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20年 10月 23日 星期五
主编 /肖洁 编辑 /唐凤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零售价：1.20元年价：238元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

用“天眼”捕捉太湖
二氧化碳排放变化

本报讯（记者陆琦）太湖的溶解二氧化碳具有强烈的
时空动态变化。日前，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西
北大学联合团队，利用卫星遥感高时空监测优势以及太湖
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监测数据，建立了针对
太湖的溶解二氧化碳遥感估算模型，重新评估了过去近 20
年太湖二氧化碳排放的时空变化。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
《环境科学与技术》上。

已有研究表明，湖泊水体溶解二氧化碳浓度相对大气
通常会过饱和，使得湖泊成为重要的碳源。不过，论文通讯
作者、西北大学教授、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
员段洪涛告诉《中国科学报》，由于湖泊内部物理和生物地
球化学过程的影响，湖泊二氧化碳排放的时空分布通常表
现出高度的非均质性，从而导致湖泊二氧化碳排放估算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卫星遥感手段可以提供相对高频、连续和大尺度的

观测数据。”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博士研究生齐天赐介绍说，虽然水体溶解二氧化碳并
不具有光学特性，但是根据地球化学循环理论，与控制溶
解二氧化碳浓度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有关的大多数环境
变量，都可以从卫星数据中得出。因此，可以通过卫星反演
的环境变量，间接对溶解二氧化碳进行大规模和长期的估
算，与实地调查相比，可以更高分辨率地确定整个湖泊的
二氧化碳通量。

研究团队利用太湖长期的MODIS卫星数据和野外实测
数据，以 MODIS获得的叶绿素 a浓度、表层水体温度、光合
有效辐射的漫衰减系数和光合有效辐射量为自变量输入，建
立了针对太湖的溶解二氧化碳估算模型。结果显示，在开阔
水域中，叶绿素 a高的水域中二氧化碳浓度较低，而叶绿素 a
低的混浊水域中二氧化碳浓度较高；而太湖北部湖湾有许多
入湖河流污染严重，产生严重的富营养化和藻类积累，导致
高叶绿素 a和高二氧化碳浓度并存的情况。

研究人员指出，2003~2018年，太湖月均二氧化碳浓度表
现出较大的变化，夏季和秋季（6月至 11月）的二氧化碳浓度
较低，而冬季和春季（12月至 5月）的二氧化碳浓度较高。
2003~2018年，太湖夏季的平均二氧化碳通量比春季和冬季
低约 60％，秋季甚至出现负通量，成为碳汇。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供图

“你是机器人吗？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
位置上想想？”

每当人们发生争执时，这种“灵魂拷问”
总让人哑口无言。然而，现实是，也许现在的
机器人比你更懂得“换位思考”。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
员、类脑智能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毅团队提出
机器人类脑思维揣测模型，实现了机器人的
自我经验学习，使其可以对他人信念进行揣
测和预测，这种“换位思考”距离“我懂你”更
进一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
曾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类脑思维揣测模型为将来智能体获得更深
刻的情感共情奠定了基础，只有具备认知共
情与情感共情等能力，才能使未来人工智能
与人类和谐共生。”

从“冷冰冰”走向“我懂你”

智能体的思维揣测模型旨在使人工智
能获得思维揣测的能力，简单而言，就是帮
机器人实现“换位思考”。

然而，思维揣测作为一种高级认知功
能，其神经基础和神经机制尚未明确。“如何
结合现有研究基础，探索思维揣测机制，构
建可行的类脑思维揣测理论模型是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曾毅表示。

为此，曾毅团队结合认知心理学、神经
影像学、脑科学等学科在思维揣测领域的成
果，确定了思维揣测的神经基础，并采用脉
冲神经网络对所涉脑区进行认知功能建模，
详细构建了脑区间信息环路的连接结构。

此外，曾毅团队还融合抑制控制机制，构
建了类脑思维揣测模型，使智能体可以利用自

身经验完成对其他个体信念的推理。“这是继
机器人通过镜像测试，获得初步自我感知能力
后开展的又一次大胆尝试。”曾毅说。

从“类脑”走向“类人”

