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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地球环境所等

中印度—太平洋地区
过去2700年降雨在减少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一带一路”
气候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谭亮成领衔的国际团队，利用泰国南
部可兰洞中 3 根可重复的、精确定年（最小测年误差为 0.5 年）
的石笋氧同位素记录，重建了中印度—太平洋北部地区过去
2700 年连续的高分辨率降雨记录。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热带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区域，该地区的降雨变化不

仅影响着世界上 40%的人口和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且对全
球水文循环和能量平衡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一气候变化重建结果显示，过去 2700 年中印—太北部降
雨呈长期下降趋势，与北半球热带其他地区古水文记录一致，
而与南半球热带地区的降雨增加趋势相反，这体现了轨道尺度
上夏季太阳辐射对南北半球热带降雨变化反相位关系的驱动
作用。

该研究的另一个亮点是揭示了 14 世纪末到 15 世纪初的极端
降水事件对吴哥文明消失的可能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时期
该区域存在持续数十年的极端降雨事件，这和柬埔寨吴哥文明时
期城市排水系统的冲毁时间一致。此外，研究还发现在中世纪暖期
和现代暖期，中印度—太平洋地区百年—十年尺度干旱的空间模
式与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时期类似。

研究人员通过泰国南部和印尼石笋重建的中印—太北南地区
降雨的差值，构建了一条新的热带辐合带（ITCZ）南北移动指数记
录。结果显示，过去 2000 年 ITCZ 存在整体南移的趋势，这和南北
半球副热带地区温度梯度有关。研究人员认为，20 世纪以来热带
北部地区的干旱趋势类似于历史暖期，主要由厄尔尼诺活动的增
强以及 ITCZ 南移导致；而人类活动对北半球热带地区降雨变化
造成的影响，尚未改变自然变化的趋势。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等

我国豆科植物与传粉者
近年来“关系稳定”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近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杨永平带领的植物基因组演化与基因功能发掘团队与中科院
植物研究所、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和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
究所合作，通过豆科植物标本数据，揭示了植物种子产量与传粉
者的相互关系，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新植物学家》。

传粉者在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陆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
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大量的研究表明，传粉
者（特别是蜂类）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在过去百年间存在显著的
降低趋势，而这种降低趋势究竟如何影响野生植物的种子产量
仍然缺乏证据。

研究组发现，豆科植物的标本数据是研究种子数量历史动
态变化的理想材料，他们采用传统的豆科分类系统，提出了一
个较为合理的假设：具有专化传粉系统的蝶形花亚科植物的种
子数量可能表现出降低的趋势，而具有较为泛化传粉系统的含
羞草亚科和云实亚科植物的种子数量可能表现出降低、不变或
者增加的趋势。

为检验这一假设，研究人员查阅了存放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标本馆和中科院植物所的 2 万余份豆科植物标本，记录了每份含
果实标本一个果荚内的种子数量，最终共获得了 109 种豆科植物
4637 个关于种子数量的数据。这些标本最早采于 1900 年，最新采
于 2013 年，时间跨度超过 30 年的物种为 101 个。

统计结果表明，只有 13 个物种的种子数量在近些年表现
出了显著的变化趋势，其中 9 个物种的种子数量显著增加；3 个
亚科植物的种子数量并没有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而在蝶形
花亚科中，种子数量增加的物种数要高于降低的物种数。研究
结果表明，在我国豆科植物与传粉者的相互关系在近些年来并
没有被严重干扰。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进展

人工智能的“无间道”通向何方
姻本报记者丁佳

前段时间，一些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
有人在 1994 年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将黄蓉一角的扮演者朱
菌换成了杨幂，效果几可乱真；还有人将人
工合成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放在境外社
交媒体上，吐糟现任总统特朗普是“彻头彻
尾的笨蛋”。

人们看了之后，大多当做网络段子一
笑而过，但仔细想想的话，如果你的脸也被
用来制作假视频、假新闻，你还能笑得出来
吗？

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和因算
法漏洞引起的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业内
人士的高度警觉，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攻防
战”，正日趋白热化。

危险逼近

人工智能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但今年以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造假的新闻屡见报端，也引发了越来越多
的公众关注。

“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抱有希望和想
象，相信它能为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改变，
但我们也应当正视，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还
处在比较初步的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一些
挑战。”清华大学教授、该校人工智能研究
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朱军坦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几年前，学
术界和产业界已经感受到危机在悄悄逼近。

