让人极感兴奋愉悦的事儿，灵性价值是第一，实用价值不考虑。而亚马逊明确
把AI看作工具：拖拉机会说话也是为了更好地耕田。

这两种思路无所谓对错，你赞同哪种思路，主要看你的兴奋点在哪里。很
多人觉得Siri已经足够好玩，并不需要更有“深度”的机器陪他们谈星星月亮
人生理想，那么亚马逊的创新正是他们应该资助的方向。

元宇宙，2021 年大火的概念之
一。

资本入场，巨头布局，经典概念
焕发出勃勃生机。科技互联网产业确
实需要一些新东西的刺激了。

混合现实科技公司Nreal副总裁
呼显龙说，最近一个月，他参加了三
四场活动，基本每场都是一个主题
——元宇宙。

元宇宙天然就和科幻有联系。毕
竟，它本就出自一本科幻小说。

1992 年的科幻小说 《雪崩》 里
写：戴上耳机和目镜，找到连接终端，
就能够以虚拟分身的方式进入由计算
机模拟、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间。

不过，在前不久召开的 2021 中
国科幻大会上，元宇宙其实是不那么
科幻的话题之一了。

“元宇宙”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
义。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在
《2020-2021 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
里这样描述：它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
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
社会形态。它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
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
容生产和世界编辑。

报告中的一行小字写道：元宇宙
仍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概念。

“我无意探讨和定义元宇宙是什
么，我想做的，就是通过硬件的技
术，通过更好的显示、更加沉浸的体
验和交互，在现实和虚拟之间为用户
搭建更好的桥梁。”此次的科幻大会

“科学与工业-中国科幻影视的未来之
路”论坛上，呼显龙说。

很多人对元宇宙的期待，是它会
定义一个人与数字世界新的交互方
式。其实，每一次人机交互的迭代，
都伴随着人们所接触硬件形态的变
化。“从硬件的视角来讲，元宇宙这
个话题能够带来新的产业内容生态和
硬件生态。”

呼显龙举了个例子。日本某艺术
公园景区前身，是一处废旧的矿山，
通过混合现实的技术，跟现实的世界
平行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混合现实视
角里“元宇宙”。

在论坛上参与对谈的刘思麟是一

位艺术家。她对元宇宙，也有艺术家
视角的认知。

“‘元宇宙’吸引我的点是去中
心化。”她认为，虚拟和现实的交
互，是“元宇宙”最早的缘起。如果
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摄影的诞生。
机器复制时代来临，摄影彻底改变了
艺术的功能。

“我们都认为新兴的高科技手段
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平台和工
具，让每个人都成为创作者，作品艺
术的复杂性、魅力及价值建立在人人
参与的基础上。”刘思麟说，在这样
的平台上，没有所谓艺术家和普通人
身份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在我
们设计的‘元宇宙’里，给用户提供
大量的艺术创作的工具，激发每一个
人成为‘元宇宙’的创作者。”

其实，被称作元宇宙概念股的
Roblox，就是一个大型多人在线游戏
创作平台，让玩家在虚拟世界中游
玩、竞技和社交。

天图万境联合创始人、导演图拉
古认为，“元宇宙”是“工具+应用”
的平台，平台帮助用户产生价值。“用

户需要什么，‘元宇宙’就应该有什
么，这是它的本质逻辑，我们建造的

‘元宇宙’应该以大家的需求为主。所
有人需要的，都会在‘元宇宙’。”

所以，元宇宙必须产生有感召力
的内容。这也是呼显龙反复强调的。

“大家生活在这个场景里，就会有
人生产内容。如果有大量人喜爱这个
世界，就会消费生产出的内容。”有平
台，有用户，用户产出内容，更多用
户去消费它，就会形成正向循环。

“无论最终通过什么硬件实现元宇
宙，总之，更多的人用新的工具生产
新的内容，这个新的内容被更多的人
像接受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接受
了，是很重要的事情。”呼显龙说。

论坛上，大家试图展望未来的娱
乐方式，但无法给出确切的形态，而
可以肯定的是，和现在会很不一样。

呼显龙说，让古人去想像未来人
和人的交流方式是围绕一个小屏幕打
字，他们也会觉得这些人都疯了。

“所以我们不要想像未来的人他们的
生活方式，在我们想像起来很疯的东
西，到时候都非常自然。”

元 宇 宙 ， 渐 行 渐 近 ？
□□ 科普时报记者 张盖伦

10月12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对外发布《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共收录
北京地区分布的陆生野生动物33目106科596种，其中鸟类503种，兽类63种，两栖爬行类
30种。

北京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截至2020年，北京地区共有维管束植物2088

种，此次公布的596种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则进一步明确了北京的动物资源家底。
图1：鸳鸯。吴秀山 摄
图2：黑鹳。方 昊 摄
图3：豹猫。方 春 摄

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家底家底””摸清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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