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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的未来，人还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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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两大AI神器
记者来到位于徐汇滨江的阿里巴巴园

区X区的上智院内，只见办公室内的一排排

电脑，屏幕上跳闪着一串串数字，它们汇聚成

数据洪流，将催生出一个个AI模型……上智

院院长漆远曾经表示：“在今天的AI2.0时

代，大模型有更好的泛化能力，可以在很多

领域发挥接近或超越人类的能力。”

上智院成立仅半年多，就创造了两大AI

神器，取名“伏羲”“女娲”。“伏羲”2.0是首个

面向气象导航优化的全球气象大模型，为国

家航海安全保驾护航。它实现未来15天0.1

度逐小时气象预测；构建海气耦合模型，纳

入风浪、涌浪、海温等要素，提升全球风、浪、

流、能见度等预测精度；进行极端天气优化，

提升台风、极端降水等更多灾害性场景的预

测精度。

此外，“伏羲”2.0率先研发百米风速、光辐

射的预报，也研发了低云量、总云量等多个航

空关注的气象要素，有助于预测飞行中可能遇

到的积冰、颠簸、光线明暗不均等各种天气现

象，提升飞行体验、降低行业成本等。

“女娲”医药大模型包括DNA大模型和

动态蛋白质大模型。其中，DNA大模型以全

球最长序列、最细粒度的基因调控关系理

解，促进生物机制的发现，将应用于药物靶点

发现。同时发现人体表型网络随时间脆弱化

的规律及衰老时间拐点，指出多个潜在衰老

分子标志物，助力书写“科技抗衰”新篇章。

致力于解决“幻觉”问题
上智院副院长李昊介绍，他们正在研究

“可信”的AI大模型。当下，AI大模型有一

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难免“胡说八道”，也就

是常有“幻觉”问题。另外，模型的可解释性

不高、不太可信，类似一只“黑盒子”。“上智

院则要构建一只‘灰盒’，它可以使AI深度

学习更具逻辑性，减少不符合现实世界观测

数据的规则，也能数据驱动。‘灰盒’带来的

将是更可信的科学大模型。”

李昊同时表示，上智院初心则是诞生“AI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大

脑，是人类智能的一个巅峰体现。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最好标志之一就

是实现‘AI爱因斯坦’，发现复杂世界的未知规律。”

目前，上智院的一些大模型已经投入实际应用。比如，“伏羲”近期

准确预测了台风“格美”的路径，其精确度已经优于顶级的气象模型系

统。又比如，与保险公司合作，给予保险产品精确的气象信息，提升其精

算程度等。

这里集中的都是年轻人，多是AI高手，还是计算机领域精英，也包

括行业专家。他们中不少人是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大赛的选手。漆

远、李昊都非常喜欢这批年轻人，他们一起在徐汇滨江的这个平台上摩

拳擦掌，“我们做不一样的东西，不是‘为了新而新’，而是为了构建未来

的通用人工智能和应用，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漆远这样说道。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一只猴子脑子里植入芯片，居然能读英文单词

了；一名脑中风患者通过脑机接口，居然尝试从轮椅

中站起来；已经失去行为能力的老人植入了

       ，没有知觉的双手居然又能动起来了……

近来，有关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的消息不断吸引大众

眼球。孰喜？孰悲？

诚然，作为哺乳动物之一的人类，其生理寿命早

已被限定了。过了五六十岁，身体各类器官自然老

化，血管亦脆弱起来，尽管现代医疗不断延缓人体衰

老的过程，但结果必然是不可逆的。而今天，脑机接

口却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通过电脑、通过大数据算

法，能够让原本衰老甚至已然“死去”的器官重新焕

发活力。据说，这是未来医疗的一个主攻方向，也是

  的一个重要贡献。

但，问题随之而来，脑机接口中真正出力的是机

器，衰弱的大脑还是要走向死亡。那时，你所面对的

那个人还是原来的他吗？或者，脑机接口的未来，

“人”是人还是机器？至少，该是半个机器人吧。这

是一个深层次的话题，脑机接口的未来，究竟是人控

制机器，还是机器控制人呢？

显然，无论是马斯克之类的资本大佬，还是许多

正在前沿奋斗的科学家，都应该提前考虑一个问题：

在我们将一枚芯片植入人的大脑之前，还是先要想

清楚伦理、社会规范和个体选择等多个层面。我们

需要确保技术符合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维护自由、尊

严和身份，并采取措施确保技术的安全可控。

脑机接口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增强或扩展人类的

能力。理论上，它应该只是一个工具。但现在随着

技术的发展，人们看到，机器能够基于大数据分析做

出快速而准确的决策，它可能会比人类更快地做出

反应或做出更明智的选择。那么，掌控未来社会的

难道是机器吗？显然不能。

维护人性，保证对机器的绝对控制，该是脑机

接口技术开发的一个基本规范。人仍是主人，当接

收到了机器提供的信息或建议，人类仍然有权力选

择是否接受或忽略这些信息，并基于自己的意志做

出决策。这是一个底线。无论脑机接口发展到何种

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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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首款真正适合国人

