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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前沿

人工智能“脑洞”究

竟有多大

如今，风推浪涨的人工智能领域看
似热闹，但喧嚣落地，会发现“误会”不
少。某人工智能无人书店开业，某展览
会人工智能机器人亮相，某超市采用人
工智能导购员……一些装上简单预设
程序的智能设备、机器人，纷纷披上人工
智能这件“新马甲”，五花八门的产品贴
上“人工智能”的标签，竟变得“高端”起
来。

事实上，人工智能绝不仅仅是几款
可实现“无人操作”的机器人，更不只是
用来战胜人脑的围棋手。作为物联网、
大数据、先进算法和强大计算能力支持
下的一种“群技术”，人工智能通过赋予
“物”以人的智力，模拟和扩展人的智
慧，辅助甚至代替人实现多种功能。

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最
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它让人类的能
力得以延展，并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现
在触碰到的，也只是人工智能潜力的
“冰山一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还有
很多前沿性科技难题需要突破。

我们让机器人学会了“穿衣服”这
个动作，如何让机器人学会“要不要穿衣
服”，或者“起风了要不要加衣服”？过
去，我们往往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机器
人动作的研究上，以实现机器人能像人
类一样做动作，却对真正的“智”鲜有建
树。人工智能要发展的是自主智能系
统，不仅是模拟人的行为，更应让机器像
人一样思考，掌握“穿衣服”动作以外的
感知和认知能力，让机器人不仅“知其
然”，还“知其所以然”，进入“深层智能”。

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人类冠军的
“阿尔法狗”，也只不过是有限领域里
的成功，同样的程序却不能在其他领
域通用。过去的人工智能发展中，虽
然我们已经造出了一些极其强大的程
序，但它们的智能范围非常狭窄，并不
能解决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问题。对
比人类大脑，真正意义上完备的人工
智能系统，应该是一个通用的智能系
统，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处理视觉、
听觉、思考等各类问题，可谓“一脑万
用”。实现从专用智能到通用智能的
跨越式发展，既是下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研究与应用领域
的挑战。

当我们畅想让计算机变得和人一
样聪明时，新的理论已进入科学家研
究视野。人的自然智能与机器智能终
究不同，如何通过人机混合的脑机系
统形成更强的智能？科幻电影《阿凡
达》中展示了主人公用意念控制机器
的场景。这是一种利用脑电波来控制
机器的技术，旨在通过在人脑神经与
具有高生物相容性的外部设备间建立
直接连接通路，实现神经系统和外部
设备间信息交互与功能整合。该技术
的发展，将使人类沟通交流的方式更
为多元和高效，未来将广泛应用于临
床康复、自动驾驶、航空航天、军事指
挥等领域。

在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勇闯人工
智能科技前沿的“无人区”，不管是机器
懂得“所以然”，还是“一脑万用”，甚至
科幻色彩十足的“意念控制”成为现实，
以及对话式人工智能平台、情感智能、

神经形态计算、量子神经网络……这些
最具特色的成长性技术，都足以让人脑
洞大开，产生无限遐想。

事实也正是如此。人工智能如同
一列高速奔驰的列车，当人们还在举目
远眺时，它已呼啸而至。

不只是科技界的一

场“狂欢”

早上 7点半，往往是一座城市最繁
忙的时刻。对上班族来说，无不渴望有
一辆呼啸而来的快车，带走他们通勤路
上焦急的等待。

如今，大多数上班族在寒风中等车
的痛苦，或将终结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自公交车智能调度系统在我国众
多城市广泛应用以来，其技术应用延伸
到手机终端的小小APP上，手机轻轻一
点，等车赶车就成了历史。这是为公交
车装上聪明“大脑”带来的改变。

目前，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正加
速铺开。未来，人工智能领域将以融合
的方式提高各行业智能化水平，从而推
动各行业的发展与变革。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
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回顾科技发
展的历史，蒸汽时代最大的贡献，是寻
找到了一种可以转化成各种形式的“蒸
汽力”，而未来人工智能也将成为一种
如同蒸汽力、电力一般的资源，转化成
各个领域的能量。

当然，预见未来和走向未来并不
是完全相同的事，人工智能发展亦
然。其真正的爆发，必须落脚在与大
众及行业应用的融合上，即“人工智

能+”。有人将实体经济比作“蛋糕”，
而智能技术是蛋糕上的“奶酪”。只顾
着奶酪，而忘记下面的蛋糕可不行。
如果人工智能的概念只存在于科学的
语境，那么再高精尖的技术，也无法成
为开启时代大门的钥匙。作为新一轮
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必
须与各行业融合才能发挥作用，从而
形成真正有效的行业智能。

人工智能的落地，在助力实体经
济发展产生新动能的同时，也将叩开
智能化战争的大门。随着无人机、战
斗机器人等智能化武器装备走上战
场，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正在成为继机械化、信息化之后推动
新一轮军事变革的强大动力，不仅改
变战争面貌，而且深刻影响着战争制
胜机理和战争规则的发展变化，催生
新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思想。智能化时
代的到来，使得战争时空条件、战争主
体、战争手段、战争方式方法发生深刻
改变，决定战争胜败的规律突出体现
在“制智权”的争夺上。人工智能军事
应用水平，将成为大国之间军事实力
比拼的重要标志。

