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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本报讯来自 29 个国家的 57 位科学家日前
呼吁联合抵制一所韩国大学，因为设立在该校
的一个新的中心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强化国家安
全。人工智能科学家表示，该大学正在开发自主
武器，又称“杀手机器人”，而该大学官员则表
示，这项研究的目标是改善现有的防御系统。

2 月 20 日，位于大田的韩国先进科学技术
研究院（KAIST）庆祝其新的国防和人工智能融
合研究中心成立。一个已经被该校删除的网页
宣称，将与韩国韩华系统公司联合运营该中心，
其目标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命令和决策系统，为
海底大规模无人驾驶机器人提供组合导航算
法，基于人工智能的飞机训练系统，和基于人工
智能的对象跟踪与识别技术”。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深
远影响，对军事作战系统研发也带来全新理念。
然而，人工智能界的专家学者及防务分析人士
认为，机器人暴动仅是科幻小说式的终极噩
梦，军事机器人革命带来的伦理、法律及政策等

问题，尤其是自主武器能否自行判断杀敌与否，
才是人们亟须担忧和讨论的现实问题。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计算机科学
家 Toby Walsh 发起了这次抵制活动，他担心这
项研究将被应用于自主武器，包括无人驾驶飞
机或潜艇、巡航导弹、自主操作的防卫机枪或战
场机器人。

“令人遗憾的是，像 KAIST 这样的知名机
构似乎在加速军备竞赛，以开发这种武器。”抗
议者在一封公开信中这样表示，“因此，我们公
开宣布，我们将抵制与 KAIST 的任何部门进行
合作，直到 KAIST 的院长作出保证———我们一
直在寻求但没有得到，该中心将不会开发缺乏
有意义的人类控制的自主武器。”

KAIST 院长 Sung-Chul Shin 准备了一份
声明，排除了开展此类活动的可能性。他说：

“我很难过地听到有人宣布因为要研制杀手机
器人而抵制 KAIST。我想重申，KAIST 并不打
算参与开发致命的自主武器系统和杀手机器

人。在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技术方面，
KAIST 都清楚地意识到伦理问题。”

这封抗议信并没有定义何为“有意义的人
类控制”，但这句话经常被解释为把扳机放在一
个人的手里。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政府
专家小组 4 月 9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预
定讨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研发，也就是常说的

“杀手机器人”可能带来的影响。
Walsh 说，他对 Shin 的声明感到振奋。“很

高兴看到 KAIST 首次公开承诺进行有意义的
人类控制。这将增加联合国讨论的分量。”

新美国基金会研究人员、防务政策分析人
士辛格在其著作《连线战争：21 世纪机器人革
命和冲突》中指出，地缘政治、知识前沿领域不
断前进的动力甚至是追求利益的科技企业，都
是人工智能发展不可阻挡的力量。简单来说，
大部分人现在最感到恐惧的是该不该让能够

“思考”的人工智能系统决定是否杀人。
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主管

沙雷表示，自主武器系统可能因代码问题或黑
客攻击而失灵，机器人攻击人类部队，人类无法
作出反应或局部局势迅速升级的情况都有可能
发生。

美国亚特兰大市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科
学家 Ronald Arkin 说，由于在一个实验室里可
能发生的研究而抵制整个大学在我看来似乎

“有点极端”。
同时，一封公开信已在美国谷歌公司内部

流传数周，超过 3000 名谷歌员工签名要求公司
退出一项美国五角大楼人工智能军事计划。

美国五角大楼“梅文计划”始于 2017 年，旨
在找到加速军方应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的方
式。尽管五角大楼和谷歌都表示，谷歌的产品不
会创造出无须人类操作者就能开火的自主武器
系统，但谷歌员工在公开信中说，参与“梅文计
划”将对谷歌的品牌和人才吸引力造成不可挽
回的伤害，谷歌不应被卷入战争，谷歌及其合约
商永远不应该发展战争科技。 （赵熙熙）

科学家高精度测量反物质

本报讯 近日，《自然》发表的一篇论文报告了到
目前为止对暗物质进行的一次最精准的光谱测量。
这次发现不仅证明了反原子光谱学的能力，也将反
物质的超敏检测推进了一步。

