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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等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等

揭示降雨季节变化
对树木生理的影响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周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博士毕业生、现复旦大学博士后高建国等在降雨季节变化
对树木生理的影响方面研究取得进展。相关成果日前相继
发表于《植物生态学展望》《进化与系统学》。

数据模型表明，未来降雨格局将更加不均匀，这势必
影响或改变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广东鹤山 30
年（1985—2014 年）降雨数据的分析发现，干季降雨明显减
少，末期的递减趋势尤甚。基于此，研究人员利用鹤山站森
林降水季节分配变化野外控制实验平台，对次生常绿阔叶
林两个共存树种火力楠和木荷的树木液流变化、水分利用
效率等进行了两年的观测研究，以解析响应降雨季节格局
改变的生理生态学机制。

研究显示，两树种的整树液流和内在水分利用效率对
降雨处理表现出一定的生理稳态性，树木蒸腾对水汽压亏
缺和光合有效辐射的响应无论在干旱、春旱还是加水期均
无明显的处理差异。与此相反，单位面积的叶氮和磷含量
呈现一定的波动，特别是叶片氮磷有明显的处理效应，
说明降雨季节分配改变对氮和磷双重限制的森林生态系
统的养分吸收和利用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森林生态系
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进一步分析发现，火力楠在湿生或轻度水分胁迫下有
更强的生长优势；木荷由于根系对土壤深层水分的较多利
用和较强的形态可塑性，在未来降雨分配不均或干旱加剧
的情形下具有竞争优势。

■本报记者 彭科峰

人工智能的风潮愈演愈烈。
从“阿尔法狗”战胜人类顶尖棋手李世

石，到今年 7 月国内专注于计算机视觉和深
度学习的 AI 创企商汤科技获得 4.1 亿美元 B
轮融资，创下全球人工智能（AI）领域单轮融
资最高纪录，人们明显可以看到，AI 热潮正在
从科学研究走向产业界。

日前，我国首部国家级发展规划《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近日
出台，又将新一代 AI 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
面。那么，AI 的春天来了吗？还有哪些瓶颈需
要突破？企业界对《规划》怎么看？《中国科学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风口上的人工智能

当前，AI 已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新战略
发展方向，人才、资本迅速聚拢，百度不久前
也发布了“all-in AI”战略。据统计，2016 年，包
括百度和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在 AI 领域的
花费在 200 亿至 300 亿美元之间，其中 90％
用于研发和部署，10％用于 AI 收购。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商
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说：“三年前，我常跟投
资人、企业家谈人工智能、讲深度学习，但那
时大家还不太关心。后来，谷歌推出了‘阿尔

法狗’，人工智能就火了。”汤晓鸥表示，与前
几年相比，目前 AI 非常热。除了“阿尔法狗”
以外，得益于美国五大 AI 巨头形成的联盟
的影响，去年的双创周，北京会场也选择了
两家 AI 领军企业：百度和商汤。

汤晓鸥介绍，在国际范围内，AI 最早诞生
于 1956 年。此后，其发展势头不断起起落落，
并没有真正发掘出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益的功
能。但在 2011 年左右，诞生于 2006 年的“深度
学习”算法产生了效用。“从那时起，人工智能
开始具体应用于很多单向领域或者说具体的
行业，并且开始超越了人的水平，掀起了热
潮。”他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原副教授、360 人工智
能研究院院长颜水成认为，在当下全球 AI
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走在前面。在相关技
术和应用方面，中国不少方向已在国际上
处于前沿地位。比如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
国企业和高校近几年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
位。

具有战略性的规划

正是意识到 AI 的重要作用，我国日前顺
势推出了《规划》。从其中披露的数字看，中国
AI 未来愿景令人振奋：2020 年，AI 核心产业
规模超过 15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到 2025 年，这两组数字为 4000 亿

元和 5 万亿元。
“这部《规划》体现了学界、产业和政府对

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不断探索和思考，也
为今后人工智能在应用层面真正落地指明了
道路。”浙江大学教授陈为说。

颜水成也认为，《规划》从总体指导思想、
“三步走”战略目标、六大重点任务、资源配
置、保障措施和组织实施等方面，具体而详尽
地解说了国家新一代 AI 的整体战略部署和
蓝图，为学术界的基础研究、企业的产业发
展、社会服务的智能化以及军民融合等给出
了明确的指引方向。

