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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又一颗星星被冠以中国科学家名字

第十四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召开

本报讯 4 月 20 日至 21 日，由中国电子学会、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电子信
息技术年会在合肥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为“智联网与未来：
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发展”。

大会颁发了“2018 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互联网
视频的高效流式计算理论与方法”“百度大脑核心技术及开
放平台”等项目获奖。同时发布了《中国电子学会会士观点

（2019）》和学会 6 项团体标准，对光电子技术、工业互联网、
6G 等前沿技术与热点研究的重要性等进行了说明。（卜叶）

全国玉米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本报讯 4 月 20 日，第四届全国玉米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在郑州开幕。本次会议为期 3 天，由中国作物学会玉米专业
委员会主办，河南农业大学和省部共建小麦玉米作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国家玉米改良（郑
州）分中心等承办。

研讨会围绕玉米复杂农艺性状解析与遗传改良等主题，
通过 20 场学术报告、187 份学术墙报、195 篇会议摘要，探
讨、分析影响未来玉米生产的关键基因、关键的调控网络，以
及与玉米生产有关的条件、技术和手段。 （史俊庭郭治鹏）

日前，欧盟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准
则，宣布同时开启该准则的试行阶段，并邀
请企业和研究机构对这一准则进行测试。人
工智能发展的数十年间，经历了多次起伏。
今天，人们对深度学习、大数据、通用人工智
能带来的成果期许有加。

“但仍然需要有人察觉这些技术中黑暗的
一面。”4 月 20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
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人工智能的社会、伦
理与未来研究研讨会上，美国技术哲学家卡
尔·米切姆引用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
的一句话———闪光之物，未必是金，以提醒人
们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时可能面对的伦理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人工智能研究者已经开
始与人文领域深度融合。

“2018 年开始，我们就在中国科学院大
学面向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开
设了《人工智能哲学与伦理》课程。据我了
解，今年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等高校也逐步开始设置人工智能伦理相关
的课程。”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曾毅在报告时指出。

曾毅还指出，迄今为止，由政府、非政府
组织及研究机构和产业界颁布的人工智能
伦理准则提案已经超过 40 个。

但不同的准则涉及的议题视角各不相
同。曾毅告诉《中国科学报》，其研究团队对
这些提案进行过梳理，但“没有任何一个提
案可以覆盖其他提案超过 65%的议题”。

曾毅团队主要从事类脑人工智能研究。

他认为，从人工智能研究长远发展来看，对
人工智能风险、安全与伦理的思考急需算法
化、模型化落地，从而确保人工智能向有益
社会的方向发展。

“技术发展会对伦理准则提出新的要
求。由于文化、地域、领域的差异，‘大一统’
的准则提案不但很难做到，而且没有必要。
因此，不同国家、组织之间伦理准则如何协
同很重要。”曾毅说，“这些准则如何进行技
术落地、经受社会检验，再不断迭代完善，是
未来要面临的更有意义的问题。”

在当前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讨论中，还有
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曾毅在报告中提到，“由于设计缺陷，现
阶段的很多人工智能模型，更关心如何获得

最大的计算奖励，但忽略了对环境和社会造
成的潜在隐患。”

以强化学习模型为例，模型中会设计一
个奖励函数，以帮助模型在与环境交互过程
中通过获得尽可能多的奖赏进行学习，但如
果奖励函数设置不合理，为了完成任务，很
可能会忽略对周围环境和其他智能体的影
响，并产生不可逆的后果。

“目前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没有自我的
核心，不能区分自我和他人。而人类的经验、
对外部事物的揣测，建立在自我经验的基础之
上。”曾毅告诉记者。对自我的计算建模也是当
前人工智能领域一个关键问题，“具有一定程
度自我感知能力的人工智能模型从本质上更
利于自主学习、理解人类的价值观”。

简讯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曾毅：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须注意技术落地
姻本报见习记者任芳言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大熊猫是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旗
舰物种，大熊猫秦岭亚种具有高度濒危性，目前野生个体数
量不到 350 只。2017 年中国宣布建设世界第一个大熊猫国家
公园，旨在恢复和连接支离破碎的栖息地。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博士生赵燕和导师陈怡平、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Aaron 在新出版的《总环境科学》在线发
表文章指出，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提议规划中忽视了大熊
猫栖息地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发现，大熊猫粪便、土壤、竹子和水中的
重金属（镉、铅、汞、铜、锌、锰、铬、镍和砷）含量随着人类活动的
减少逐渐削弱。通过源解析发现，铜、锰、镍和锌属于天然来源，
砷、汞和铬与燃料燃烧有关，铅和镉判定为交通和农业源，同时
发现秦岭大熊猫保护区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存在较高浓度的
重金属积累。

为此，作者指出，建设环境可持续型大熊猫国家公园，应
坚持分设功能区的原则，考虑区域风向，减少污染物输入；减
少采矿，弃用保护区内现有道路和农田，以减少污染物对秦
岭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直接影响。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地球环境所等