解释为何是物质而不是反物质在大爆炸中幸存
下来一直是物理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因此，获取反
物质并了解其特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光谱学
中，通过激光激发原子并检查其如何吸收或散发光
以确定原子跃迁的特性。虽然同样的技术可用于研
究反原子，但是反物质难以生成和捕捉，因此也就难
以测量它的特性。

2017 年，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CERN）的 AL-
PHA 合作组在《自然》期刊上发文报告了对激光驱
动的反氢 1S—2S 跃迁（从基态到激发态）的实验性
观测。现在，来自同一合作组的丹麦奥胡斯大学的
Jeffrey Hangst 及其同事，详细表述了该跃迁的其中
一个超精细组分的特征。

该团队研究了约 15000 个反氢原子，这些原子
被磁囚禁在一个长 280 毫米、直径 44 毫米的圆柱体
内。研究人员进行了为期 10 周的测量，发现反氢跃
迁的共振频率与氢的 1S 至 2S 跃迁的预期频率一
致，测量精度达万亿分之二。 （张章）

新研究发现岩石也能释放氮

新华社电 科学界普遍认为地球上植物所吸收
的氮都来自大气。但一项美国最新研究指出，自然生
态系统中高达 26％的氮来源于岩石，其余的则来自
大气。

过去的几十年中，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土壤和
植物中氮的积累量比大气所能提供的要多，但一直
没有人能确定这些氮的来源。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人员在最
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说，生态系
统需要利用氮以及其他营养成分来吸收二氧化碳，
但是来自植物和土壤的氮却很有限。如果能从岩石
中获得大量氮，那么就能解释寒带森林等自然生态
系统为何能吸收大量二氧化碳。

研究人员分析了在加州北部采集的古岩石样
本，发现那里的岩石和周围的树木含有大量的氮。他
们在这一发现基础上，用全新的数学模型分析了地
球的氮平衡，认为岩石风化释放氮是全球生态系统
中氮的一种重要来源，自然生态系统中高达 26％的
氮来源于岩石。

模型显示，喜马拉雅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等北半
球山地地区可能是全球岩石风化释放氮的主要地
区。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地区可能需要更多的环境保
护措施，因为它们可能对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有
重要影响。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肯德拉·麦克劳克兰表
示，新研究成果打破了大气是植物所吸收氮的唯一
来源这一传统理论，这将重写教科书。氮是一种营养
物，也是一种污染物，了解自然界对氮的供应和需求
非常重要。

人工智能界抵制韩美自主武器研发
联合国召开会议讨论“杀手机器人”问题

癌症从一种动物转移到另一种动物十
分罕见，但濒危的袋獾被传染癌症的几率却
很高：在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两
种能影响它们的传染性癌症。4 月 9 日发表在

《癌症细胞》杂志上的对这两种癌症的比较研
究表明，它们的起源很相似。英国剑桥大学研
究人员相信，袋獾可能只是更容易患上这类疾
病。研究人员还发现了这些癌症的有效药物，
并有可能用于拯救袋獾免于灭绝。

目前人们已知只有八种具有自然传染
性的癌症：一种发生于狗身上，两种与袋獾、
五种发生与海洋双壳类动物有关。袋獾在争
夺配偶和食物时，常常互相撕咬对方的面
部。而这两种癌症在转移之前会引起相似的
面部肿瘤，并在袋獾之间传播。

剑 桥 大学遗传学家 Elizabeth Murchison
说：“当第一种传染性癌症被发现时，我们认为
这种癌症非常罕见，而袋獾只是不幸患上了这

种癌症。但第二种癌症的出现让我们怀疑，袋獾
患上这种疾病的风险是否特别高。”当然，也有
可能是某种环境或人为变化影响了袋獾，使其
出现这些癌症。为了评估这些假设，研究人员
对这两种癌症进行了基因和功能比较。