“《规划》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人工智能
发展的重视，也展现了国家抓住科技前沿快
速布局的战略决策能力。与其他国家的相关
规划相比，我国的《规划》在人工智能发展与
最终落地场景的细节上更详尽，可操作性更
强。”颜水成说。

颜水成认为，从《规划》来看，新一代 AI 的
特点应当是，超越以前 AI 研究主要专注于单
一的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的情形，转向更
复杂和更多元的形态。

需取得基础理论的突破

目前，中国的 AI 研究和国际相比到底有
哪些不足并需要改进呢？

中科院院士张钹认为，在基础 / 算法的

研究上，中国和世界顶尖水平还相差甚远，这
是个不争的事实。“人工智能是美国人建立的
学科。现在还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北美国家在
引领发展，他们在不断地创新，如果我们不重
视基础 / 算法理论研究，不在这些领域赶上他
们，会非常制约中国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
创新的能力。”他说。

颜水成对此也表示赞同。在他看来，与美
国的 AI 发展相比，中国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确
存在一定差距。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也意识
到这一问题。他表示：“正因如此，《规划》中的
第二步对于基础理论的提高提出了明确目
标，即到 2025 年，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
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的主要动力。”

此外，AI 对于自然语言的处理目前也存
在很大的障碍，尚难以克服。中国计算机学会
秘书长杜子德表示，语言智能是 AI“皇冠上的
明珠”，如果语言智能实现突破，跟它同属认
知智能的知识和推理就会得到长足发展，进
而推动整个 AI 体系的进步。

尽管如此，专家对中国未来 AI 的发展还
是充满信心。“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在计算机
视觉的诸多技术已经应用到安防和金融等领
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颜
水成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 AI 成果走出实验
室，落地到实际应用场景中。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

AI 正热，中国或可弯道超车

简讯

广东科学中心“绿色家园”展馆
崭新开放

本报讯 广东科学中心“绿色家园”展馆近
日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试运行开放。历时 4 个多
月升级改造后的“绿色家园”展馆共有 49 个展
项，全新增加了 30 个互动展项，相比原来规模
更大，互动性和趣味性更强。

“绿色家园”展馆划分为“绿色摇篮”“绿色
危机”和“绿色行动”三个区域，以宣传绿色生态
文明为主旨，向公众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理念。此外，广东科学中心“数码世界”馆和“交
通世界”馆很快也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公众。

（朱汉斌吴晶平）

青岛出台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

本报讯近日，山东省青岛市科技局出台了
《青岛市科技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专
家信息资源建设、专家库管理与维护、专家选取
与使用、监督评估与罚则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在专家信息资源建设方面，该办法对各类
专家的基本条件进行了规定。在专家库管理与
维护方面，规定专家库每年进行专家信息集中
更新，专家如有违法违纪、学术失范等行为的将
自动退出。在专家选取及使用方面，专家使用遵
循轮换和回避原则，原则上每位专家每年参加
评审不超过 10 次。在监督评估与罚则方面，专
家所在单位要认真履行法人主体责任，加强专
家信息审核。专家如在评审咨询工作中存在不
当行为，将取消专家资格。 （廖洋李坚）

全国高校教学示范中心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以下简称联席会）主办、青
岛科技大学协办的第三期全国高校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管理水平与建设能力提升研讨会在
青岛召开。来自全国近 30 个省 200 余所高校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 8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旨在贯彻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的
通知精神，促进各中心的沟通交流与协同发
展，破解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发展难题。

（廖洋李鲲鹏李钟超）

6 市（区）首批开展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

本报讯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函确定
第一批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地方，决定
首批在福建厦门、山东青岛、广东深圳、湖南长
沙、江苏苏州、上海徐汇区等 6 个市（区）级层
面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期限为 1 年。

此次试点工作希望在纵向上打通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的链条，在横向上发
挥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的综合效应，推动
形成符合知识产权发展的内在规律。 （李晨）

2017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西部营）
昆明开营

本报讯 7 月 23 日，来自广西、贵州、云南
等地的高中生和指导老师齐聚中科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共同参加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
营西部营全国开营仪式。

