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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科普笔记·AI①

论 见

从出生到经历“寒冬”

1956年夏，群山环抱的达特茅斯学
院掩映在一片葱绿之中，夕阳在康涅狄
格河上涂画着自己的模样。此刻，约翰·
麦卡锡正站在学院计算机机房的窗边，
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大口地呼吸着新
鲜空气，以平复激动的心情。我在一旁
听到了他拨给克劳德·香农的电话——
决定开展一次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

约翰·麦卡锡、克劳德·香农和另外
8位计算机科学领域内的大咖，在达特
茅斯讨论了两个月，制定了一个极其宏
大的目标——在机器上搭建人工智
能。因此，1956 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
年。约翰·麦卡锡也被后人冠以“人工
智能之父”的称号。

人工智能的“出生”吸引了全世界
的目光。兴奋之余，科学家们也在思考
如何“养育”它。随即，分成了两个主要
阵营：其一主张规则式方法，其二选择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规则式方法即用一系列写好的逻
辑规则教人工智能如何思考。比如，通
过教授机器语法规则，解决机器翻译问
题；通过向机器描述物体的特征，解决
图像识别问题。

选择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的科学家则
另辟蹊径，模仿人脑结构，构建类似大脑
的神经元网络。他们不给机器构建逻辑
规则，而是把大量数据“喂”给人工神经
元网络，让它从实例中学习、找规律。

让机器具备人类智能，这个命题本
身就足以引人注目。人工智能的“童年”
是在聚光灯下度过的。随着人工神经网
络研究的深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
工智能领域取得了让人振奋的成果。

人工智能离不开算法，在计算机上
编写的算法都要用到我小白，这也让我
可以近距离陪伴人工智能的成长。
“童年”的人工智能进步非常快，

IBM公司的内森尼尔设计的几何定理证
明程序，在一些定理的证明上甚至超过
了数学专业的学生。1962年，阿瑟·萨缪
尔（参加达特茅斯会议的 10位科学家之
一）制作的西洋跳棋程序，经过屡次改进
后，终于战胜了州冠军。机器在智力的
角逐中战胜人类，这还是第一次。

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像计算机
那样一帆风顺。在人工智能 13岁那年，
正值茁壮成长之时却遇到了它人生中
的第一道坎儿。

1969年，一系列研究结果差点浇灭

了人们对人工神经网络的热情。这些
研究显示，当时的人工神经网络难以解
决基本逻辑问题。随即，一些机构停止
了对人工智能项目的资助。没有了资
本，也就没有了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规则式方法也遇到了瓶
颈。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字世界，只学习
了基本语法规则、掌握基本词汇量的机
器根本招架不住，难以再向纵深挺进。

此刻，人工智能的处境与卖火柴的
小女孩相差无几，它不知道能不能挨过
寒冷的冬夜。究其原因，首先，在算法
模型上存在缺陷；其次，笨重的晶体管
计算机制约了机器运算能力。

迎来“春天”又遇“倒

春寒”

在人工智能“而立之年”时，我无法
平静地等待，尝试着找寻这位老朋友的
音讯。1986年的一天，我在卡内基梅隆
大学的计算机上闲逛时，看到了一篇题
为《反向传导误差的学习表征》的论文，
其中有一位作者叫杰弗里·辛顿。没多
久，这篇论文火了，把沉寂已久的人工
神经网络拉回了人们的视线。

这篇论文怎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呢？
今天的我们对某综艺节目的“传声

筒”游戏应该不会陌生：一段台词传到
最后一个人时往往面目全非。反向传
导的原理则可以理解为，将这段台词给
最后一个人看，让他对比其中的误差，
再将误差依次传给前面的人，让每个队
友分析误差中有多少是自己的，下次描
述时哪里需要改进。如此一来，就能提
高机器学习的准确度。这种机制极大
提高了人工神经网络的性能。

另外，好奇心强的我还扒了扒杰弗
里·辛顿的成长历程，想看看他是怎么

想到这一巧妙方法的。
20 世纪 60 年代，辛顿还在上高中

时，一个朋友就向他描述过大脑的工作
原理——类似 3D全息图的工作原理，
这让小辛顿着了迷。

有时一句话就能在一个人的心里
埋下一粒种子。后来即使在当木匠时，
每个星期六早上，他都会去伊斯灵顿的
埃塞克斯路图书馆，在笔记本里记下关
于大脑工作原理的理论。

人工智能能走出“寒冬”，离不开辛顿
和像他一样擎着火把前行的人。但这并
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再度失宠的命运，刚刚
有了“春天”的气息却再一次遭遇“倒春
寒”，而且持续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