“这几年在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上，我
们能听到越来越多关切的声音，有关人工
智能安全的论文也是呈指数级增长。”瑞莱
智慧（RealAI）公司 CEO 田天说。该公司是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重点孵化的一家
高新技术企业。

人工智能滥用也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
高度关注。5 月 28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发布了《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其中明确表示，网络运营者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合成新闻、博文、
帖子、评论等信息，应以明显方式标明“合
成”字样；不得以谋取利益或损害他人利益
为目的自动合成信息。

除了技术的滥用，人工智能本身存在
的算法漏洞也令人担忧。几个月前，比利时
鲁汶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则视频，实
验者通过在肚子上贴一张打印出来的图
片，就能够逃脱智能监控系统的识别，实现

“隐身”；而想要把“隐身术”传给同伴也很
简单，只要把这张纸递给他就好了。

“可以设想，如果这项技术被犯罪分子
掌握，他们就能够很容易躲避智能安防系
统，给公共安全带来极大威胁。”田天说。

“道”高一尺必先“魔”高一丈

2018 年 6 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
院揭牌成立，以“一个核心、两个融合”作为
发展战略，即以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基本
方法研究为核心，积极推进大跨度的学科
交叉融合，积极推进大范围的技术与产业、
学校与企业融合。

该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
认为，作为研究性机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
研究院的本分是搞好学术研究，“但是人工
智能又与应用结合相当紧密，因此研究院
不仅仅是开开会，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产生
出算法、孵化出新产业，甚至成为人工智能
界的‘BAT’”。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瑞莱智慧应运
而生，其核心研发团队来自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科院等，致力于打造安全、可靠、可
解释的第三代人工智能，提供工业检测、预
测性维护、金融风控、人工智能系统安全评
测与防护等服务。

“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安全会是一个
持续攻防的过程。”田天说，“攻击者会采用新
的方法来进行攻击，而防御者也需要适应动
态变化的攻击场景。如果要占据主动权，就要
对未来可能潜在的攻防场景做预演，并为应
对潜在的风险提前设计可行方案。”

瑞莱智慧算法科学家萧子豪介绍，他
们很早就关注到网上假视频、假图片的问
题，一直在想能否利用清华积累的技术优
势，去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

但是，想练就一副“火眼金睛”，就需要
大量高质量的数据去训练计算机。

近期，瑞莱智慧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
换脸假视频的检测上，研发团队利用清华
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在深度生成模型方面
的积累，通过生成更加逼真的假视频，训练
出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模型来检测假视频。
经测试，这一模型的识别准确率超过了
99%，能够覆盖市面上绝大多数换脸技术生
成的假视频，达到了“真的不误杀，假的不
漏判”的目标。

打开“黑盒”

张钹在 2016 年中国计算机大会上提
出了“后深度学习时代的人工智能”，此后
又进一步提出了“第三代人工智能”的概
念，曾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因为当前主流的基于深度学习的
人工智能技术即第二代人工智能，存在着
一个难以逾越的“天花板”，业内人士称之
为“黑盒”。

“当前人工智能的算法越来越复杂，它
告诉你明天要下雨，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它
是怎么做的决策，又谈何信赖呢？”田天坦
言，如果被人利用，“黑盒”将带来严重的安
全问题。

鲁汶大学的“隐身术”原理其实就是针
对这种算法漏洞，专门生成一些噪点，来诱
导人工智能识别出错。

瑞莱智慧也做了类似的尝试。技术人
员研发了一种带有噪点的“眼镜”，只要戴
上，就能通过商用智能手机的刷脸解锁。

多年来，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一
直在攻防技术上深耕，曾在谷歌公司组织
的“对抗样本攻防竞赛”上获得了所有任务
的冠军。创办瑞莱智慧后，研发团队利用新
技术做了更精确的建模，更加深入地研究
如何利用白盒的替代模型来攻击黑盒的受
害模型。通过发现真实存在的、危害更大的
漏洞，团队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设计防御算
法来提升整个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

今年 5 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与瑞莱智慧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平
台———“RealSafe 对抗攻防平台”，它能够提
供多种攻击与防御算法，开展全面、细致的
攻击防御算法的评测与比较。此外，通过该
平台，研究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开展人工智
能安全方面的学习和实训，帮助更多的人
来关心和研究人工智能安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
的各个方面，因技术滥用、算法漏洞等导致
的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对此，公众需要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田天呼吁。

显然，人工智能的“无间道”还将长时
间上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螺旋式上升
的路，最终会将人类带往一个充满想象力
的未来。

