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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黄辛通讯员黄艾娇

一个机器人根据订单，从一堆原材料中抓取一
根加工棒，放入机床加工，随后将第一道工序加工
好的半成品放入另一加工设备继续加工，待加工完
毕取出成品，再置于一移动托盘；智能照相机对成
品进行拍摄，成品的信息被写入托盘内的电子标
签；托盘传送至成品区，另一机器人自动识别托盘
内电子标签信息，将合格品放入成品货架……

这是 10 月 28 日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落成
的国内首个“工业 4.0—智能工厂实验室”里，记
者目睹的一幕幕真实场景。这一实验室由同济大
学中德工程学院联手德国 PHOENIX CON-
TACT 公司，历时一年共同筹建而成。

“当前世界工业发展进入了以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主要特征
的新阶段。”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教授陈明介
绍，“工业 4.0”由德国政府在 2013 年汉诺威工业博
览会上首次提出，寓意人类将迎来以生产高度数字
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一工业发展新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在全球引发极
大关注，掀起了新一轮研究与实践热潮。我国对这
一制造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也高度关注。

10 月 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德国总理
默克尔共同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宣布两国
将开展“工业 4.0”合作，该领域的合作有望为中
德未来产业合作指明新方向。

为了让工业 4.0 从概念走向工程实践，同济

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基于长期与德国高校、企业成
功合作的平台和成果，携手德国企业界合作伙伴
PHOENIX CONTACT 公司积极酝酿、规划“工
业 4.0—智能工厂实验室”建设方案，并推进方案
实施，历经 1 年时间共同建成这一实验室。实验
室将采用开放模式，服务于同济大学教师教学与
科研、大学生科技创新及校企合作，着力培养卓
越工程师人才。

在该实验室，记者看到，这里有机器人、数控
车床、数控加工等中心加工设备，也有机器人滑
行导轨、变频传送带、智能照相机、多台服务器、
控制软件和服务软件等一系列硬件设备和支撑
软件。系统利用先进的控制策略与服务软件，对
这里的硬件设备进行集成，实现了人、加工件与

机器的智能通讯与协同工作。
“一条流水线上所生产的产品可以各不相

同。”陈明介绍，各加工工件携带了电子标签，内
置了所有用户定制化的加工任务，它可自行与机
器人、机床等加工设备进行通讯，完成既定的加
工任务，并可智能检测产品质量。这种方式改变
了原有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和大规模有限定制，实
现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据悉，该实验室还将引入智能立体仓库、AGV
自动导向车等硬件，实现“工业 4.0”实验室的横向
集成，届时将力争纳入当前工业生产领域主要的生
产元素与资源，建立起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
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成为我国生产制造
业构建数字化智能工厂的应用示范工程。

同济：工业 4.0 从概念走向现实

10 月 26 日，工作人员在牵手合抱一株已有近两千年树龄的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红豆杉。
日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林业部门在该县发现这株已有近两千年树龄的红豆杉。胸围有

5.85 米，树干直径 1.86 米，几乎需要 5 人牵手才能合抱，树高约 30 米，偌大的树冠枝繁叶茂，如巨幅绿色伞盖覆
盖了约 500 平方米的地面。 CFP供图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周玉、樊丽、高惠君）
庞大的蚁群蚁后、工蚁等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严格的
等级分化，是什么让看似低等的小昆虫有着如此社会
化的属性呢？近期，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华大基因研究
院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单位合作解开了这一谜题，
相关研究在《自然—通讯》上发表。

作为一种真社会性昆虫，切叶蚁具有明确的劳动
分工，其行为模式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有研
究认为，动物的等级分化主要通过基因差异表达，
DNA 甲基化以及组蛋白修饰等分子机制决定，然而对
于基因转录后调控机制的影响却知之甚少。

研究人员利用链特异性 RNA-seq 以及 DNA 重
测序技术，结合自主研发流程对切叶蚁不同等级的
处蚁后和大、小工蚁进行了全面、准确的检测，平均
获得了 11000 个编辑位点，实验验证其准确度高达
99%。