不只是科技界的一场狂欢，当各领域
插上人工智能的羽翼，必将见证革命性的
变化。人脸识别、虚拟现实、智能武器等
新领域新技术的涌现，开辟了面向未来的
新蓝海；智能制造、智能金融、智能农业等
多点开花，传统产业得以换羽腾飞。

智能时代呼唤“思维

变频”

有人把人工智能描绘成天使，也有
人因其发展而惴惴不安。它究竟是天

使还是魔鬼？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有没
有失控风险？是否危及人类安全？这
样的问号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俯
拾皆是。

事实上，过多的担忧，反而束缚人
工智能发展的脚步。曾几何时，互联网
改变了大多数传统行业，一切都面临互
联网革命或被革命的选择，没有互联网
思维即意味着落后和被淘汰。如今，人
工智能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有着同样
的内涵。人工智能走向未来的突破呼
唤“思维变频”。

人工智能的发展，远不是单纯的技
术问题，它带来很多需要深入分析、求
解的思维挑战。智能是改变世界的工
具，智慧是改变智能的思想，从“机器换
人”“杀人武器”的担忧，到“人机共融”
的展望，在互联网思维、移动思维之后，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维方式到底该是什
么？这才是我们该关注的问题。

从历史维度看技术革新，铁犁牛
耕、蒸汽机器、电动机等都是在代替人
力，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当然，在当
时的历史视角下，马车夫会恨汽车，手
工业者会恨机器，因为他们的工作被抢
走了。实际上，一些工作被取代后，新
的工作就会出现。像马车夫失业了，但
需要造汽车的工人、汽车司机。智能时
代的到来，对于人们来说，相比失业转
行的危机，更需考虑的是思维转型，以
适应未来需要。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发展，也将
在战争伦理、交战规则等问题上带来
冲击，全面而深刻地影响战争的本质
和规律。纵观人类战争史上的每一次
革命，都在不同程度地打破作战人员
身上的层层“枷锁”。伴随人工智能技
术的不断融入，传统作战中耗时耗力
的观察、判断、决策、打击流程大幅压

缩，在智能战场态势感知牵引下，各种
作战行动高度耦合、并发进行成为可
能，新一轮战争方式创新呼之欲出。
但以往的作战思维是否成为束缚军事
变革的“无形枷锁”？在智能化作战即
将来临之际，需要大胆创新、勇于突
破、主动求变，积极认知新的战争形
态，适应新的作战样式。

我们无需陷入对技术和机器高速
发展的忧虑，但应从现在开始，对人工
智能发展划出底线。推荐系统是人工
智能的重要应用场景，资讯类APP可以
无限制向你推荐你感兴趣的内容，无论
对错；电商 APP 可以诱导你去“买买
买”，就算超出消费能力也无所谓。而
对于军事应用的安全局限性来说，也可
以预见。复杂对抗环境下，人工智能系
统或武器装备一旦被对手通过恶意代
码、病毒植入、指令篡改等手段攻击，将
带来战术失利甚至灾难性后果；人为错
误、机器故障、环境扰动等因素，也可能
使系统因干扰而失控。技术这把“双刃
剑”，就像火焰能帮我们取暖、煮饭，稍
有不慎也能让万物付之一炬。

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则，应该以“善
智”为目标，在赋予数据精度的同时，也
不忘法治温度，让算法遵循“善法”。加
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
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法
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形成适应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牢固确
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
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真正
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未来远超我们的想象。悲观者唉
声叹气，充满犹豫地被拖入正在到来的
大变局；乐观者屏住呼吸，夜不能寐地
参与对未来的创造。

制 图：徐 鹏

AI技术：未来远超我们的想象
■占传远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
智能具有多学科综合、高度复杂的特征。要加强基础理论研
究，支持科学家勇闯人工智能科技前沿的“无人区”，努力在人

工智能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
颠覆性突破，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重要领域的理论研究
走在前面、关键核心技术占领制高点。

■本期观察：谭峻 郝蔚宇 李涛

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

习主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

要努力学习科技前沿知识，把握人工

智能发展规律和特点，加强统筹协

调，加大政策支持，形成工作合力。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从田间

到餐桌，从工厂到商场，人工智能已

逐渐融入社会生活。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赋能新时

代，同样也会赋能我们这支军队。随

着一系列自主无人装备走向战场，战

争形态由机械化、信息化向智能化发

展的趋势愈发明显。

没有科技头脑，即便装备再信息

化智能化，也难以成为合格的指挥

员。历史上著名的英格尔斯效应印证

着这个道理：如果身处现代化的环

境，却没有向现代化转变的观念思

想，失败和畸形发展就不可避免，再

完善的现代制度和合理方式，再先进

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

变成废纸一张。

对指挥员来说，用昨天的思维去应

对明天的战争动态，难免在时代的洪流

中面临淘汰危机。二战前夕，法军依据

老套的一战理念而修建的马其诺防线，

自以为高枕无忧，却在德军“闪电战”