上海微系统所

制备高灵敏度
石墨烯基可穿戴纤维

本报讯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丁古
巧课题组通过结构化设计减少石墨烯与高分子接触面积，制备
了高分子纳米球修饰的石墨烯多孔网络纤维，从而提高了石墨
烯基纤维的灵敏度。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在线发表于《先进功能
材料》。

石墨烯—高分子复合纤维具有质量轻、信号噪声低、能耗
低等优点，可用于电阻型应变传感器。对于感知心脏跳动、脉博
和眨眼等人体局部微小形变，其应变在 0~10%范围，需要传感
器件在发生形变时结构和电阻变化大，即高灵敏度，从而实现
对信号的精确捕捉和对不同动作状态的准确辨析。然而，石墨
烯 基 纤 维 传 感 器 在 0~10% 应 变 范 围 内 的 灵 敏 度 一 般 较 低

（GF~0.1-50），如何提高石墨烯基纤维传感器在小应变范围内
的灵敏度是一个难题。

研究人员利用石墨烯 / 聚偏氟乙烯 / 聚氨酯 DMF 体系在水
相的相分离过程，制备了高分子纳米球修饰的石墨烯多孔网络纤
维，这种结构大幅增强了该纤维在发生形变时石墨烯片层之间的
结构变化，从而实现石墨烯基纤维灵敏度的显著提高。其灵敏度
因子值在 0~5%应变时为 51，在 5%~8%应变时达到 87，通过编织
集成，他们进一步验证了该纤维在人体重要信号收集时的准确性
和对不同动作状态分析的可行性。同时，这种新型石墨烯基纤维
传感器最低形变检测限达到 0.01%，较好的应变—电阻线性关系
可保证在信号后处理上的准确性，＞6000 次的循环寿命有利于实
际应用的稳定性。

将此纤维编织进纱布并作为眼罩，可实时监测眼球的转动等
信息，未来可用于眼疾病人的监测和睡眠监测；将该纤维集成到
创口贴中并贴到手腕处，能够识别手腕脉搏，且脉搏信号能够清
晰表现脉搏的不同信号；该纤维也可编入手套，对不同的手弯曲
进行感应，表明其对于动作信号的准确把控。 （柯讯）

相关论文信息：

简讯

山西新认定
77个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从山西省科协获悉，太原
工业学院工程训练中心科普教育基地等 77
个单位，日前被认定为“山西省科普教育
基地”（2019-2023 年）。

据山西省科协负责人介绍，此次新认定
的山西省科普教育基地经过各市科协、各省
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初选推荐，并由专家评
审确定。希望这些科普教育基地充分发挥自
身科普资源作用，建立开展科普活动的制度，
将合法经营与公益性科普相统一，更好地面
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在科普工作中起
到示范带头作用。 （程春生邰丰）

600余位青年学者天津研讨
合成生物学发展

本报讯“合成生物学技术正在逐步发
展成为像分子生物学技术、基因组测序技
术一样的底层基础生物技术。与不同学科
的交叉融合，最容易爆发出最原始的创新、
最颠覆性的技术。”第五届合成生物学青年
学者论坛日前在天津举行。关于合成生物
学的发展，论坛主席、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江会锋如是说。

此次论坛由中科院天津工生所主办，
600 余位中外青年学者和学生参会。与会专
家学者围绕合成生物学与数学、化学、计算
科学、工程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微生
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传统生物学科的协
同创新，以及合成生物学在材料、能源、医
疗、环境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进行了深入
探讨。 （闫洁）

中药实验药理分会第十五次
学术会议在广州召开

本报讯 8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华中医
药学会中药实验药理分会第十五次学术
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邀请了中药全球化
联盟主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郑永齐，解
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研究员肖小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
副所长朱晓新、研究员林娜，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丁侃等专家进行
了学术报告。

此次会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
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实验药理分会、广东省
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暨南大学
共同承办。会议期间还进行了换届选举会
议，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徐宏喜
当选分会主任委员。 （朱汉斌）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合作联盟在澳门成立

据新华社电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科技
创新和人才培养合作联盟日前在澳门举行
成立仪式，70 多名来自大湾区西岸的高校
及政府代表出席。

联盟由澳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
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五邑大学共同
发起，共 17 所大湾区高校参与。