语言习惯的医疗级助听器产品

uOrigin源正式上市。这款来自

产学医联合创新的新质生产力产

品，也正在探索联影微电子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的联合创新

模式。近日，联影微电子将在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设立“联影听

力教育基金”，支持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听力与言语

康复系设立学生奖学金、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

中国乃至全球的听力障碍人

群非常庞大。世界卫生组织

202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听

力障碍人口达15亿，预期到2030

年达到25亿。老年人听不见，不

仅会产生交流障碍，更重要的是

会对脑结构和功能产生一系列影

响，导致抑郁、痴呆等疾病。在中

国，听力保护戴助听器的意识远

未普及。“我国听损老人超过1.2

亿，这些老人从发现听力障碍到

佩戴助听器，间隔时间可长达10

年，而95%的人并没有选择佩戴

助听器。”联影高级副总裁俞晔珩

介绍，中国助听器渗透率只有

5%。我国助听器90%以上市场

份额由进口品牌占据，国产品牌

仅占不到10%，主要分布在中低

端市场，高端医疗级助听器市场

100%为进口品牌。

依托联影集团过去十三年在

系统研发、芯片研发、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技术积累，联影微电子于

今年4月正式发布行业首款适合国人语言习惯的

医疗级助听器产品uOrigin源，产品搭载自主研发

定制化芯片与创新算法。“产品8月1日正式开始

发售，全国首批100家合作网点正式启动服务，8

月底我们还会迅速扩展到300家左右，覆盖全国

所有重点省市及地区。”俞晔珩说。

当天，联影微电子公司还与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通过“联影听力教

育基金”，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

听力与言语康复系设立学生奖学金、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本报讯（记者 郜阳）随着
电子设备不断小型化和性能要

求的提升，芯片中的晶体管数

量持续增加，尺寸也日益缩

小。然而，晶体管尺寸的缩小

同时带来了新的技术挑战——

当硅基晶体管沟道厚度接近纳

米尺度，特别是小于几纳米时，

晶体管的性能就会显著下降。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狄增峰研

究员团队在面向低功耗二维

集成电路的单晶金属氧化物

栅介质晶圆研制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相关成果于日前发

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上。

二维半导体材料具有高载

流子迁移率和抑制短沟道效应

等优势，是下一代集成电路芯

片的理想沟道材料。据了解，

三星正致力于将二维半导体材

料应用于高频和低功耗芯片制

造；台积电正在研究如何将二

维半导体材料集成到现有半导

体制程中，以提高晶体管的性

能和降低功耗；欧盟则通过“欧

洲芯片法案”，推动二维半导体

材料的研究和开发……

然而，二维半导体沟道材

料缺少与之匹配的高质量栅介

质材料，导致二维晶体管实际

性能与理论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解决相关技术难题，

科研团队开发了一种创新的金

属插层氧化技术。这项技术的

核心在于能在室温下，精准操

控氧原子逐层嵌入铝的晶格中，形成有序的单晶

氧化铝介质材料——蓝宝石。要知道，传统的氧

化铝材料通常呈现无序结构，这种无序会导致其

在极薄层面上的绝缘性能大幅下降；而蓝宝石的

单晶结构则为其带来了更高的电子迁移率和更低

的电流泄漏率。这种材料在微观层面上的有序排

列，确保了电子在传输过程中的稳定性，使得即使

在仅有1纳米的厚度下，依然能够有效阻止电流

的泄漏，从而显著提高了芯片的能效。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田

子傲介绍，该材料已成功应用于半导体芯片制程

中，结合二维材料，可制备出低功耗芯片器件，“通

过采用这种新型材料，芯片的功耗显著降低，续航

能力和运行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狄

增峰表示，这一进展不仅对智能手机的电池续航

具有重要意义，还为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低

功耗芯片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随着5G、边

缘计算和智能家居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对低功耗、

高性能芯片的需求不断增加。科研团队的研究成

果，也将助力下一代智能设备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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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新地标

  

这里汇聚了极具创新活力的AI

科学家、工程师，他们与物质科学、生
命科学、地球科学、信息通信、经济金
融、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顶尖学者
合作，通过AI手段共同为复杂科学场
景提供研究新线索、探索科学新假设，
从而发现新物质、合成新材料、构建新
机理、落地新场景。
这里是催生AI产业化的原创科

技、构建AI赋能千行百业、助燃新质
生产力的全新生态圈。
这里就是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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