与其他模型不同，曾毅团队提出的思维揣
测模型强调自身经验和脑区发育对思维揣测
能力的影响。研究人员模拟了包括颞顶联合
区、内侧前额叶在内的多个脑区及脑区间信息
传递的通路，特别是额下回和颞顶联合区的自
我视角抑制、额下回和腹内侧前额叶的自我信
念抑制，然后将模型部署到机器人上，通过“不
透明—透明眼罩测试”验证了模型的效果。
该眼罩测试包括训练和测试部分。首先

将机器人分为两组，一组为“不透明眼罩
组”，一组为“透明眼罩组”，两组外观一致。

在训练中，首先将瓢虫放在两个黑色矩
形框中的一个上，然后分别将不透明眼罩和
透明眼罩插入到机器人和物体之间，问机器
人“瓢虫在哪”，使机器人学习眼罩的特性。

随后，研究团队开展了让被试机器人（红

色机器人）推理表演机器人（蓝色机器人）信念
的测试。首先，研究人员将瓢虫放在其中一个
黑色矩形框上，再将瓢虫藏在黄色盒子中，随
后将眼罩插入到蓝色机器人和瓢虫之间，然后
又将瓢虫藏在绿色盒子中，最后将眼罩移开。
“对蓝色机器人来说，瓢虫在哪里？”当研

究人员向红色机器人提问时，根据自身经验的
不同，“透明眼罩组”的红色机器人和蓝色机器
人对物体位置的信念一致，都会指向绿色盒
子；而“不透明眼罩组”红色机器人会指向黄
色盒子。

随后，研究人员又向红色机器人提问：
“对你自己来说，瓢虫在哪里？”结果显示，
“不透明眼罩组”和“透明眼罩组”的红色机
器人都会指向绿色盒子。

曾毅解释道：“抑制控制是思维揣测过
程中的重要机制，我们认为额下回和颞顶联
合区之间、额下回和腹内侧前额叶之间的成
熟连接是自我视角抑制和自我信念抑制的
神经基础。”

为验证抑制控制对实验的影响，曾毅团
队设定了不同的连接强度。研究发现，当额

下回和颞顶联合区的连接未成熟时，被试机
器人无法抑制自我感知的信息，因此无法正
确推理表演机器人对物体位置的信念；当额
下回和颞顶联合区的连接成熟，但额下回和
腹内侧前额叶的连接未成熟时，虽然被试机
器人可以正确推理表演机器人对物体位置
的信念，但无法抑制自身的信念。当这些连
接都成熟时，被试机器人不仅可以抑制自我
感知的信息，还能抑制自我信念。

从“学习”走向“遵守”

论文主要作者之一赵宇轩说：“我们通
过降低额下回和颞顶联合区之间、额下回和
腹内侧前额叶的连接强度使抑制控制机制
失效，计算模型显示无法正确输出从他人视
角感知的信息和推理他人的信念，同时机器
人在行为上也无法通过测试。因此，从计算
建模的角度可以证明抑制控制是思维揣测
的核心机制之一。”

对于未来的计划，曾毅坦言：“对思维揣
测的计算建模，构建具有思维揣测能力的智
能体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将类脑思维揣
测模型应用于使智能体自主习得与环境、其
他智能体以及人类交互过程中应当遵守的
‘道德’规范。”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博士、上海
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访问特聘教授秦裕林认
为，为了使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并造福人
类，既要从法律法规层面预防、制止可能有损
人类根本利益的人工智能技术，也要倡导符合
人类根本利益、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这
一方面，曾毅团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相关论文信息：

2020中国肿瘤学大会
万人科普进基层活动启动

本报讯 10月 16日，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中
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广东省抗癌协会承办的
2020年中国肿瘤学大会万人科普进基层启动仪式
在广州举行。本次万人科普进基层活动共有 8支队
伍，他们除了把科普知识送到广大的基层医院、社
区和企事业单位之外，还将发挥自身专业特长，为
基层百姓提供肿瘤防治咨询、义诊等服务。