本报讯（见习记者卜叶记者黄辛）近
日，由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
办的第 112 期交叉学科论坛“先进光电仪器
与应用研讨会”在沪召开。与会专家认为，农
业、畜牧业、生态环境监测等领域对光电仪
器装备有迫切需求，急需研制高精度植株
表型光电装备、保障粮食安全的先进光电
装备、危害气体实时监测预警装备和多元
多模态危害物质在线高通量监测装备等，
解决“卡脖子”难题。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 /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所长
韩斌坦言，在水稻表型与基因测序方面，
我国使用的高端光电仪器主要靠进口，价
格高昂、维护成本高。“期待能自主研发相
关光电仪器，为水稻的基因精确测序、关
联分析、水稻杂种优势遗传机制研究提供
技术支撑。”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降雨强认为，精准获取高分辨率时空
表型是“后基因组时代”相关科研工作的

瓶颈，我国虽已逐步开展了表型组学设备
的引进和研发工作，但主流超分辨显微成
像技术及其装备都被国外进口产品垄断，
急需自主可控的高端光电仪器。

事实上，进口设备依然无法彻底解决
我国的科研问题。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
员朱明东表示，进口仪器难以适应中国水
稻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已成为我国水稻
产业精细化、规模化发展的阻碍。

光电仪器是以光电子学为基础，综合
利用光学、精密机械、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
解决各种工程应用问题的装备。不同领域
和应用对光电仪器的需求不同。

比如，在育种方面，植株表型和生长
环境监测对科学高效育种十分重要。光
谱、红外、激光等技术能够实现植株生长
各要素的全面监测，但该类高端光电仪器
的研发在国内仍是空白。

霉菌毒素污染给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急需研发霉菌类污
染物在位检测及脱毒处理一体化装备，解

决我国小麦赤霉病检测技术难题。“该装备
应该具备覆盖 90%以上已知霉菌毒素的能
力，并能完成分级处理。”中科院长春光学
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谭鑫说。

此外，光电设备在环境保护方面也表
现出应用潜质。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顾明剑认为，对有害气体远程实时监
测预警存在盲点，应充分发挥红外高光谱成
像技术的优势研发相关光电仪器。

水体污染监测也能用到光电仪器。中
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谢
品华介绍，水体放射性核素在线监测预警
装备将是光电仪器的又一应用。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
员黄立华认为，先进激光技术在该类仪器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重视并开展激光浮游
菌粒子计数器和飞秒激光技术的研究。

“研制过程中，要实现关键核心器件
的自主可控，关键核心器件是高端光电仪
器的重要攻关方向。”中科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所长丁雷表示。

光电仪器亟待解决“卡脖子”问题

本报讯（记者唐凤）人们一直认为类人
猿的大脑体积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对南
美洲最古老、最完整的灵长类头骨化石之一
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一群体的大脑进化
模式其实更复杂。这项研究发表在《科学进
展》上，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
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研究人员合作完成。

距今 4000 万年前，阔鼻猴类与狭鼻
猴类分开独立演化。因此，阔鼻猴类是研
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狭鼻猴类脑演化的自
然参照系，而曾生活在南美洲的基干阔鼻
猴类卡拉斯科智利猴是该参照系中目前

已知的关键参照点。研究人员对智利安第
斯山脉高处发现的一个距今 2000 万年的
类人猿化石进行了详细研究，这是已知的
唯一一个卡拉斯科智利猴标本。

该研究组之前的研究大致了解了这
种动物大脑大小与身体大小的关系。大多
数灵长类动物的脑指数都比其他哺乳动
物高，甚至有些灵长类动物———尤其是人
类及其近亲———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还要
聪明。而最新研究进一步阐明了类人猿谱
系树的模式。

研究发现，卡拉斯科智利猴的系统发
育脑商（PEQ）相对较小，仅为 0.79。相比

之下，大多数现代猴子的 PEQ 从 0.86 到
3.39 不等，而人类则高达 13.46，且脑容量
也有了显著扩大。研究提出了对卡拉斯科
智利猴大脑的新见解：在现代灵长类动物
中，大脑中视觉和嗅觉中枢的大小呈负相
关，这反映出一种潜在的进化“权衡”，意
味着视觉敏锐的灵长类动物通常嗅觉较
弱。阔鼻猴和狭鼻猴类祖先拥有相对大小
相似、但结构不同的脑。两个类群都有脑
容量增大的趋势，且趋同演化出嗅球缩
小、沟回增加等特征。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2000万年前头骨暗含类人猿大脑进化线索

这是一个来自智
利安第斯山脉，距今
2000 万年的灵长类动
物———卡拉斯科智利
猴的头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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