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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 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消灭了
非鸟类恐龙。现在，研究人员在 5 月 24 日的《当
代生物学》杂志上报道了这次小行星撞击对鸟类
的影响。植物化石记录和古代及现代鸟类生态学
等多种证据显示，在白垩纪—早第三纪大灭绝事
件中存活下来的唯一鸟类生活在地面上。这显然
是因为小行星撞击摧毁了世界各地的森林，而这
需要几百年甚至数千年才能恢复。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英国巴斯大学米尔进化
中心的 Daniel Field 说：“我们利用各种方法将这
个故事缝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是，在小行星撞
击后，森林受到的破坏解释了为何在这次灭绝事
件中，树栖鸟类无法生存。在森林恢复之前，现代
树栖鸟类的祖先没有‘住在’树上。”

研究人员分析了植物化石记录，发现在小
行星撞击地球后，全球森林几乎毁灭。然后，他
们利用鸟类进化关系和生态习性，追踪了鸟类
生态学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这些分析

表明，所有现存鸟类最
近的共同祖先以及所
有在灭绝事件中幸存
的鸟类很可能都生活
在陆地上。

相比之下，许多生
活在恐龙时代末期的
鸟类表现出了树栖习
性。但是这些物种并没
有在白垩纪—早第三
纪灭绝事件中存活下
来，并进化成目前已知
的任何现代鸟类。

“今天，鸟类是世界
上最多样化、最广泛分布的陆生脊椎动物，有近
1.1 万种。在 6600 万年前的大灭绝事件中，只有
少数鸟类存活下来，而今天令人惊叹的多样的鸟
种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的幸存者。”Field 说。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发现说明了地球历史
上重大事件对主要生物群进化轨迹的基本影
响。未来，研究小组将继续探索森林恢复的精确
时间和鸟类的早期进化辐射。 （唐凤）

小行星撞击
杀光树上的鸟儿

科学此刻姻 姻

动态

机械故障威胁美最新气象卫星

气候变化令
白毛伶鼬无处藏身

本报讯 近日，根据《科学报告》发表的一项
研究，积雪天数减少可能降低冬季白毛伶鼬的
存活率。一个波兰研究小组认为，冬季缩短后，
白毛伶鼬的伪装性降低，使之更易受到捕猎者
的攻击。

伶鼬有两个亚种，冬季被毛分别为白色
和棕色，二者一般在同一栖息地共存。伶鼬通
过使毛色与周围环境一致达到伪装的目的，
一般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被捕猎的风险，提高
生存几率。

在 1997 年到 2007 年间，波兰科学院的
Karol Zub 及同事在波兰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
林捕捉了 95 只冬季被毛为白色的伶鼬和 23
只冬季被毛为棕色的伶鼬，并对它们进行了记
录。他们还研究了同期当地的气候数据，发现
存在永久积雪的天数平均值从 80 天左右下降
到 40 天。这主要是因为近年冬季整体缩短，积
雪较早融化。研究人员发现，冬季被毛为白色
的伶鼬与积雪天数同步减少。

研究人员利用白色和棕色伶鼬模型，检验
了毛色是否会影响狐狸、狼和猛禽等捕猎者发
现伶鼬的几率。结果表明，相较于毛色与背景
色一致的伶鼬模型，伪装较低的伶鼬模型更容
易被捕猎者发现。以上发现意味着白毛伶鼬数
量减少是因为积雪天数减少导致其被捕猎者
发现的几率上升。 （唐一尘）

本报讯 美 国 国 家 海 洋 和 大 气 管 理 局
（NOAA）5 月 23 日报告说，在寒冷的太空中，
一个不稳定的冷却系统正在把该国最新发射
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气象卫星———地球同步
运行环境卫星 17（GOES-17）的未来变得难以
预料。技术人员现在正忙着解决这个麻烦，这
是几个星期前这颗卫星的主要仪器首次出现
问题。

GOES-17 于 3 月 1 日 发 射 升 空 ，是
NOAA 下一代地球同步气象卫星中的第二颗，
也是 4 颗气象卫星中的第二颗，该项目斥资
110 亿美元。经过 6 个月的评估，这颗卫星将监
测美国的西半部，就像它的兄弟———2016 年发
射的 GOES-16，现在正在监测该国的东半部。
为了做到这一点，GOES-17 将使用一个 16 通
道的摄像头，名为高级基线成像仪（ABI），它能