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主办，中科
院昆明植物所承办，活动将持续到 7 月 28 日。
开营仪式上，该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
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发布了“探寻神
秘的脉冲星”“野外资源植物的采集、识别保存
与初步利用研究”等多个实践课程。 （郭爽）

发现·进展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解译吗啡诱导自噬
导致毒品成瘾分子机制

本报讯（记者郭爽）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姚永刚课题组的
最新研究首次阐明了多巴胺能神经元特异性的自噬参与吗
啡成瘾的分子机制。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噬》期刊。

吗啡是阿片类毒品的典型代表，相关研究可为阐明阿
片类毒品成瘾的分子机制及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和理论依
据。自噬是溶酶体介导的细胞降解自身细胞器和蛋白的过
程，与细胞存活、细胞分化、发育和体内稳态密切相关。研究
显示，吗啡成瘾过程中线粒体功能异常，进而诱发自噬。但
自噬是否参与成瘾，抑或是成瘾的副产物并没有阐释。

科研人员首先从小鼠吗啡成瘾模型出发，确认吗啡诱导
的自噬参与成瘾，而非成瘾副产物。随后，在小鼠原代神经元
上集中研究吗啡诱导自噬的分子机制，发现吗啡会导致
ATG5 和 ATG7 蛋白表达显著上调，从而促进多巴胺能神经
元中 ATG12-ATG5 复合物形成和 Atg5 与 Atg7 依赖的自噬
活性增强。

进一步研究发现，Atg5 与 Atg7 依赖的自噬通过调控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树突棘密度、树突复杂度和树突总长
度，进而调控成瘾行为学。在多巴胺能神经元中特异性敲
除 Atg5 或 Atg7 基因，能显著拯救吗啡诱导自噬所介导的
树突可塑性改变，最终阻断吗啡诱导的成瘾行为学，包括
吗啡奖赏效应、行为敏感化、疼痛耐受和戒断症状。

中科院海洋所中科院海洋所

腐蚀每年给中国造成
超两万亿元损失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中国科学院海洋所研究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侯保荣和同事在一项新研究中指出，2014 年，
腐蚀及其影响给中国带来 3000 亿美元的损失，占整个国
家 GDP 的 3%。关于腐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评估报
告显示，运输和电子行业是遭受打击最重的两个产业。相
关成果 7 月 25 日在线发表于中国—自然合作期刊《npj-
材料腐蚀》。

最近几十年里，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
国家之一，国内的运输网络和建筑项目大幅度扩张，采矿
及金属和水泥生产等重工业也高速发展。此外，对新材料
的迅速应用和现有工程结构的普遍老化正在加剧这些产
业中的腐蚀问题。

侯保荣和同事用两种不同方法计算了 2014 年腐蚀给中
国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他们预计，中国一年的腐蚀
损失高达 21278 亿元，占国家 GDP 的 3.34%。作者总结，每年
有 7747 亿元的腐蚀损失可以被避免，基于其他研究的发现
表明 15%~35%的腐蚀损失可以通过相应的缓蚀措施避免。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中科院成都生物所

证实气候变化
对麻疯树的风险作用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中科院成都生物所胡军华
等以麻疯树为研究对象，在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方面获得进
展。相关成果发表于《可再生与可持续能源评论》。

在全球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生物质能源植
物提升了人们对可再生生物能源生产的兴趣。为此，种植生
物质能源植物的生境适宜性和潜在的环境问题引起全世界
的关注。麻疯树是被视为具有巨大潜力的生物质能源植物，
并有着诸多环境益处。但麻疯树也被列为入侵植物，在全球
范围被大规模种植的同时缺乏相应的生态学知识。

研究人员分析了麻疯树在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机
遇和风险。他们发现，在不同排放情景下，其适宜生境将可
能出现较大面积的缩减；气候变化的影响模式在各大洲之
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美洲和大洋洲的缩减比亚洲和非洲
的大；低纬度地区适宜生境丧失的风险高。

该结果证实了气候变化对麻疯树机遇和风险影响的
复杂作用，这对未来发展可持续生物质能源植物项目的种
植策略非常重要。

■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王永进 杨林

他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化学激波管、研制
出我国第一台化学激光器、首次实验观察到
量子干涉效应……提起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
究员、中科院院士沙国河，很多科研人员都会
对他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竖起大拇指。

