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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感性的艺术邂逅理性的人工智能，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即日起至 7月 14日，上海当代艺术

馆携手商汤科技，在该馆艺术亭台举办
“Art×AI系列艺术展览———《基本世界：智

能艺术》”，并特邀艺术家李元素为展览创
作系列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很大程度

上结合了人脸识别、人脸 3D 重建、风格

迁移、数据可视化等多项前沿 AI技术，让
观众在感受艺术的同时了解 AI技术，也

在体验 AI的过程中享受艺术。
“艺术是无界的沟通渠道，上海当

代艺术馆希望结合商汤科技的 AI 技

术，推动科技与艺术的深层次连接，带领

观众以别样的科技形式体验艺术、探索艺
术，与艺术进行全新的高科技互动，带动

更多人感知有 AI的艺术。”上海当代艺术
馆执行馆长孙文倩告诉记者。

在青年艺术家李元素看来，人工智能
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可以扩展艺术家的工

作能力，甚至让普通人拥有艺术家一般的

创作条件。受人工智能的启发，李元素参
考商汤科技发布的面向高中生的人工智

能教材知识点，用丙烯、贴纸和废旧电器，
结合数码与手工绘画打造的一幅科幻壁

画《AI争霸》，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AI

争霸》是手工绘画和数码打印在‘壁画’这

种旧媒介上的争锋。”他表示。将手工绘画
和数码绘画以拼贴方式有机结合是李元

素近年来探索的方向，他觉得数码图形可
以做到超越手工的精确，但相比手工绘画

却显得缺乏温情，而这幅拼贴科幻壁画则
是结合时代精神和手工感的一种实践解

决方案。

此次展览中，有一件由 AI“动手创
作”的艺术作品。这件名为《南京西路风格

迁移》的作品中，人类为机器设定准则，机
器通过训练和自主学习图像特征，可以将

“看到”的人物从背景中分离出来，并进行

风格化加工，成为一个实时的创作型艺术

机器。“讨论机器能否产生情感以及如何
定义情感都非易事，但能够沿着这些思路

开始思考和探讨正是本次展览的目的所
在。也许不同的机器自有不同的审美标

准；也许机器和人类终究难以相互欣赏各
自最核心的情感表达。”

据介绍，Art×AI系列展览共有四个艺

术科技跨界展览项目，继李元素的《基本
世界：智能艺术》展览后，还将陆续推出艺

术家张赢的《练习课》、刘佳玉的《上海天
空的艺术表达》和周褐褐的《与雕塑的互

动》。“刘佳玉的作品能让上海当代艺术馆
艺术亭台的玻璃墙面与地球另一端的窗

户相对应，运用 AI遥感技术，让观众可以
实时观赏地球另一端———阿根廷天空的

云朵变化。”商汤科技遥感事业部总经理
张琳“剧透”道。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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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艺术亮相申城
推动科技与艺术深层次连接

沪上高校中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机构———费林加诺
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近日传出好消息：中心成员、华东理工大
学教授朱为宏设计出“精灵”生物传感器，这是一种高稳定性的分子荧
光染料，能够精确、高灵敏、高分辨地获取来自分子的信息，可以对肿
瘤分子等标记物精确检测，从而实现精准医疗。这意味着，诺贝尔奖的
“分子机器”已经由概念转变为实用，逐渐成为医学重器。

上海“智造”攻克难题
2016年，来自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

费林加教授和另外两名学者因“分子机

器”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什么是分子机器？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比头发还要细 1000倍的机器。它的发
现带来了无限的概念：未来，从我们的

静脉里注射入一批纳米机器人，它们可

以直接清洗血管，也许，心血管疾病不
再是人类的“头号杀手”；我们使用的材

料，通过分子机器，可以自动修复，永久
使用。可是，相当长时间内，如何使用

“分子机器”，仍是科学家们攻关的难
题。当时，费林加本人也承认，“我现在

更关心的是怎么使用它们。”
2017年，华东理工大学的客座教

授费林加先生和田禾院士共同倡议，
在上海市徐汇区政府以及张江科技园

区支持下，依托华东理工大学，费林加
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在华理

校园内建立。当时的目标定位正是打
造分子机器的“梦工厂”。这既是国家

与上海市努力打造世界级研究机构的
有力举措，也是把上海建设成为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重要支撑。两
年间，华理的诺贝尔中心果然飞出分

子“小精灵”。

已能应对多种疾病
据介绍，联合中心研制的分子荧

光染料已经应对多种疾病。首先开发

了具有简单、快速、高效、原位直接检
测人体血清中 α-酮戊二酸浓度的试

剂盒。
代谢物小分子 α-酮戊二酸是体

内代谢途径中最重要的氮素运载体之

一，其浓度变化与众多疾病密切相关，
如非酒精性脂肪肝和急性髓细胞白血

病等。但由于 α-酮戊二酸分子量小、

无明显的紫外吸收，并且它的羟基和
羧基官能团广泛存在于人体内的氨基

酸中，其直接检测非常困难。朱为宏教
授课题组发展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型染料母体，创新发展了具有简单、
快速、高效、原位直接检测人体血清和

活细胞中 α-酮戊二酸浓度变化的分

子荧光探针。应用他们开发的分子探
针试剂盒，无需对血清进行任何预处

理可直接检测人血清中 α-酮戊二酸
的浓度变化，实现快速、微量血定量、

智慧型精准即时检测。
其次，可激活的荧光点亮实现阿

尔茨海默症斑块的原位、高保真成像。
大脑中 β-淀粉样蛋白（Aβ）斑块的形

成和沉积，在阿尔茨海默症的神经病
理学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被认

为是该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重要病
理学标志。朱为宏教授发展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喹啉腈母体新型染料，
可迅速对脑部 Aβ斑块超灵敏和高保

真的原位成像，为快速筛选老年痴呆
症药物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前景的研究

工具。

提高诊疗的精准度
此项研究还具有“智能”识别过程

实现定量检测，避免复杂生理环境的

干扰实现准确诊疗：生物传感器的性
能提升不仅体现在检测领域，在诊疗

领域方面采用“保险箱”的多重保护策
略，基于序列响应型逻辑门的设计，提

供对生物环境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双通

道可视化反馈，并通过精确的靶向能
力和可编程的药物释放，显著提高了

肿瘤的治疗效率。
显然，“分子机器”展示的这种无

创化、小型化和高效的体外分子诊断
技术，将对诊断准确性和疾病的预防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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