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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谈人类如何面对智能时代

与其畏惧人工智能，不如自我约束

探“宝”工博会 献礼七十年
中国科学院多个项目荣获嘉奖
姻本报见习记者何静 记者黄辛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0 日，第 21 届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沪举行。中国科学院 4 项
创新成果喜获嘉奖。

其中，“月背软着陆激光导航避障敏感
器”和“新一代全景动态 PET-CT”两项成果
分别荣获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FAST
用大芯数、超稳定、弯曲可动光缆”和“大尺寸
高性能红外玻璃”两项成果分别荣获中国国
际工业博览会新材料专业奖。

助力“嫦娥”两次落月“又稳又准”

荣获本届工博会大奖的“月背软着陆激光
导航避障敏感器”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是国际上首次投入月背区域软着陆
任务的高精度实时导航与三维避障载荷，由激
光测距敏感器和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组成。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载
荷研发团队主要负责人何志平介绍，激光测
距敏感器作用是让“嫦娥四号”不要迷路。它
可在复杂的月背环境中精确“导航”；激光三
维成像敏感器作用是让“嫦娥四号”绕开障碍
物，能平稳着陆。它在离月球 100 米处开机启
动，在不到 1 秒钟内获取三维地形图像，迅速
进行预处理，几秒钟就可判断地形是否适合降
落，满足“嫦娥四号”悬停避障的实时性要求。

“全球成功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的国家
除了美国和俄罗斯，就是中国。经过十多年的
技术攻关，我国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将激光技
术应用于‘地外天体’软着陆。”何志平说，“我
们这项成果保障了‘嫦娥’两次成功落月，第
二次就是 2019 年 1 月保障了‘嫦娥四号’探
测器在月背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
坑区域的安全着陆。”

世界首台全景动态PET-CT 有“绝活”

同样获得大奖的还有来自中科院长期合

作伙伴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全景
动态 PET-CT uEXPLORER 探索者”。

作为世界首台全景动态 PET-CT，“探索
者”（uEXPLORER）具有近两米的超长轴向
扫描视野，能一次性完成从头到脚的全身动
态 PET-CT 成 像 ， 设 备 灵 敏 度 是 传 统
PET-CT 的 30~40 倍，并具有 2.9 毫米超高
分辨率，为临床诊断和科研探索提供了强大
创新平台。

“‘探索者’支持 1/40 注射药物剂量下的
超低剂量成像，检查者受到的辐射剂量和乘坐
从上海到纽约的单程飞机所受到的辐射量相
当。”谈及做 PET-CT 检查时的辐射问题，联影
医疗资深产品经理徐天艺介绍说。

“‘探索者’最快可以对检查者实现 30 秒
全身显像，而传统的 PET 设备耗时需要 20
分钟。”徐天艺补充道，“该设备还独有实时全
身动态成像特点，让人类第一次实现用肉眼
清晰观测药物注射后在人体血管内流动、扩
散最终被组织器官摄取并代谢的全过程，将
为肿瘤在全身的微转移检测、个性化精准诊
疗、新药研发以及人体生物机理研究提供丰

富想象空间。”
据悉，目前全球共有两台“探索者”为临床、

科研贡献力量，一台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另一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那可不是普通的“有色”玻璃

在中科院展区，有不少观众在一个展台
前驻足，那里展出了数个呈圆形和长椭圆形
的浅黄色和褐色玻璃。这是来自中国科学院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创新成果———

“大尺寸高性能红外玻璃”。
“我们的红外玻璃最大能做到近 800 毫

米口径，这在国际上属于领先水平。”中科院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家成
表示。据介绍，该成果攻克了光电对抗用大尺
寸红外玻璃领域内的世界性科学技术难题，
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高性能产品
禁运，满足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该成果能广
泛应用于环境监测、公共安全、空间科学、智
慧城市等重要领域。