够很好地捕捉风的高度、雨和云的细节。
为了获得其中的 13 个通道，即红外和近

红外波段，ABI 必须保持在零下 213 摄氏度的
水平———这是一个不小的壮举，要归功于其每
天暴露在太阳下的快速加热和冷却过程。然而
现在，在半天的时间里，冷却系统根本无法达
到这样的温度。

马里兰州银泉市 NOAA 下属国家气象局
观测办公室主任 Joe Pica 表示：“我们正在非常
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说：“我们正试图理解
这种异常现象，并试图找到启动冷却系统引擎
的方法，使其正常运转。”GOES-16 有一个相
同的摄像头，但它的冷却系统迄今为止运行得
很好。

这个问题对 NOAA 来说是一个打击。在
18 个月的时间里，该局成功发射了 3 颗下一代

气象卫星———GOES-16 和 GOES-17，以及联
合极地卫星系统。这些航天器曾被延期，并继
续消耗着越来越多的 NOAA 预算，也引发了
立法者的持续关注。而由于 ABI 故障，这种关
注可能会卷土重来。

NOAA 仍在寻求搞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这似乎是一个涉及 ABI 冷却管道和散热器的
机械问题。大约午夜时分，在距赤道 36000 公
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太阳与地球似乎比较

“近”。在 GOES-16 上，太阳的热能被传递给液
体冷却剂，冷却剂转化为蒸汽，然后通过散热
器将热量驱散到太空中。由于某种原因，这种
冷却过程并没有发生在更新的卫星系统上。

NOAA 已经制造完成了这一代最后两颗
气象卫星上的 ABI 摄像头，下一颗卫星将于
2020 年发射。除了评估和尝试修复 GOES-17

外，该机构还与 ABI 的制造商哈里斯公司密切
合作，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手头的仪器进行
修改。银泉市负责 NOAA 卫星和信息工作的
Steve Volz 补充说，现在就断言这个问题是否
会加速或推迟下一次发射还为时过早。

“这显然不是你想看到的。”Volz 说。但它
也是太空运作的一部分。Volz 说，在 NOAA 和
美国宇航局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他已经看到了
类似这样的 6 次反常现象。这总是一个挑战，
但他补充说，“这不会像你第一次看到它们时
那样糟糕。”

GOES-17 填补了美国在天气预报领域的一
个关键缺口。这颗卫星将使气象学家能够跟踪飓
风、暴风雪和其他灾害天气的发展情况。此外，研
究人员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测量空气温度和湿
度，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模型中。 （赵熙熙）

电影《速度与激情 7》的“天眼”系统，可
以整合（调取）全球所有的视频监控、手机音
频等数据，再使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
迅速分析和处理，在极短的时间内（分钟）找
到目标人和目标车辆进行追踪，让目标人或
物无所遁形。

影片中的“天眼”系统无疑极大满足了观
众对智能“黑”科技的想象。

其实，“天眼”光靠人脸识别是无法获取
所有信息的，因为有的角落或低头的角度使
得摄像机无法获取完整的人脸。那么万一可
疑人员低着头溜了怎么办？这就需要靠下面
这项技术了：

日前，孵化于中国科学院的云从科技在
跨 镜 追 踪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简 称
ReI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云从科技研究人员从悉尼科技大学、南
洋理工、中科院自动化所、清华大学等多家知
名高校、企业与研究机构脱颖而出，在数据集
DukeMTMC-reID 上刷新了世界纪录，人工
智能即将从“刷脸”跨到“识人”的新纪元。

也许有人不理解何为“跨镜追踪技术”，
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可以让人工智能即使不
看脸，也能通过衣物、发型、体态等信息，跨摄
像头跨场景准确追踪你的位置。

计算机视觉热门分支

跨镜追踪技术是现在计算机视觉研究的
热门方向，主要解决跨摄像头跨场景下行人
的识别与检索，其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在人
脸被遮挡、距离过远时依旧可以从不同摄像
机镜头中追踪行人。

