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易蓉

    人工智能（AI）技术在各
领域落地开花，五花八门的智能
产品能否集成功能？更多数据需
要更强的算力和低功耗的计算
来整合处理， 那么 AI 是时候进
入“全能”时代？ “也许全能的 AI

是毫无意义的！ ”今天上午，在世
界顶尖科学家青年论坛之人工
智能会议上 ，1994 年图灵奖得
主拉吉·雷迪似乎泼了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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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向后代借来的资源
生物多样性峰会呼吁跨国跨学科合作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已经来临，动植物

的灭绝速率达到自然灭绝速率的几百甚至
上千倍，将有 100万种动植物在下世纪灭

绝……这并非危言耸听，但也非无可挽回。
如同 2016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特鲁迪·麦

凯在昨天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生
物多样性峰会上所言，“我们必须进行跨

国、跨学科的合作，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努
力，相信我们能够应对困难”。

为地球绘DNA图谱
在生物界，2011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

哈里斯·李文被称为“地球书记员”。他牵头

发起了宏伟的“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计
划在 10年内绘制地球上所有生物的 DNA

图谱，也被称为生物界的“登月计划”。
目前已有来自 18个国家的 33个机构

携手加盟，2019年项目组发布了 101种脊

椎动物全基因序列，在李文看来，这是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

随着基因图谱绘制工程的推进，科学
家们也发现，新冠病毒给生物多样性保护

带来了新的挑战。“野生动物、家禽、家畜和
宠物，是否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李文介

绍，在古灵长类和猩猩类等 17个物种中发
现了完全符合人类 adeR基因的 25处关键

进化残留，且都可以与新冠病毒结合，这些
物种被认为有极大风险。另外还有 27个物
种被认定为容易发生感染，其中包括牛、

羊、鹿以及几类鲸鱼。“这些物种应受

到监测、保护，并且应加强管

理。”李文强调。

各国不能单打独斗
“应该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

像往常那样把社会和经济同环境分开，我

们应当追求生态文明。”中国科学院院士
魏辅文借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

对地球的未来作出期待。他同时提出：“是
否应该设立生物多样性红线作为边界，或

者说是否应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红线？”

“生物多样性是我们从后代那里借来
的宝贵资源。”2010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古

尔杰夫·库什介绍，从大约 100年前俄罗斯
科学家瓦维洛夫建造世界第一座基因库开

始，人类越来越意识到留存和保护种质（生
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的重要

性。旨在培育和推广高产粮食品种、解决营
养安全问题的“绿色革命”，与人类登月、破

解 DNA密码、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一
起，被并称为上世纪的四大科学突破。

然而库什指出，不同种质所有者时

常想独享利益，最终导致对种质的限制。
他呼吁，各国应明确种质共享的必要

性和合法性，应呼吁公众重视生物

多样性，研究者应更重视野生植

物种质的采集与利用，保护并

有效利用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帕金森病有了新疗法
脑机接口用光不用电
前沿话题讲堂带来最“潮”科技

    如何将“最先一公里”优势转化为“最

后一公里”动能？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设前沿话题讲堂，涵盖人工免疫系统、糖

生物学、黑洞、引力波与激光干涉、量子计
算、石墨烯、光遗传学等尖端领域。

神经保护治疗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是困扰人类的神经退行性疾

病之一，“脑起搏器”之父、2014年拉斯克临

床医学研究奖得主阿里姆·路易斯·本纳
比，介绍了一种使用近红外光照射脑组织

的帕金森病最新疗法。
此前，本纳比团队开发了一种技术，将

电极植入帕金森患者大脑，用高频电刺激

消除震颤、僵硬等运动症状。这种干预有显
著疗效，还能减少基于药物的治疗，成为目

前治疗帕金森病最有效的手术方法。
尽管深部脑刺激展现了一定的症状疗

效，但病情仍会进展。本纳比进一步思考：
能否进行对因治疗，而非单纯的对症治疗

呢？他将目光投向至今为止依然称得上是
全新领域的神经保护。

通过动物实验，近红外光照射疗法展
现出了初步的治疗潜力，本纳比及其团队

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临床前研究，来检验
脑室内外近红外光照射疗法的效果。他们