“红外火焰探测器外面的玻璃罩就是它

较为常见的应用领域，普通玻璃会吸收红外
线，这种玻璃不会。有了它，探测器既能探测
到火警，又能得到有效保护。”李家成补充说，

“未来，它的应用还有可能拓展到夜间无人驾
驶领域，帮助车辆避让马路上发射红外线的
生物。”

“天眼”接收宇宙信号离不开它

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展位负责人介
绍，“FAST 用大芯数、超稳定、弯曲可动光缆”
成果解决了超大射电望远镜中的一项关键技
术，保证了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的工程需求。该光缆可耐 10 万次反
复弯曲，是国内目前最高标准的 100 倍，实现
了大跨度运动状态下柔性支撑的模拟信号与
数据的稳定性传输。

此外，该成果将光缆的静态使用推向运
动应用这一全新领域，带动了光通信整个产
业链发展，有力支持了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
施建设。

据悉，本届工博会上，中国科学院围绕
“区域创新，协同发展”的参展主题，专门设置
了高端科学仪器设备专区、重大科技工程展
示区（嫦娥四号关键载荷技术与设备专区）、
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STS）区域成果展
示区、创新技术与产品区及区域创新平台区
四大主题板块，共向公众集中展示了 37 家单
位的 110 余项创新成果。

“围绕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的目标，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
家战略的要求，持续深入推进院市合作，充分
体现和展示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的科技实力与区域创新服务能力，是我们
参展的主旨。这次获得的好成绩，是科技工作
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我们献给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科院建院 70 周年的最好礼物。”中
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瞿荣辉说。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 黄辛）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协会理事长李德毅
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科学前沿”主
论坛上表示，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智能的体
外延伸，可以脱离意识而存在，应该将其
看作一种工具。

不是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会给人类
带来威胁，智能时代要约束的是人类的伦
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李德毅认为，意识和
智能相互之间有很多典型案例，现在计
算智能、围棋智能、聊天智能、驾驶认知
智能都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超过人，这说
明人工智能可以成为脱离意识而存在的
智能。

他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人工智能就
是人类智能的体外延伸，它可以脱离意识
而存在。作为机器人的造物主，人类不需

要机器具有意识。为什么一定要机器具有
意识呢，他是我们的工具多好？只要能够
按照人类需要，给我们开车、给我们做数
学题、给我们人类服务不就可以了吗？我
觉得人类会足够聪明，人类完全可以控制
不让机器具有意识。”

李德毅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人类的进
化史就是一部制造或使用工具拓展人类
能力的发展史，无论是从古代的斧头还是
现在的原子弹都是动力工具，动力工具是
人类体能的体外延伸，而人工智能是人类
智能的体外延伸，都没有意识。人类所担
心的人工智能最大的冲击，是地球上突然
有一种超越人类的新物种，这些未来的生
命是人类的朋友还是人类的天敌？目前定
论尚早，这种观点有点想太多太早了。

他进一步解释说：“退一步讲，即使将

来我们制造了能够区别物理边界的机器
感知，还要有另外两个条件才能和人类
对抗，那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了吗，他们有共同价值观了吗？目前看来
也不可能。即便满足了这些条件，其时间
长度至少需要几百年甚至更长，而人类
进化都用了几百万年。因此不是正在崛
起的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威胁，而是
智能时代要约束人类的伦理道德和行为
规范，关注生命科学中的伦理道德。”

在李德毅看来，人类文明的传承、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人类智能的创造，
形成了不可低估的人类对机器人的控制
力，历史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人类
一次次战胜恶势力后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人工智能时代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加优
雅、更加尊严、更加智慧的生活。

简讯

9 月 18 日，观众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参观“汉唐奇迹之北朝记
忆”———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数字化展览。

近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批四大主题展览面向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该博物馆分为博物馆区与学术区，博物馆区包括展厅、藏品库
房、修复展示室、学术报告厅和教育活动区等，其中展览面积共 3500 平方米。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西北工业大学等