研究者发现在切叶蚁中能发生 RNA 编辑的基
因主要与神经信号传导、节律调节等功能相关，这暗
示着 RNA 编辑作为一种转录后修饰，精细地调控
着切叶蚁脑部的基因表达，从而实现等级间的行为
差异。

通过和其他蚂蚁的比较分析表明，切叶蚁 8%~23%
的编辑位点在蚂蚁中是保守存在的，这些编辑位点可
能和蚂蚁真社会性的进化相关联。此外，有关研究人员
还发现不同样品的全基因组 RNA 编辑模式和等级状
态明显相关，首次证明了 RNA 编辑对于蚂蚁行为的
等级分化具有关键的调控作用。

首证RNA编辑对蚂蚁
等级分化具关键作用

华南理工等华南理工等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甘晓）10 月 25 日，记者从中科院重
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智能多媒体技术
研究中心在真实复杂场景下的人脸识别技术获得重
大突破，识别率远超人眼识别率。

据悉，银行、社保、边防海关、考场等真实场景
下，现场人脸采集照片受光照、角度、遮挡等影响大。
同时，身份证芯片里存储的身份证照片人脸区域像
素小，照片模糊，加之一般为多年以前的照片，和现
场采集照片相差大。因此，要在真实场景下实现人脸
识别身份认证相当困难。

对此，重庆研究院科研人员采用双层异构深度
神经网络，将跨场景、非同源人脸图像映射到同一图
像空间，有效解决了真实场景光照、角度、遮挡、年龄
跨度对人脸识别的影响。同时将专家知识和大数据
挖掘有效结合，使算法模型具有自适应更新学习能
力，从而更适应于现场环境。

目前，基于该算法开发的人脸识别人证合一验
证系统已成功应用于银行、社保、边防海关、机场、火
车站、考场等真实场景。

最近，研究人员收集、整理了 2000 人的身份证
照和真实环境现场采集照，并在真实环境数据库上
进行了算法与人眼的测试比对，最终统计出各自识
别率。通过组织 200 人的人眼测试，在受光照、角度、
遮挡、模糊、年龄跨度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人眼的平
均识别率仅为 72.7%，而算法识别率达到 93.2%。

人脸识别技术复杂场景
识别率远超人眼

中科院重庆研究院中科院重庆研究院

专家剖析

“十二星座”最初仅用以计量时间，并未与
性格、命运的强弱联系在一起。

“将星座与人的性格、命运相关联是唯心
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
久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星占，无论在西
方还是中国，都是人为地将某些无法轻易解释
清楚的现象彼此联系起来，并形成自己的一套

理论，以此迷惑人。”
陈久金介绍，宋朝时有阿拉伯人将星座传

入中国。但二者的服务对象不同，西方星占主
要为个人星占，中国星占则主要为帝王和政权
星占，而且中国星占“占变不占常”，对吉凶的
判断需要借助于星占的含义和五行观念，所以
东西方星占很难融合到一起。直到清朝晚期，
中国才基本上接受西方的星座理论，并一直持
续至今。

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东西方文明
对于星座的划分和命名不尽相同。陈久金举例
说：“西方人命名的猎户星座，位于我国三垣二
十八宿中参宿、觜宿和参旗、水府等星官的位
置上。中国人把参宿看作是老虎，而西方人将
猎户星座看作是一个人。可见，对星座的划分
完全是人为的，星座名称与人的名字一样，只
是一个符号。中国星座命名往往是有历史依据
的，与历史故事和事件有关，古希腊则与神话
传说中的英雄美女有关。”

“不懂得星占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观看
天象就能推知某地发生什么灾异。其实，中国
古代的星占师预言某年将要改朝换代、某皇某
后将会死亡、某地将要发生灾难等，都是要依
赖于星占师的应变能力以及他对上层社会政
治力量的对比和对地方治乱状态等现象的洞
察。”陈久金解释说，“他们对于同一种天象，往