尽管研究人员无法识别出任何病毒或外
部致癌物（如紫外线）的基因标记，但他们指出，
不排除可能有一些没有检测或找到的东西起作
用。然而，他们发现，这两种癌症尽管起源于不
同个体，但有相似的突变过程和起源组织，并对
类似的药物作出反应。“这表明袋獾对这种细胞
的调控出现了某种问题，这可能让它们更易感

染这类疾病。”Murchison 说。
其源头或能追溯到撕咬行为。而且，研

究显示创伤修复途径可能与癌症起源有关。
因此，袋獾频繁的面部损伤可能会导致癌症
的发生，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疾病从宿主转移
到另一个宿主的途径。

这些癌症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其在塔斯
马尼亚的部分地区消灭了 90%的袋獾，并威
胁到该物种的生存。作为食腐动物，袋獾是
岛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研究
人员认为，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和测试，已经
确定的药物或能提供帮助。 （唐一尘）

袋獾为何
易患传染“癌”

科学此刻姻 姻

《巴黎协定》有助降低北极无冰风险

本报讯 近日，《自然—气候变化》在线发
表的两项研究显示，将人为造成的全球平均

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1.5 摄
氏度以内，与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相比，可以
显著降低北极无冰的风险。这一研究结果表
明急需加大力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保护
脆弱的北极。

气候变化最明显的迹象之一是北极海冰
覆 盖 范 围———海 冰 密 集 度 超 过 15% 的 区
域———急剧缩小。自 1979 年以来，北极海冰
的年最小覆盖范围（每年 9 月观测）已缩小了
约 40%。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可以量化北极是
否或何时会“无冰”，即 9 月的海冰覆盖范围
小于 100 万平方公里。

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的 Michael Sig-
mond 等人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
Alexandra Jahn 分别展开研究，利用模型计算了
在《巴黎协定》提出的 1.5 摄氏度和 2 摄氏度两

种升温阈值场景下，北极无冰的可能性。研究
人员报告了将人为升温幅度限制在 1.5 摄氏度
可以产生的显著效益。在升温 1.5 摄氏度的场
景下，北极大约每 40 年会出现一次无冰情况，
而在升温 2 摄氏度的场景下，每 3 至 5 年会出
现一次。但是，根据目前的排放情况看，全球气
温预计将上升 3 摄氏度，届时，北极可能在 9 月
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无冰状态。

在相应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英国埃克塞
特大学的 James Screen 作出如此评价：“虽然相
较于升温 2 摄氏度，在升温 1.5 摄氏度的情况
下，北极无冰的几率明显下降，但是在解读确切
可能性的时候，仍应保持谨慎。”他认为，这是
因为海冰对于现实世界全球变暖的敏感性具有
高度不确定性，因而难以评估气候模型中的海
冰消失速率是否准确。 （张章）

首家太空酒店
拟 2022 年开业

新华社电 美国一家航天企业日前宣布，将
建造首家豪华“太空酒店”，预计 2022 年开业，
每晚约 79 万美元。

美国初创企业“跨越猎户座”公司官网介
绍，他们计划 2021 年发射太空酒店———极光空
间站。该空间站将采用模块化设计，每个模块长
约 13 米，宽约 4 米，内部空间与一架湾流 G550
喷气式飞机相当，可同时容纳四名游客和两名
机组人员。太空酒店将在距地表约 320 千米的轨
道运行，每 90 分钟绕地球一圈，预计 2022 年开
门迎客。

虽然计划尚处融资阶段，但这家公司已
推出包含发射等费用在内的全包式体验套
餐：12 天 950 万美元。酒店目前已开始接受预
订，订金 8 万美元。如果预订者改变主意，订
金可全额退还。

据介绍，太空酒店将提供高速无线网络，
并配有双人套间，游客可“真正体验宇航员的
生活”，如感受失重、航拍地球、操作实验、太
空种菜、欣赏极光、1 天内观看 10 多次日出和
日落等。不过，游客在出发前还需接受为期 3
个月的培训。

“跨越猎户座”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弗
兰克·邦杰说，如果市场需求增长迅速，他们还
考虑在今后销售太空公寓。