建议重视大熊猫
栖息地的环境影响

本报讯（记者唐凤）传统意义上，病毒被认为是细菌的
“敌人”。但定植在肠道中的细菌却可以通过病毒进行“自我识
别”，即区分自己和其他细菌。近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
所王晓雪课题组和美国合作者在《细胞—报告》报道了细菌利
用感染它们的病毒（噬菌体）进行自我识别的新方式。这为细胞
利用病毒将自己与近源竞争对手区分开来提供了第一个证据。

文章联合通讯作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 Thomas
Wood 指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评估病毒与其细胞宿
主之间的关系，因为有时病毒感染也可能是件‘好事’。”

王晓雪团队在准备细菌运动性平板时，发现不同的大肠
杆菌 K-12 菌株之间在运动性平板上形成了分界线，而相同
的克隆株之间并不会形成这种分界线。为揭示背后的机制，
研究人员对完整大肠杆菌 K-12 中 4296 个单基因敲除的菌
株进行了筛选。结果发现，当菌株中携带的突变基因影响到
噬菌体复制所需的基因时，分界就完全消失了。

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个古老的隐匿型噬菌体 CPS-53 携
带的 YfdM 蛋白，是负责细菌自我识别的关键蛋白。他们建
议重新评估病毒与其他细胞宿主之间的关系，因为病毒感染
可能在某些竞争条件下对宿主有利。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南海海洋所等

细菌用病毒分“敌我”

本报讯（记者肖洁）又有一位中国科学
家喜获小行星命名殊荣！4 月 19 日下午，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京举行“周又元星”
颁授仪式，我国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又元的弟子与后辈在欢声笑语中济济一
堂。国家天文台党委书记、副台长赵刚在致
辞一开始更是送上白居易的诗句：“令公桃
李满天下，何须堂前更种花。”

据介绍，这颗小行星由国家天文台施密
特 CCD 小行星项目组于 1997 年 9 月 26 日
发现于兴隆观测站，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第
120730 号。2018 年 9 月 25 日，经国家天文
台申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联合会小
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小行星通报》通知国际社会，正式将该小行
星命名为“周又元星”。

赵刚介绍说，选择这个编号的小行星，正
是为了契合周又元先生的生日：7 月 30 日。

这颗小行星的发现者团队代表、中科院
院士陈建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科
院院士吴岳良一起，分别向周又元颁授了小
行星命名公报、命名证书和轨道运行图。

浩瀚宇宙中，又多了一颗以中国科学家
名字命名的星星。

小行星是目前各类天体中唯一可以由
发现者命名并得到国际公认的天体，体现着
发现者的意愿、推崇或纪念。由于小行星命
名的严肃性、唯一性和永久不可更改性，使
得能够获得小行星命名，成为世界公认的一

项殊荣和褒奖。
周又元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荣誉讲席

教授，曾任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在类星体和
活动星系核及宇宙学和宇宙大尺度结构等
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周院士是我国天文学家的杰出代表，
不仅科研成果丰硕，还一直奋战于教育教学
的第一线，教龄长达 50 余年，可谓是桃李满
天下，现在仍是我校荣誉讲席教授。”中国科
学院大学副校长吴岳良表示，“我们希望全

校教师向周院士学习，教书育人、率先垂范，
为建设国际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在颁授仪式上，身形颀长清瘦、已经八
十高龄的周又元先生微笑着走上台，作了极
为简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没有谈自己，只
是对工作过的学校和集体表示了感谢，感谢
它们提供给自己“舒畅、自由、充满信任”的
工作环境。

颁授仪式结束后，周又元昔日的弟子以
及现场众多国科大研究生排着队，争相与他
合影留念，让这位科学家感受了一次“明星”

的待遇。
《中国科学报》记者希望周先生以自己

的经历给后辈赠言，周先生思索片刻浅笑着
仅仅说了短短几句：“我已经 80 岁了，仍然
一直提醒自己要做好人，做好事。从小，我母
亲就这样教育我。”

国家天文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
“惜字如金”这件事，周先生解释过，自己教
学的年头太久了，感觉话都对学生们说完
了，因此晚年都不爱说话了。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
韩占文此次专程乘飞机赶到北京见证恩师
的荣耀时刻。曾经做过周又元博士后的他告
诉《中国科学报》：“周先生对学生特别好。我
到学校的第一天，他就去学生宿舍看我，令
我感动。我和他的研究方向本来不一样，在
他的指导下，我的研究视野变得开阔，突然
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在周老师身边这几
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
1992 年到 1995 年曾跟随周又元念博士。