往备有几种不同的占辞。遇到实际情况时，选
用哪一种占辞，这就要看星占师的‘水平’和

‘本事’了。”
对于当前星座的盛行，陈久金认为，以前

的星占师为了生存，让更多的人去相信这样的
预言。而现在，星座的火暴则与星座书籍、饰品

等产生的商业利益密不可分。
在陈久金看来，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星

占术都是伪科学，“我们只有从科学的角度对
它加以了解，分析它被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才
能分清真理与谬误，从思想上彻底杜绝伪科学
产生的基础”。

专家剖析

星座：十二个乐此不疲的诡辩
“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低俗迷信”系列报道之七

当下，星座之说在年轻人中颇为流行。有
人乐于用星座来预测自己的命运态势，也有人
将星座作为挑选朋友和结婚恋爱对象的重要
条件。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星座的笃
信往往不是因为星座预测得多准确，而是人的
心理在作怪。

如果你有心对大量星座预测的词汇作个统
计和研究，那么也许会发现其中的“猫腻”。国外
一家名为 information is beautiful 的网站就作过
这样的尝试。工作人员在流行的星座预测站点
Yahoo Shine 上搜集了许多相关词条进行分析。
他们在统计后发现，每个星座预测中的高频词大
多是相互覆盖的，而各个星座特有的高频词只占
很小部分。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十
二星座预测的词汇 90%以上是相同的。

由此看来，所谓对不同星座的预测其实都
差不多，只要将一些相同的高频词汇拼凑起来，

形成模糊不清的话语，让读者“对号入座”，自然
会得到“准确”的预测。

人们接受模糊、笼统的描述并认为这种描
述非常准确的心理倾向，叫作“巴纳姆效应”或

“福勒效应”。1948 年，美国心理学家伯特伦·福
勒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心理测试，福勒给他的每位
学生一套测试题，在学生答完之后，他给每个人
发了一份据称是以测试结果为依据的独一无二
的性格分析报告。然后，他要求每位学生为这份
分析报告的准确度评分，最高 5 分。结果，福勒收
上来的平均分达到了 4.26。然而，学生们不知道
的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分析报告是完全一样
的，里面大部分的描述适用于所有人。

星座之说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很大程度上
便是基于这种心理效应。可见，星座之说并不复
杂，只不过是用修辞和诡辩之术对人的心理产生
作用，从而促使人们笃信和迷恋星座。

记者手记

现象

近两年，“黑处女座”成为网友们乐此
不疲的话题。处女座的人不但被贴上“挑
剔”“纠结”等标签，甚至会为此丢掉工作。
去年，香港《南华早报》刊登文章称中国求
职者正在成为“星座歧视”的受害者。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称，武汉一家教
育培训机构贴出的招聘英语教师和文员
启事中，明确提出“处女座、天蝎座不要，
摩羯座、天秤座、双鱼座优先”。有雇主认
为，处女座和天蝎座的求职者有些挑剔，
与其他星座相比，他们跳槽的速度更快。

姻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现象

简讯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成立
海底勘察与开发分会

本报讯 近日，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
底勘察与开发分会在杭州成立。中国工程院
院士金翔龙任分会名誉会长，国家海洋局第
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连福任分会会长。

该分会成立后，将组织开展我国海底勘
察与开发领域发展战略和重大问题研究以
及重大工程咨询与立项论证，组织相关高层
论坛，承担相关政策、规划、制度和技术标准
的研究和制定工作，跟踪相关技术的最新进
展等。 （陆琦）

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
组委会成立

本报讯 近日，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
组织委员会在深圳正式成立，将于 2017 年
召开的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筹备工作全
面启动。深圳市市长许勤，中科院院士武维
华、洪德元等出席会议。

国际植物学大会由国际植物学和真菌
学联合会主办，每 6 年举办一次。本次盛会
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会议将以“绿
色创造未来”为主题。大会期间将发表“深圳
宣言”。 （倪思洁）