随着载人航天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企业将目光瞄向太空。美国的阿克肖姆航天公
司和比奇洛航天公司均计划打造自己的商业空
间站，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美国蓝色起源公司、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也正在筹划其商业太
空旅行项目。

海水温度上升
增加海鸟觅食难度

新华社电 英国一项新研究显示，气候变化
让海水温度上升，鱼虾等一部分物种的繁殖时
间因此提前，但以它们为食的海鸟总体上还没
有改变自身繁殖节奏，未来海鸟觅食的难度可
能会因此增大。

英国爱丁堡大学、生态与水文学中心以及
英国南极考察处等机构研究人员分析了 62 种
海鸟在 1952 年至 2016 年间的繁殖状况，这期
间海水的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据研究团队在英
国学术刊物《自然—气候变化》上发表的报告，
这些海鸟总体而言还没有根据海水温度变化而
调整，它们的繁殖季节仍没改变。

此前研究显示，气候变化正让鱿鱼、虾以及
小鱼等海鸟经常捕食的物种繁殖时间提前。因
此，繁殖季节的错配可能在未来让海鸟很容易
错过一年中猎食的好时机，导致它们觅食难度
加大。

研究团队表示，由于海鸟通常比它们捕食
的物种拥有更长寿命，并且它们需要成长数年
后才开始繁殖，海鸟可能要更多的时间才能适
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环境。 （张家伟）

控制气温可显著降低北极无冰风险。

《科学报告》

关节响声的由来

掰关节非常常见，但是伴随它发出的典
型声音从何而来？从 20 世纪初开始，这个问
题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讨论。现在，《科
学报告》描述了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 V.
Chandran Suja 和 Abdul Bakarat 开发出来的一
个数学模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
解释。

研究人员将关节的几何表示与一系列数
学方程结合起来，模拟会导致该声音产生的事
件。结果表明关节活动（掰关节的时候）产生的
关节液压力变化导致关节液内的微观气泡破
裂。这些气泡的破裂导致产生掰关节的声
音———这个理论于 1971 年被首次提出，但是
40 年后受到挑战：新实验表明在掰关节后的很
长时间里，这些气泡仍然存在。作者的数学模
型似乎解决了这个矛盾，它表明只需要气泡部
分破裂就能产生声音，因此在掰关节后，微气
泡仍能在关节液中存留。

研究人员还表明，由气泡破裂产生的压力
所引起的声波可以通过数学方法预测，并用实
验方法测量。通过模型计算得出的声压波与文
献中记录的声波标记以及作者记录的 3 名被试
的实际情况非常相似。数学模拟与实验结果之
间的相似性———视觉上呈现为相似的图形———
意味着作者的模型不仅能表征掰关节的声音，
还表明气泡破裂似乎可以合理解释该声音。

《自然—天文学》

恒星大放光芒

近日，《自然—天文学》在线发表的两篇论
文，科学家们在百亿光年外的星系内发现了两
颗“闪烁”的恒星，而这一切要得益于这两颗恒
星与我们之间的疏散星团的引力透镜效应。其
中一颗恒星距离我们 140 亿光年，被放大了逾
2000 倍。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观测，它同时揭
示了隐藏于上述疏散星团之内的暗物质的信
息。

当恒星经历爆发事件（如新星或超新星爆

发）时，其亮度会突然发生变化。虽然最亮的超
新星在 100 亿光年之外也可见，但是超出银河
系之外的大部分恒星都过于黯淡，无法单个检
测到。

本文所述的两支研究团队利用哈勃太空
望远镜反复观测包含大量疏散星团的天空区
域。这些星团产生的强大的引力场就像一个透
镜，可以放大来自星团背后恒星所发出的
光———足以让科学家们观测到原本因为距离
过远而无法在地球上观测到的恒星。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的 Steven Rodney 及
同事观测到恒星“闪烁”，是因为该恒星表面不
断发生爆炸，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Patrick Kelly 及同事观测到的那一颗恒星的“闪
烁”，则是源于该恒星与疏散星团之间的相对
运动。