据了解，巡回科普队共有队员 145 人，他们
将开展为期一周的巡回科普活动，覆盖科普点
43场次，将走进广东省各地 6 个社区、37 家基
层医院。 （朱汉斌）

简讯

发现·进展

华东师范大学

长江入海泥沙减七成
台风可降低侵蚀风险

本报讯（记者黄辛）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戴志军团队，通过研究并量化最近 20年来历经长江
口台风影响的三角洲南槽河口动力地貌过程，发现洪季因强
径流作用导致三角洲南槽冲刷约 3 千万 ~6 千万立方米泥
沙，台风则能携带口外约 0.9千万 ~4.7千万立方米的泥沙进
入河口，进而提出洪季径流量和河口泥沙冲刷的函数关系，
定量识别出台风和高径流在河口泥沙冲淤中扮演的角色。该
成果近日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戴志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这项工作具有特别的实
践价值，当前长江入海泥沙已经减少了近 75%，严重影响
三角洲向海淤积，如果随后能采取措施拦截台风由海向陆
输移的沉积物，则能在较大程度维持滩涂向海推展，对解
决当前上海城市空间资源紧缺这一瓶颈问题无疑是有利
信号。”
该研究通过获取三角洲南槽区域非台风年和台风年地

形实测数据，采用多种技术量化洪季高径流和台风事件导致
的侵蚀—淤积模式差异，评估高能事件对河口动力地貌冲淤
的驱动机制。以 2016年洪水年洪季高径流为例，研究人员发
现三角洲南槽河口在强劲径流作用下发生大规模净侵蚀，口
内河槽侵蚀最剧烈，近岸区域侵蚀—淤积变化较弱，净侵蚀
总量达到 6.45千万立方米泥沙。对比其他年无台风影响下洪
季南槽地貌变化特征，均出现类似特征，且入海径流强弱和
河槽冲刷出现明显函数关系。

与 2016 年比较，2018 年台风 Ampil 直接登陆上海，三
角洲南槽口内河槽侵蚀—淤积斑块分散且无序、缺乏空间
组织性。河口净侵蚀量降低到 3.3 千万立方米泥沙。2000
年和 2015 年台风影响程度与 2018 年相似。 研究人员认
为，台风过程能有效减轻洪季河流高径流对于三角洲地貌
系统的冲刷。结合近 20年数据分析发现，每年会有 0~2 个
台风影响长江三角洲，估计其可携带 0.9 千万 ~4.7 千万立
方米泥沙向陆输运到南槽河口，这相当于三峡大坝修建后
年均入海泥沙的 9.2%~48.4%。如能通过技术有效蓄截并利
用热带气旋向陆输运的沉积物，可减轻当前三角洲侵蚀的
地貌脆弱与环境风险。

相关论文信息：

第 393次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
论坛在湘举行

本报讯近日，第 393次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
论坛在湖南省宁乡市举办。此次论坛以“畜牧业转
型发展与乡村振兴”为主题。与会专家围绕新兴科
学技术在畜牧业生产中的转化与应用、地方品种资
源保护与种质资源创新、功能畜牧业发展与功能食
品、地方猪产业发展与模式创新等 4个议题，凝练
了地方猪产业的相关“瓶颈”和“卡脖子”问题，提出
拟攻关的技术方向，并对技术成熟度展开研讨，为
地方猪的产业发展提供应对方案和解决思路。

此次论坛由中国农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亚
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
大学、宁乡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旨在贯彻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我国畜牧
产业转型、关键技术创新、生态循环模式创建和
典型示范引领。 （李昕茹）

今年台风要么不来，要么“乱来”
姻本报见习记者辛雨

10月 20日，今年第 17号台风“沙德尔”
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后期将经过海
南岛南部近海，目前不排除登陆海南岛的可
能性。

未来还会有台风登陆我国吗？今年台
风偏少与暴雨偏多有何关系？《中国科学
报》采访了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
报中心高级工程师黄奕武，请他就相关问
题做出解答。

台风偏少、强度偏弱

截至 10月 20日，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
海共生成 17个台风，比多年同期偏少，其中
有 5个台风在我国登陆，也比多年同期偏
少。黄奕武介绍：“今年台风生成位置整体较
常年平均偏西 10个经度左右，极值强度整
体偏弱，出现多个近海快速加强台风。”