开发新型“夜明珠”材料
本报讯（记者王之康）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

学柔性电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黄维与南京工业大学先进
材料研究院教授安众福带领团队，在有机长余辉发光领
域再次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设计并开发了一系列新型
聚合物长余辉材料。相关成果 9 月 18 日在线发表于《自
然—通讯》。

长余辉发光是指发光材料撤去激发光源后，仍能持
续发光数秒至数小时的一种发光现象。长余辉发光材料
俗称“夜明珠”，被广泛应用于夜间应急指示、仪表显示、
光电子器件等领域，特别是近年来凭借其长寿命、大的斯
托克斯位移以及丰富的激发态性质，被用于防伪、加密以
及生物成像等一些前沿科学领域。

如何实现聚合物材料的长余辉发光是该领域的挑战
之一。黄维、安众福带领的团队提出，通过离子键锁定发
光单元，在聚合物共价键的协同作用下，实现了离子型聚
合物的长余辉发光，发射寿命长达 2.1 秒。实验数据和理
论计算表明，此类聚合物材料具有室温长余辉的原因是
离子键抑制了发光单元的非辐射跃迁。该设计理念不仅
适用于芳香型的聚合物材料体系，也适用于非芳香型的
聚合物材料体系。

此外，他们还首次报道了激发波长依赖的聚合物长
余辉发光现象，实现余辉颜色从蓝到橙颜色可调。并且，
此类材料在温度高达 170 摄氏度下依然可以保持可视化
长余辉发光。

这一研究成果赋予传统聚合物材料新的性能，加之
材料来源广、成本低，在柔性显示、照明、数据加密以及生
物医学等领域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相关论文信息：

预测小天体着陆技术
发展方向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崔平
远团队在《航空航天科学进展》发表论文，结合当前新兴
智能技术和深空着陆任务的高精度要求，对小天体着陆
技术在自主性和安全性方面的发展进行预测。文章旨在
为小天体不确知环境、复杂动力学模型以及弱引力自主
着陆等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为未来
深空着陆技术发展提供研究方向。

着陆任务是开展小天体原位探测、采集分析小天体
成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然而与月球、火星相比，小天体
体积小、质量分布不均、引力场弱、自旋状态复杂且形貌崎岖
不确知等，为探测器安全精确着陆带来了巨大挑战。

崔平远团队结合国家未来重大工程任务需求与“深
空 973”项目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对已有小天体自主着
陆任务进行综合分析，重点剖析了小天体自主着陆与采
样返回任务的核心技术及发展需求。

文章围绕小天体着陆任务所特有的先验信息匮乏、
动力学环境复杂以及深空任务通信的超长时延三个技术
难题，对国内外的最新技术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重点
介绍了团队在可观测度优化、安全因子与着陆点选取等
方面提出的新概念、新方法及在提高任务安全性上的优
势。文章对相关从业人员快速全面了解当前小天体着陆
技术发展趋势具有指导意义。

文章指出，未来小天体探测任务应从自主学习更新
环境参数、建立精确着陆系统模型、提高星上智能决策能
力以及柔性着陆技术等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技术创
新，以实现人类更智能高效的深空探测任务目标。

“先进的自主导航、制导与控制技术可将探测器送往
更远的星辰大海，拓展人类能够触及的太空疆域，帮助人
类更好地了解宇宙、寻访地外生命、认清自我、保护地球
家园。”崔平远说。

相关论文信息：

北京理工大学

发现·进展

发现互花米草成为
“超级入侵者”机制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通讯员李静）厦门大学环境与生
态学院科研团队发现了恶性入侵植物互花米草侵占我
国滨海湿地的遗传进化机制，有利于帮助人们进一步
了解互花米草扩散的原因，为从源头上治理互花米草
蔓延提供了方向和思路。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分
子生态学》。