这一当时全新的战争理念下形同虚设。

面对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现代战争，学

好科技知识对指挥员来说尤为必要，把

科技前沿知识嵌入指挥头脑，才能让

“智能因子”成为战场的“制胜因子”。

锻造指挥员“智慧的脑”，必须要

有慢不得等不起的紧迫感。前沿技术

革新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瞬息万变，

就算我们以前有些基础，平时也了解

一些，但时代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

更快。军事指挥员不仅要把科技前沿

知识当成刚性需求，更要时刻保持学

习的持续性，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洞

察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增强指挥谋

略的预见性、前瞻性，下好未来战争

的“先手棋”。

锻造指挥员“智慧的脑”，更要

注重发挥首长机关的表率作用。首长

机关作为作战决策“中军帐”，科技

素养较量是战场“谋高一筹”的重要

因素，必须强化“练将练官”的意

识，领导干部要带头研究高技术战争

条件下的制胜规律、信息化武器装备

技术战术性能和未来作战指挥的流程

方式，不断提高把握“战机”、处置

“危机”的指挥判断能力，辐射带动

各级指挥员成为科技素养过硬的人才

矩阵。

锻造指挥员“智慧的脑”，也须臾

离不开实战化训练这块“磨刀石”。通

过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把“智能因

子”嵌入指挥头脑，最终还要在实践

中加钢淬火，使之转化为未来战争的

“制胜因子”。要着眼智能化作战指挥决

策特点，不断深化智能化指挥训练；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VR技术等创设

新型训练环境，提高实战化训练科技

含量，让指挥员在实践中适应未来战

争的新特点。

站立军事科技前沿的潮头，很难

想象，一名缺少科技思维的指挥员，

能够指挥一场现代化战争。我们必须

以强烈的本领恐慌意识，主动学习前

沿科技知识，下力用科技武装头脑，

以驱动战斗力新的跃升。

让“智能因子”成为“制胜因子”
■王利军

论 见

划了个小创口，皮肤愈合稀松平

常。但如果创面过大，还能瞬间修复，那

这就是超能力了。作为身体最大的防护

器官，皮肤的外观看似“城墙”，但这座

“城墙”内部是涌动的，不同类的细胞在

不同层间迁移，一类被称为“角质形成细

胞”的“非凡细胞”能促成皮肤新生。那

么让不愈伤口处的“平凡细胞”转化为

“非凡细胞”，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自然》

杂志发表了美国等国科学家的一项研

究，挖掘出皮肤愈合的“超能力”：通过病

毒载体，将特定的转录因子转入小鼠创

口细胞，发现原本不能愈合的伤口迅速

愈合了。研究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

“海选”，经过多轮筛选才鉴定出4个关

键转录因子，将“平凡细胞”转化成“非凡

细胞”，促成皮肤“新生”。

然而“非凡细胞”应用于临床还需要

攻克一个难题：消除致瘤性。现在筛选

出的“非凡细胞”还不完美，其中有两个

基因是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的基因，仍需

进一步寻找能够替代的基因，才可应用

于临床。

受伤创面速复平

眼睛是我们观察世界的重要器官，

一旦受损，我们将会失去色彩，在黑暗中

摸索。

有没有可能帮助失明人群恢复视

力？前不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

员通过3D打印技术，在一个半球上成功打

印出首个“仿生眼”的原型，能帮助盲人重

获光明。

打印这样一个“仿生眼”可不简单。

研究人员要让特殊墨水始终保持干燥，避

免墨水沿着弯曲的表面向下流动，再用半

导体聚合物材料来打印光电二极管，将光

转换为电能，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小

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样打印出来的

“仿生眼”，光电转化效率高达25%。

可靠地打印出活性电子产品，也许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对于全世界4000

万到4500万盲人来说，恢复视力的梦想

离他们更近一步了。

失明人群迎希望

现代战争对于步兵的负重要求越来

越高，美军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在阿富

汗的美军，负重都在40公斤以上，多者

达到60公斤以上。这对作战来说，几乎

是无法承受的重量。这时，很多看过美

国电影《钢铁侠》的士兵肯定都在想：如

果能拥有一套主角身上穿戴的那套机械

外骨骼系统该多好呀！

你还别说，真有厂家生产出了这样

的机械外骨骼系统。在俄罗斯国防部主

办的第四届“军队-2018”博览会上，俄

罗斯国家技术集团(Rostec)展示了未来

俄军的士兵战斗服——Ratnik-3。它的

外骨骼均采用的是钛合金制作，不仅能

增强装备的耐力，同时也非常轻巧，并能

为士兵提供更大的力量，即使背起50公

斤的战术背包也能健步如飞。穿戴上该

设备，士兵甚至可以单手持机枪射击，其

精度堪比装备了电脑火控系统。

和《钢铁侠》的机械外骨骼系统一

样，Ratnik-3同样也需要充电。但遗憾

的是，现在还没能生产出类似电影中的

胸口冷核聚变系统，所以它只能使用一

段时间，一旦没电就成了“包袱”。

负重士兵健步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