“倒春寒”的“寒流”源自哪里？原
来，人工神经网络需要用数据“喂养”，
然而当时网络技术才刚刚起步，与今天
的互联网世界相比，数据量简直就是
“九牛一毛”，人工神经网络在“供血不
足”“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举步维艰，也
就不足为奇了。

用数据“喂养”焕发

勃勃生机

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和普及，呈指数增长的数据量为人工

神经网络发展提供了优渥土壤。
2005年，新成立不久的谷歌公司参

加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主持
的世界机器翻译系统评测。评测结果
出人意料，谷歌在中英、阿（拉伯语）英
互译中获得了第一名，且遥遥领先在此
领域浸淫了数十年的 IBM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编写谷歌机器翻译
程序的负责人弗朗兹·奥科不懂中文、
更不懂阿拉伯语，他教机器学外语的方
法是将大量的数据输入给人工神经网
络，让它自己找到规律。

在与规则式方法竞争了几十年后，几
经浮沉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终于赢了。

2006 年，杰弗里·辛顿找到了在
有效训练人工神经网络中新增神经
元层的方法。这给旧的人工神经网
络仿佛打了一针强心剂。辛顿和他
的小组还为性能大增的人工神经网
络起了个新名字——“深度学习”。

相较于人工神经网络算法，“深度
学习”算法中的神经元更多、层次结构
更复杂。例如我们训练“深度学习”算
法识别图片中的猫，当我们把含有猫的
图片交给“深度学习”算法时，算法内部
神经元就会做出调整，让输出结果更接
近猫。经过大量训练后，它就“认识”猫
了。“深度学习”算法的内部结构就像是
一个黑箱，我们不清楚每个神经元具体
是如何做出调整的，但它通过识别大量
数据后，具有了识别“猫”的能力。

今天，人们也终于明白，数据是驱
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能源。不知道聪明
的你是否发现，智能问题已悄然变成了
如何处理数据的问题。这与飞机的诞
生有相似之处：在飞机出现之前，人们
认为人类要想飞行就得像鸟一样有双
翅膀。后来才发现，飞行利用的是空气
动力学原理，而不是仿生学原理。对人
工智能来说，不一定要像人类大脑一样
去思考，利用数据同样能解决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史，可以说是硬件的
更新史、数据的积累史、算法的迭代史。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则为人工智能
带来了大量的数据：你点的每一个赞、
浏览的每一个网页、扫描的每一个二维
码，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数据养料”。

杰弗里·辛顿、吴恩达、吴军等人工
智能专家，还有百度、谷歌等高科技公
司，一次次革新人工智能算法，让无人驾
驶车辆、无人工厂等变为可能。

弄清楚了它从哪里来，很多问题才
能看得深、把得准，才能更好地迎接它
的未来。人工智能虽已“年过花甲”，但
它的发展势头却如朝阳般蓬勃。

AI，你从哪里来？
■谢啸天 胡益鸣

随着新兴科技的蓬勃发展，昔日许多遥不可及的“神
秘领域”“梦幻世界”如今已触手可及，渗透到包括军事领
域在内的各行各业，融入到人们工作生活之中。从本期开
始，本版开设《科普笔记》专栏，系统地为大家介绍相关科
普知识。

去年 10月 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

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
的重大意义，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促
进其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健康发展。为此，本专栏今天开始推出《科普笔记·AI》系
列，敬请关注！ ——编 者