此外，今年台风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要么不来，要么“乱来”。黄奕武表示，进入汛期
以来，西北太平洋的南海台风生成时间分布很
不均匀。五六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均有 1个台
风生成；7月没有台风生成，造成历史上的首
次 7月“空台”事件；8月，沉寂了近 50天的西
北太平洋和南海进入台风暴发期，接连生成了
6个；9月生成 5个台风；10月生成 4个台风。
“其中，今年有 3个台风接连奔向东北，

对东北地区造成显著影响，也属历史罕见。”
黄奕武强调。

强大的副热带高压造成台风偏少

“今年台风偏少的主因是副热带高压偏强
偏大。”黄奕武指出，今年 7月，副热带高压异
常偏西偏强、面积偏大，台风生成源地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热带洋面为副热带高压控制，盛行
下沉气流，对流活动受到抑制，缺乏台风生成
的必要条件，造成历史上首次 7月“空台”。

进入 8月以后，副热带高压北抬，南半
球冷空气活动增强，越赤道气流随之增强，
气流越过赤道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
流汇合形成季风槽，台风趋于活跃，生成个
数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接近。

今年汛期，我国多地暴雨偏多甚至突破历
史极值。这与台风偏少是否有一定联系？黄奕
武解释，台风偏少与暴雨事件偏多这两种现象
是多种原因共同产生的结果，其中一个共同的
原因是副热带高压偏强、面积偏大。
“从这种角度来说，这两种现象有一定

联系，但不能据此认定两者的关系是因果关
系。”黄奕武说，“天气系统之间的联系有时
非常微妙，目前很多机理都还在进一步研究
中，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强行联系。”

未来还有台风登陆我国吗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秋季，而

北方一些地区已入冬，很多人认为，这么冷
的天气，台风就不能生成了。对此，黄奕武表
示：“这明显是一个误区。台风的生成源地靠
近赤道，此时仍非常热，甚至到 12月也可为
台风生成提供条件。”
“但未来是否还有台风登陆我国，还不

能确定。”黄奕武说。从近 20年登陆我国的
20个“末台”（每年最后一个登陆我国的台
风）的登陆时间来看，有 11 个“末台”在 10
月登陆，5 个在 9 月登陆，2 个在 8 月登陆，
11月、12月登陆的分别有 1个。

专家表示，目前“沙德尔”已登陆并穿过
菲律宾，目前不排除登陆海南岛东南部的可
能性。即使“沙德尔”后期不登陆海南，现在
距离年底还有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里也仍
不能排除有台风登陆我国，比如 2004年的
第 28号台风“南马都”就曾在 12 月 4 日登
陆我国台湾地区。因此，目前还无法确定今
年最后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花落谁家”。

10月 20日，全国首家抗疫文
献馆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揭牌成立，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
士钟南山为其题名。

该馆由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负责筹建，今年 6月起向全球开展
抗疫文献和实物征集，得到社会各
界积极响应，目前共采集到图书
12103 种，其中中文图书 11936
种、外文图书 167 种、期刊文献
4815篇、古籍民国文献 3460种、学
位论文 5704篇、视频 381个、报道
文献 5369篇、专利文献 1399篇、
实物藏品 286个。

图为学生们在抗疫文献馆参
观。
本报记者朱汉斌报道支春生摄

首届“两弹一星”精神高层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10月 17日，首

届“两弹一星”精神高层论坛在北京师范
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两弹一星”精神
的新时代价值。100余位专家学者和各界
代表参加会议。当天，“两弹一星”精神研
究院第一届理事会成立。
“青海作为中国首颗氢弹的诞生地，对

于弘扬与传承‘两弹一星’精神肩负着义不
容辞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工程院院士、“两

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思
得在发言中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
星”精神研究院指导委员会委员戚发轫指
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
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广大创业者更
是在“两弹一星”艰苦奋斗中铸就了“热爱
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
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

支暂时由我们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
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
代人。”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培军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据悉，此次论坛由青海省委宣传部、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青海师范大学、“两
弹一星”精神研究院、“两弹一星”理想信
念教育学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
治教育分会承办。

机器人也能“换位思考”
姻本报见习记者田瑞颖

机器人正在
进行“不透明—透
明眼罩测试”。

曾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