很多同事也知道沙国河一直热心于面向
青少年的公益科普活动，但他与夫人余道容
资助贫困中小学生的事迹却鲜有人知。截至
目前，他们已经连续资助贫困学生十多年，累
计捐款额 20 万元左右。

2005 年 8 月，沙国河和夫人一同前往乌
鲁木齐参加会议。夜宿一位牧民家时，他们了
解到当地很多孩子由于家庭贫困不能上学，

随即与当地“春蕾计划”联系，提出每年捐助
2000 元资助 5 名新疆特困学生的学杂费、书
本费。此后 13 年，他们的资助从未间断，且资
助金一添再添，从最初的 2000 元增加到 4000
元又到了现在的 6000 元。

2005 年 10 月，沙国河夫妇二人在回四川
老家探亲时又资助了当地 5 名贫困学生。资
助金额也从最初的每人每年 200 元达到每人
每年 2000 元。

沙国河夫妇还两次前往四川贫困山区看
望被资助的学生，当了解到一名受资助男孩
的姐姐玲玲是聋哑儿童，已经 12 岁还未上学
时，两位老人四处奔波，辗转成都雅安两地，
终于为玲玲找到合适的学校，使她能够享受
与同龄人一样的受教育权利。

2012 年时，当沙国河夫妇了解到大连农
村也存在因家庭困难上不起学的学生时，他
们又资助了 5 名来自庄河的孩子，每年向他
们每人提供 2000 元用于生活学习，两人表示
将资助他们一直到高中毕业。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学生已经
迈入大学校门。每隔一段时间，受资助的孩子
们都会给沙爷爷和余奶奶写信汇报最近的学
习生活情况，而每次读孩子们的信件都会让
沙国河夫妇感到由衷的幸福。

“是国家培养了我，所以我要回报国家。资
助贫困学生是希望让更多的孩子都能享受到教
育，学习到知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沙国河如是说。他在科研上攻坚克难、生活中无
私奉献的精神也在激励着更多学子奋发向上。

本报讯近日，据华中科技大学数字 PET 实
验室透露，该校谢庆国团队与意大利莫里塞大
区达成合作协议，意大利脑科学研究中心将引
进谢庆国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人体临床全
数字 PET，中意双方还将合作建立数字 PET 莫
里塞研究中心，共同开展脑科学研究。

全数字 PET 由谢庆国团队研发，空间分辨
率达到 2.1 毫米，能又快又准地检测病灶，性能
高出同类产品 1 倍以上。地中海神经研究所

（NEUROMED）临床前成像部主任卡内瓦莱
表示，选择中国全数字 PET 是因为它独一无二

的模块化、变结构特点，可以衍生出面向各种应
用的最优系统。

脑科学被世界各国视为科研领域“皇冠上
的明珠”，成为近 20 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位于莫里塞的 NEUROMED 拥有欧洲最大的
脑疾病医院和脑病方面的丰富临床经验。

意大利核医学会会长、NEUROMED 核
医学科主任奥斯基拉奇认为，数字 PET 的独特
信号处理算法意味着可以开发出针对人体各
种疾病和特定器官的 PET 系统，这将对脑部
PET 系统的开发产生革命性影响，对研究包括

阿尔茨海默症在内的脑疾病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数字 PET 莫里塞研究中心建设计

划将于今年 9 月正式开始实施，并预计在 3 年
内建成中意两国在神经系统领域的数字 PET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目前，中国数字 PET 已相继出口芬兰、意
大利、美国等国家。谢庆国表示，期望借此次中
意合作，共同探索人类大脑工作奥秘，研究大脑
疾病原理，开发类脑智能技术，进而将数字
PET 技术用到造福人类的健康事业中。

（鲁伟杨亚尹寒冰）

中意共建数字 PET莫里塞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沙国河：

“是国家培养了我，所以我要回报国家”

7 月 25 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两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摩擦力实验。由广东科学中心从加拿大引进的“创
想空间”展于今年 7 月 22 日至 11 月 12 日在该中心主楼负一层绿化中庭展出，展览面积达 1500 余平方米。

该展览由加拿大安大略科技馆历经 5 年研发设计，共包括 18 组展项，分为“心怀大梦想”“期待‘意外’”“协作或竞
争”等 5 个主题。展览以互动方式启发观众创造性思维。 本报记者朱汉斌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