设计了能够植入人体的光照设备原型，直
径 25毫米，与光纤相连，将光纤植入脑室，

装置打开后就能够实现对特定区域的局
部照射。这一试验在今年年初得到批

准，预计在 11月开展试验。

此外，本纳比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疗法
在伦理上的合理性，尽最大可能保护患者

剩余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及时检测并进行
为期 4年的扫描随访。

脑机接口可用光敏控制
脑机接口如何实现？除了在脑子里接

入电极之外，利用光线进行光敏控制或许

是另一种思路。光遗传学权威、2019年沃
伦·阿尔珀特奖获得者吉罗·麦森伯克介绍

了光敏控制的最新进展。
光敏控制是将光接受器以基因形式从

眼睛移植到大脑深处的神经元，通过光照

控制神经元并改变行为，这种假设得到了
实验的证实。寻找并了解神经元的运作逻

辑是光敏控制的重要作用，它克服了过去
运用电极刺激的缺点，对特定的神经元有

内在的选择性，并尊重大脑的功能蓝图。
光遗传学引领科学家找到了促进和抑

制睡眠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对来自线粒
体的信号作出反应，体现了这些细胞器燃

烧燃料的效率。这表明，睡眠和能量代谢氧
化应激及其过程，例如衰老或退行性疾病

都是有紧密联系的。
“科学家可以通过光敏控制找到重要

的神经元，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并通过
虽然传统但是更新、更有力、更有选择性的

方法来运用它们。”麦森伯克说。
本报记者 郜阳

从1?N更需要合作
“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一直是伴随

AI发展的叩问，而今天的论坛上，这一问题

等同于“更通用、更具整合力的软

件与硬件，更多跨学科的

基础研究突破，是

否能带来更全能的 AI”？对此，2000年图灵

奖得主姚期智认为，智能世界诞生通用系
统或硬件也许还很遥远，但这也为年轻科

学家提供了很好的创新研究探索方向，科
学家正在不同应用领域开展努力，相信在

例如隐私保护计算领域，未来 5到 10年就

将出现性能优秀的通用平台。

雷迪的视角则更“现实”：“我们需要更
有能力的机器人，而不是取代人类的机器。

科学家仍然应该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
突破，仍有很多领域还有很多空间为人类创

造福祉。不过未来，把许多领域的应用再集
成，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昨天下午，另一场人工智能青年科学家

会议上，相关的话题也被提出。2007年图灵
奖得主约瑟夫·斯发基斯指出，人的思维

与机器的思维是不同的“语言”，如何把

这些语言真正融合，让人与机器合作

也是重要的命题。科学家们的共识是，人工

智能是构筑在许多科学精华上的跨学科研
究，相比“1”更需要“N”的合作来实现突破，

而这一切需要进行更多尝试。

提升算力整合多功能
随着 AI在各领域的应用蓬勃发展，更

多数据带来算力不足、功耗过大等问题成为

瓶颈。对此，青年论坛上，“后浪”科学家分享
了许多工作与思考。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系副教授陈凯针对数据孤岛和隐
私保护的问题，提出异构计算设备、网络通

讯模块集成的方法，通过软件与硬件的叠

加，提升计算加速能力，同时创造信息更为
安全的环境。上海交通大学软件学

院教授陈海波针对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复杂

的人工智能物联网，提出需要为之打造原生
操作系统，解决信息延迟、数据异质等问题。

另一些更基础的思考也在论坛上分享。
“我们有了扫地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反过来

思考，人为什么能够处理不同工作，实现‘多
功能’？”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特别研究员卢策吾分享了团队力－视觉联合

模型的研究，通过人类“大脑创造想法、小脑
控制行为”来启发 AI研究，希望未来能够创

造通用型的智能机器。
“多尝试吧！做出自己的强项，同时鼓起

‘做梦’的勇气，哪怕有些事是不可能的。”姚
期智代表顶尖科学家们寄语“后浪”。

AI是时候进入“全能”时代？
有关人工智能问题 科学家们吵起来了

荨▲ 各国顶尖科学家在论坛上视频连线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