通过研究这些闪烁，作者不仅可以揭示恒
星本身的物理特性，更重要的是，还能揭示“透
镜”疏散星团中暗物质的分布情况。暗物质无
法直接观测，但是一般认为暗物质的质量可以
解释已观测到的星系内部运动。

《自然》

科学家发现银河系中心大量黑洞

近日，《自然》报告，科学家根据观察表示银
河系中心存在大量黑洞。

科学家此前预测大型星系中心附近的超
大质量黑洞被诸多恒星质量的黑洞环绕。然
而，此前对银河系中心（也就是最近的超大质
量黑洞 Sagittarius A* 所在的地方）的搜寻并未
取得成功。

利用从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望远镜获得
的归档数据，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 Charles
Hailey 和同事报告在离 Sagittarius A*1 秒差距

（约 3.3 光年）之内发现了 12 个不活跃的低质
量 X 射线双星系统———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黑洞。作者提出，这些 X 射线双星系统的
属性和空间分布表明银河系中心 1 秒差距内存
在几百个和双星系统相关的黑洞，还存在更多
独立的黑洞。

（张章 / 编译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a-
turechina.com/st）

《自然》及子刊综览

但要对活性成分进行研究，单靠采摘野生甜茶，
一是量少、不方便，二也无法达到药物化学实验所需
要的严格标准。

在蒋华良的建议下，胡应祥带着老乡，开始按照
中药标准种甜茶。每个月，他都会把甜茶样品寄给赵
维民等人，后者负责进行活性成分提取和降糖药物
活性成分筛选研究。

“在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这条路上，老胡可以说
非常执着。”蒋华良说。胡应祥在当地征集了 8 个乡
镇 393 户贫困农民的 3100 余亩土地，开始大面积种
植甜茶。通过不断摸索，硬是将人工种植甜茶的存活
率从 10%提升到了 80%。

原料的来源已经解决，这对组合面临的下一个
挑战是，甜茶能否作为合法的食品原料进入市场。

甜茶的致富路

2017 年，当时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告
发布了 10 种通过安全性评估审查的新食品原料，老胡
申报的木姜叶柯位列其中。

这小小的一步，却是蒋华良和胡应祥用 6 年努
力换来的成果。“甜茶跟一般的茶叶不同，饮用它的
人，只在湖南芷江附近很小的范围内。”蒋华良坦言，
如果想把这种植物作为食品或保健品在全国销售，
就必须要先拿到卫计委的“新食品原料”许可。

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茶农来说，毒理评
价、申报、答辩，这些工作几乎无从下手，同时毒理评
价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蒋华良与几个朋友自掏
腰包，凑了 20 万元，给胡应祥做毒理学评估，研究所
科研与新药推进处还帮助他整理材料，陪他一起参
加答辩。最终在 2017 年 5 月底，木姜叶柯作为新食
品原料，拿到了国家“证书”。

63 岁的胡应祥，终于在这次创业中“活”了下
来，他的“富农”甜茶公司，如今每年能产 50~60 吨甜
茶，每亩地每年能为当地农民带去超过 7000 元的收
入。他计划着在未来几年把甜茶基地扩大到 5 万亩，
让更多老乡受益。

“为了‘富农’，老胡可是矢志不渝。他的刻苦工
作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让近 400 户农民脱贫。我
从老胡这样一位普通农民身上学到了很多。”蒋华良
认为，甜茶获批新食品原料，受益的不仅仅是老胡一
个人，还有全国经营甜茶的人。“我们作为科研人员，
给老胡提供一些帮助，就能带来这么多的社会效益，
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这次“双赢”的合作，让上海药物所也受了益。科
研人员用胡应祥种出的甜茶作为原料进行抗糖尿病
药物的研发，动物实验表明，粗提物的降糖作用非常
显著。此外，他们正与老胡合作，进行甜茶质量标准
研究、抗糖尿病保健品和药物的研发，希望不久的将
来，这一合作成果能让更多的茶农富起来，让更多的
糖尿病患者健康起来。

坐着拖拉机，踩着烂泥巴，听着泉水叮咚，科学
家和大山里的茶农，走出了一条科技致富的路。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