互花米草因有保滩护堤、促淤造陆的功效，在上世纪
70 年代被我国引入，然而因其迅速繁殖扩张，威胁海岸生
态系统、影响湿地滩涂养殖、阻塞船道等，已被列入全球
最具威胁性的 100 种外来生物名录。中国是受其危害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

从 2014 年起，厦门大学教授李庆顺、教授张宜辉和
助理教授张原野带领的科研团队，从分子遗传学、生态
学、进化生物学等多学科角度，采用 DNA 指纹技术，对来
自入侵地中国沿海 7 个省市的 10 个区域及原产地北美
12 个州的 15 个区域的 250 个样本进行了分析。最终发
现，这些入侵地植株全部是最初从美国引进的 3 个生态
型的杂交后代，具有显著的杂种优势。这也意味着，互花
米草的引种和扩散发生在杂交后。

不过，这仅仅是互花米草入侵的开端。通过进一步测
量以上 25 个区域来源的植株性状，研究团队发现，3 个基
因型间的杂交还通过整合两种不同的生长能力即纵向生
长能力和横向扩张能力，从而产生了超强的基因型，正是
这种新的超强基因型因具有生长和繁殖的优势而被自然
选择保留，成为互花米草恶性入侵的主要驱动力。

相关论文信息：

厦门大学

视点

蒋华良院士获颁
“安捷伦思想领袖奖”

本报讯 9 月 19 日，“安捷伦思想领袖奖”颁奖
典礼暨创新药物研发研讨会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举行。中科院院士、药物化学和计算药物设计
领域科学家蒋华良获颁“安捷伦思想领袖奖”。

蒋华良在鉴别癌症治疗的新靶标以及设计阻
断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抑制剂方面做出了
非常出色的工作。“安捷伦思想领袖奖”将支持蒋
华良的最新研究项目———研究新型糖苷类小分子
PD-L1/PD-1 抑制剂的潜在优势。他的实验室将
对新型 PD-L1 抑制剂小分子药物的体内代谢和
药理作用开展研究，并采用整合生物学研究手段
将其与经典 PD-L1 抑制剂抗体类药物作用机理
进行比较。 （黄辛）

我国首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核安保协作中心成立

本报讯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与中国
国家原子能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指定中国国家核
安保技术中心和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这是 I-
AEA 在我国成立的首个核安保协作中心，也是中
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核安保合作的新里程碑。

IAEA 核安保协作中心建立运行后，中核集团
将以此为平台，在核安保探测应用技术的研究、开
发、测试、评估以及经验分享、支持合作、交流培训
等方面开展工作。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核领域与
IAEA 的合作，促进中国在核安保探测应用技术等
方面的研究与发展，为我国核安保设备“走出去”
创造良好条件。 （陆琦）

2019 丝绸之路
创新设计论坛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 近日，以“创新设计与一带一路”为主
题的 2019 丝绸之路创新设计论坛在西安举行。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张彦敏在致辞中表
示，设计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作用越来越大，设
计也是解决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

与会国内外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创新
设计中的应用”“数字创意设计”“创新设计教育以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议题，共同交流创新设计新成
果，探讨新机制，普及新理念，培育新人才。（张行勇）

中国电力科普日在京开幕

本报讯 9 月 18 日，2019 年“电力之光”中国电
力科普日开幕式在中国科技馆报告厅举行。活动
围绕“礼赞共和国·电亮智慧时代”主题，组织了北
京主场和 50 余个全国分会场，紧密结合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群众性公益科普活动，集中展
现我国电力科技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美好
生活方面的发展历程和重大成就。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舒印彪在致辞中表
示，学会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在今后的科普工作
中，不断整合行业内各方优质科普资源，创新活动
方式，丰富活动内容，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技创新作贡献。（李晨阳）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
制的月背软着陆激光导航避障敏感
器（激光测距敏感器） 何静摄

上海联影医疗公司的“全景
动态 PET-CT uEXPLORER 探
索者” 何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