该技术作为人脸识别技术的重要补充，
可以对无法获取清晰拍摄人脸的行人进行
跨摄像头连续跟踪，增强数据的时空连续
性，广泛应用于视频监控、智能安保、智能商
业等领域。

Market-1501、DukeMTMC-reID、CUHK0
3 是当前衡量 ReID 技术的权威主流的数据
集。首位命中率（Rank-1 Accuracy）、平均精
度均值（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是衡量
ReID 技术水平的核心指标。

云从科技在 Market-1501、DukeMTMC-
reID、CUHK03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中在
DukeMTMC-reID 数据集的 Rank-1 Accura-
cy 达到惊人的 88.7%，刷新了业内最好水平。
mAP 是能够更加全面衡量 ReID 算法效果的
指标，它反映检索的人在底库中的所有图片
排在结果队列前面的程度，而不只首位命中。
云从科技此次将 DukeMTMC-reID 的 mAP
指标在现在最好的水平基础上提高了超过
5%，达到 78.4%。能够获得如此大幅度的突

破，充分说明云从科技 ReID 的研究成果的
价值，该成果必然能够推动 ReID 技术的大
幅进步，也使得 ReID 加速实际商用。

除此之外，云从科技近日不断放出“大
招”，一方面云从科技宣布苹果软件工程总监
TOM（中文名：谭涛）加盟云从科技任副总
裁。原 Facebook 信息和用户画像 （Signals +
Identity） 团队技术带头人何洪路加盟云从科
技，担任 AI 大数据部技术总监。

另一方面，云从科技携手英国华威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与华南理工大学
对跨媒体大数据智能计算关键技术及应用平
台进行研发。人工智能进入 2.0 时代，跨媒体
大数据理解与智能决策将成为重要技术趋
势。

三方计划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建立一
套跨媒体视频场景下的视频人脸属性与行为
分析、跨时空的视频语义信息关联与检索和
视频信息超大规模结构化与可视化的跨媒体
智能安防系统，以及研究构建一个跨媒体汽
车交互的语音识别、跨媒体汽车交互的人脸
识别、跨媒体汽车交互的互联网应用等智能
服务功能的跨媒体综合智能交互平台。

“此次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涉及人脸识别、
大数据、边缘计算、跨境追踪（行人再识别）等
人工智能细分技术。”云从科技创始人周曦表
示，“主要应用在安防与人机交互领域。”

跨媒体大数据平台将解决哪些关键技术
问题？

跨媒体大数据平台实施涉及以下 3 个方
面的关键技术问题：

1. 跨媒体智能计算的共性关键技术问
题。包括跨媒体多模态大数据异构的共性计
算问题和跨媒体大数据的知识共享与跨领域

辅助计算问题。
2. 跨媒体智能安防涉及的关键技术问

题。一方面是视觉噪声的分离：跨媒体数据具
有极强相关性，将视觉噪声分离作为独立的
对象显示问题；另一方面是视觉大数据感知。
数据可视化不单单受限于设备的长度比及分
辨率，也受限于现实世界的感受。

3. 跨媒体汽车智能交互关键技术问题。
基于海量无监督数据的自动化模型训练流程
和自动化语言内容及声纹识别流程。

针对上述项目研究内容和关键问题，本
项目给出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项目将首先以跨媒体智能为核心，研发
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大数据机器学习算法和
云计算大数据支撑技术，构建面向跨媒体大
数据核心软件模块，为安防、汽车的人工智能
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撑。

在此基础上，利用研究的跨媒体大数据
智能计算共性技术，设计和实现一套跨媒体
视频场景下的视频人脸属性与行为分析、跨
时空的视频语义信息关联与检索和视频信息
超大规模结构化与可视化的跨媒体智能安防
系统，并在应用中验证和完善项目所提出的
跨媒体大数据智能计算关键技术。

同时，项目将构建一个集跨媒体汽车交
互的语音识别、跨媒体汽车交互的人脸识
别、跨媒体汽车交互的互联网应用等智能服
务功能的跨媒体综合智能汽车交互平台，进
一步深入跨媒体大数据智能计算关键技术的
应用。未来将在安防和汽车等行业进行跨媒
体大数据智能计算关键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人工智能进入 2.0 时代，跨媒体大数据
理解与智能决策将成为主流技术