山西组建
首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山西省科技厅获
悉，科技部近日批准该省潞安集团组建“国
家煤基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该省的
第一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该中心总投资 2.5 亿元，重点开展关
键技术创新与工程化研发，着力进行系统
集成与工业示范，积极推进技术转化与商
业化应用。 （程春生）

“蝌蚪之夜”
细聊天文梦想与科幻之旅

本报讯“蝌蚪之夜”年度第三场沙龙“天
文梦想者”10 月 27 日晚在清华大学举办。

“蝌蚪之夜”是由蝌蚪五线谱网主办、北
京科学技术期刊学会承办、北京市科协信息
中心等单位协办的跨界科学沙龙，本年度主
题为天文月系列活动，共 4 期。 （冯丽妃）

铁强化酱油防控铁缺乏会议
在京举行

本报讯 10 月 28 日，“应用铁强化酱油
预防控制中国铁缺乏和缺铁性贫血项目工
作总结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食物强化办公室主办。

我国因缺铁贫血的患病率为 20.1%，贫
血会直接影响儿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降低
成年人劳动能力。中国疾控中心食物强化办
公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加
大铁强化酱油的推广十分重要，尤其是贫困
农村地区。 （牟一）

第七届农药创新贡献奖颁奖

本报讯 第七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
新贡献奖颁奖仪式日前在上海举行，沈阳化工
研究院有限公司刘长令等“创制高效杀菌剂唑
菌酯及其产业化”研究获技术创新奖一等奖。
本届围绕农药先进生产工艺和技术、创新成果
等共评选出技术创新奖 27 项。 （潘锋）

姻史俊庭

“今年种了 14 亩水稻，全部采用了直播技术，
产量比传统的插秧移栽产量高，明年将全部采用这
种技术种植水稻。”近日，在河南开封杜良尚寨村召
开的直播稻郑旱 10 号高产高效生产示范现场上，
村民邵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水稻是河南省第三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1000 万亩，全省平均亩产 500 公斤左右，基本上采
用育苗移栽技术实现生产。

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水稻室主任、水稻专家

尹海庆告诉记者，直播稻是一种原始的稻作栽培
技术，是唐宋前主要的栽培方式，而移栽稻是明
清时期才逐步形成的。但在移栽技术出现之后，
直播稻并没有消失，美国、澳大利亚主要采用直
播方式种稻，中、日、韩及其他亚洲国家直播稻面
积也呈上升趋势。

目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以及农业规模化的发展，传统水稻生产的人工移栽
种植严重制约河南水稻的生产。邵义表示，原来种
植水稻得雇人插秧，今年每亩人工费涨到 320 元人
民币，一人一天最多栽一亩，不仅慢而且贵。今年采

用直播，一小时能播 20亩，每亩只用 20元。
尹海庆介绍，现代直播稻作，有别于过去简

单粗放的稻作生产，是一种高产高效的生产方
式，是在品种创新、整地播种技术改进、先进化学
除草产品研发等科技成果支撑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项新型的直播稻作技术。在河南省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的支持下，他们采用了河南省农科院粮作
所选育的早熟、高产、适宜麦茬直播的国审粳稻
新品种———郑旱 10 号，在尚寨村示范种植了
300 亩。

河南省农科院粮食所所长侯传伟表示，该项技

术还有利于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减少大田整地和
移栽用水。长期从事植保研究的河南省农科院院长
马万杰说，该技术由于晚播，有效地避开了稻飞虱
传播的条纹叶枯病和黑条矮缩病等病毒病的发生。

当天，专家随机从 300 亩示范田中抽取 10 块
田进行现场测产，平均亩产 612.4 公斤，尚寨村种植
户郭海龙的 5 亩直播稻亩产均高于该村移栽稻，最
高亩产达到了 689.2 公斤。

“这样的亩产意味着，直播稻作将可以在河南
适宜区域扩大推广应用，河南水稻生产将从育苗插
秧 1.0 时代迈入直播稻作 2.0 时代。”尹海庆说。

河南：迈入直播稻作 2.0 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