“1995 年 6 月 16 日，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
子。答辩现场，陆埮先生向我提问，周先生就
主动替我解答那些我回答不了的问题。当时
两位先生对于理论的探讨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至今想来是我一辈子的荣幸。”王建民感
叹道。他细数周又元培育过的众多弟子，并
将郑板桥的一句诗献给老师：“新竹高于旧
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4 月 20 日，2019 年广
州市中小学生科普知识竞
赛决赛在广东科学中心举
行。8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
竞答科普知识，经激烈角
逐，大赛产生一等奖 20
名，二等奖 30 名，三等奖
50名。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
中三个组别，题库涵盖防
灾减灾、环境保护、新能源
与新材料、人工智能、生命
科学等基础科学和前沿科
学领域。

本次大赛由广州市教
育局联合广州市科技局主
办，广东科学中心、广州市
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广
州科普联盟联合承办，广
州市各区教育局共同协办,
旨在培养中小学生学习科
学、探究科学的良好习惯。
图为参赛者在动手实操环
节。

本报记者朱汉斌报道
通讯员吴晶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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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璐）2019 北京世园会开
幕在即，4 月 20 日，由一馆（生态气象馆）一
园（世界气象组织园）、一站（生态气象观测
示范站）、一台（世园气象台）4 部分组成的世
园会生态气象展区开启试运行。

据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郭虎介绍，世园
会生态气象展区由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
象局主办，北京市气象局承办。通过“一馆一
园一站一台”集中展现“气象、园艺（环境）与
生活（人类）”之间的关系，传达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诠释气候变迁与人类文

明紧密相关、气象在建设大美中国和大美世
界中的作用。

生态气象馆位于北京世园会生活体验馆，
展厅面积约 450 平方米，包含世界气象早知
道、生日气象大数据、气候变迁等九大看点。

世界气象组织园通过一带、三区、五园
景观，充分展现园艺魅力。同时通过布设世
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标志墙、气象卫星
模型和便携式自动气象站等气象元素，体现
园区气象特色。

生态气象观测示范站展出生态环境气

象观测站、“天脸”智能观测站、交通自动气
象观测站、激光雷达、云高仪等 8 套智能化
设备，可对 20 个气象要素进行连续实时观
测，观测数据对大气状态、生态环境、人体健
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世园气象台负责为指挥部提供园区及
周边地区的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及建
议。各种天气实况、云图、雷达图等实时显示
在指挥大厅电子显示屏上，为世园会决策部
署与指挥调度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气象
服务保障。

世园会生态气象展区开启试运行

本报讯 4 月 19 日，北
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
会，发布《2018 年北京知
识产权保护状况》。该报告
显示，2018 年北京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 112 件，是
全国平均水平的近 10 倍，
北京已成为全球创新活力
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副
局 长 潘 新 胜 介 绍 ，2018
年，北京市知识产权创造
从“高数量”增长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全市专利
申请量 21.12 万件，同比
增长 13.6%，其中发明专
利申请量 11.77 万件，同
比增长 18.7%；专利授权
量 12.35 万件，同比增长
15.5%，其中发明专利授
权量 4.7 万件，同比增长
1.9%。

2018 年，北京共有 7
项发明专利获得第 20 届
中国专利金奖，占获奖总
数的 23.3%，居全国首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8
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领先科技集群”调查中，
北京排名第 5 位。

潘新胜表示，目前北
京知识产权工作合力不断
增强。今年年初北京发布
了《2018 年首都知识产权
战略推进计划》，明确 6 大
工作重点和 59 项具体任
务，并协调推进落实。北京
还推进了中国（北京）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和中国（中关村）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建设，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四大“高精尖”产业，开展知识产权快
速协同保护工作。

2019 年，北京将制订《2019 年首都
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年度推进计
划》，修订《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
护规定》，启动《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
条例》的研究修订工作，以进一步完善
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同时，将实施最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郑金武）

周又元讲话
银周又元星运行轨道图 杨天鹏摄

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研
究员陈兴栋团队和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张铁军团队合作，在
全球不同地区肝癌发病模式及主要病因方面获重要进展。相
关成果近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于《肝脏病学杂志》。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区肝癌发病模式差异较大，例如
在中国 60%以上的肝癌是由 HBV 感染引起的，而在邻国日本
的主要病因却是 HCV 感染。因此，了解不同地区的肝癌发病模
式，对于肝癌的精准预防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十分重要。

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 1990 年至 2016 年间，195 个国家
和地区的肝癌发病模式。发现 HBV 感染依然是世界范围内
导致肝癌的主要病因，其占比超过 40%，在东亚和西非地区，
这一比例超过 50%；在高收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
国家，HCV 是导致肝癌的主要病因；在澳洲以及西欧国家，
酒精性肝癌则占比最高。

进一步分析发现，全球范围内，由 HCV 导致的肝癌发病
率增速最快，而由酒精导致的肝癌处于平稳水平。不同地区、
不同病因导致的肝癌发病率变化趋势呈明显的异质性。在低
中收入国家，肝癌呈现下降趋势；在北美地区，HBV 导致的
肝癌增速最快，这与当地 HBV 感染率的增长一致。在东欧地
区，肝癌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复旦大学

揭示不同地区
肝癌发病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