2017 年 12 月，国际知名数据公司 IDC
发布《2017 人工智能行业白皮书》。在这份报
告中，IDC 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进入 2.0 时代：

以信息流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将成为重新
定义人工智能 2.0 时代的引领者。

白皮书认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
信息流，已经发展成为数字时代人们获取信
息的重要形态。

同时，随着万物数字化的普及，社会和经
济更是需要新的技术帮助人们更高效地连接
人与信息。应用信息流技术的“今日头条”近
几年的迅猛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同时，跨媒体大数据理解与智能决策将
成为人工智能 2.0 的核心内容。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瓶颈主要集中在如何
融合智能感知所获得各种不同模态知识进行
跨媒体智能决策。部分国内人工智能标志性
企业已经紧紧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脉搏，
调整战略，逐步从不同信息源的智能感知与
识别等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转向跨媒
体大数据理解与智能决策等高级人工智能技
术的研究。

国家战略引导产业发展

成立于 2015 年的云从科技孵化于中科
院重庆研究院，是一家专注计算机视觉与人
工智能的高科技企业。不仅参与制定国家人
工智能标准及人脸识别行业标准，技术在金
融、安防、交通等重点行业市场占有率也较为
领先。

云从科技是中国银行业人脸识别第一大
供应商。包括农行、建行、中行总行等全国
100 多家银行已采用该公司产品，为全国银行
提供对比服务日均 1.1 亿次。在安防领域，公
司产品已在 24 个省级行政区上线实战，截至
2018 年 3 月份已协助各地警方抓获 2605 名
嫌疑人，获得公安部高度认可；在民航领域，
已有 54 家机场选择云从科技产品，覆盖 75%
的枢纽机场。

除此之外，云从科技还支持了国家战略：
2018 年 3 月，云从科技与津巴布韦政府

签订框架协议，在安防、交通、教育、金融、国
民数据库上输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一
带一路”建设。

云从科技将通过 “一个平台、三个中
心”，在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云 + 端服务、城
市大脑等多个方面支持国家战略推进，推动
我国的计算机视觉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位居
国际一流水平。

其中包括建立技术层的人工智能基础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层的人工智能应用技
术服务平台、集中科学家智力资源的科学研
究中心、集中行业定制化研发资源的技术创
新中心、集中专业化众创孵化空间、投资基金
与人工智能大学的产业转化中心。（姚志强）

刷新世界纪录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中科院产业化发展令人振奋

多运动
或能抵消久坐伤害

本报讯 近日，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BMC 医
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握力较差、身体素质较差以
及运动较少的人，最容易因久坐于屏幕前而增加心
血管疾病、肿瘤患病率和死亡率。

看电视或用电脑时久坐会提高死亡率、心血管
疾病和肿瘤发病率，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人员
发现，其对低身体素质参与者的健康损害是高身体
素质参与者的两倍。研究人员说，增强力量、改善身
体素质或能抵消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

该研究通讯作者 Carlos Celis 说：“我们的研究
表明，在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不爱运动的人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可能给公共卫生
指南的制定带来一些启发，因为我们的研究显示，
针对身体素质较差、力量较小的人进行干预，减少
他们的静坐时间，能有效降低伤害。”

研究人员指出，握力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衡量
指标，帮大家找到最能从减少静坐时间中获益的人
群。Celis 说：“想在医保和社区体系下进行身体素质
测验并不容易，而检测握力是一种快捷、简单又便
宜的方法，所以容易在不同的场景下作为筛查工具
进行推广。”

据悉，该研究分析的 391089 人的数据来自一
个大规模前瞻性人群研究———英国生物样本库，数
据包括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的发病率，
以及坐在屏幕前的时间、握力、身体素质和体力活
动情况。

研究者也提醒，研究中的静坐时间和体力活动
情况均为自我报告数据，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结论中
的关联强度。作为观察性研究，该研究也无法得出
因果性的结论。 （唐一尘）

图片来源：细胞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