新 看 点

脑电波控制机器人

控制机器人这件事情，在人类的

想象中由来已久，比如动画片《秦时明

月》中公输家的机关术、很多小说动漫

中的傀儡术以及电影《环太平洋》中的

机甲控制等。随着人工智能和脑机接

口技术的发展，用脑电波控制机器人

的研究有了新进展。

前不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

究人员展示了一套人机交互装置，其

应用“脑电波+手势”组合，让使用者

能简单地与机器人互动。这套方案

旨在让机器轻松地关联和解释人类

的大脑信号和手部动作。通过接收

人脑思维产生的脑电波，机器人能完

成一系列动作指令，包括捡拾物品、

左右移动等。

如此一来，人们无需掌握必备的

编程技能，即可让机器人执行特定的

任务。相信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发

展，其对重度残障人士和行动不便的

老年人能有很大帮助，让他们借助“想

法”控制机器人完成自己想完成的动

作，未来可期。

脑电波控制无人机

在电影《阿凡达》中，那个用意念

操控阿凡达的瘫痪海军战士杰克令人

印象深刻。你是否也想通过意念就能

操控无人机？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的研究人员

正在开发一种脑力控制的无人机导航

界面，最终目的是找到人类大脑“感知

多代理系统信息”的运行机制，继而从

中提取“控制指令”。换句话说，就是

让一个人可以通过脑电波控制一群无

人机，并且这些无人机还能接收不同

的指令，做出不同的行为。

不过，目前该技术还无法充分将

人的思维提取出来并转化成数字信

号，而且无人机起飞需要操作员通过

调整思绪和情绪来控制自己的专注

力。当专注力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才会触发无人机起飞。研究人员表

示，如果此项技术能够走向成熟运用，

将会大幅提高无人机在搜寻、救援、侦

察等众多行动中的效率。

脑电波控制VR系统

在《安德的游戏》《明日边缘》《源

代码》等科幻影视作品中，我们曾看

到虚拟现实技术的军事价值。其基

本思路就是通过计算机作战模拟训

练、一体化战场环境构建等，实现虚

拟军事与现实军事的交融互通。如

果脑电波能控制虚拟现实技术又会

怎么样呢？

在 美 国 洛 杉 矶 举 办 的 SIG-

GRAPH展会上，一家科技公司展示

了一款叫“大脑电脑界面”的虚拟现实

原型产品，能够让用户靠思维控制界

面中物体的动作。体验者将特制设备

戴在头上，大脑受某种刺激时做出反

应，产生脑电波信号，特制设备监测到

信号，将数据发送给计算机进行分析，

从而将其转换为相应的动作，呈现在

界面上。

通过构建逼真的数字化战场，在

虚拟战场上反复推演，验证并寻找最

优的作战方案或将是今后的发展趋

势。目前，受脑电波频域检测范围和

高度密集数据处理的技术限制，还需

一段时间来证明脑电波控制VR软件

工具和硬件产品的可行性。不过，脑

电波控制下的兵棋推演等新模式、新

体验值得期待。

胡三银绘

嗨！我叫小白，是一个比特，人们把我写作

“0”。我的哥哥也是一个比特，写作“1”。计算机

的运行离不开我们哥俩。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

的一个分支，可以说，我是看着它长大的。

“人工智能？是超级程序？是人形机器？”

当谈及人工智能是啥的话题时，或许会引发人

们这样的思考。那么，您是何时知道人工智能

的呢？“围棋比赛，那只‘阿尔法狗’（AlphaGo），

好像是2016年。”不少朋友或许会想起这件事。

不错，从 2016年开始，人工智能成了全球最

热的技术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只“阿

尔法狗”在围棋对决中的出色表现。

谈起飞机，我们能追溯到莱特兄弟；说到电

脑，我们能想起几间屋子大小的埃尼阿克计算

机。而人工智能则像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我

们的世界，竟能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人类。

如今，人工智能好像离我们很近，近得触手可

及；仿佛又很远，以至于说不清它从哪里来、要到

哪里去？

当然，人们不像我能在信息海洋里畅游，站得不

够近难免会看不清，请让小白带您走进这一神秘世

界，探个究竟！

习主席在今年2月会见探月工程

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

调，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始于梦

想。梦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是啊，

哪个成功者不始于梦想？哪项伟大事

业不基于梦想？因梦想而奋斗，因奋

斗而出彩，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近期大热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

球》就是这样一部“有梦追梦圆梦”的代

表作，它开创了中国拍摄世界级灾难大

片的先河，证明中国有能力拍摄这样的

科幻大片，让中国演员以主人公的形象

在影片中携手各国力量一起拯救地

球。虽是一部电影作品，但其中所反映

出的“梦想精神”很值得学习。军事科

技创新，尤其需要这种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科技工作者

胸怀梦想，通过苦干、快干、实干，一次

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科技创新任

务，让人民军队从落后装备时代一跃

进入高技术军事装备时代。在没有经

验借鉴、不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一

代又一代军事科技工作者凭借“敢叫

日月换新天”的“梦想精神”，在科技创

新征程上努力探索、奋起直追，使我国

拥有了氢弹、核潜艇、大型驱逐舰、航

母等“大国重器”。重装在身的人民军

队，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军

事力量。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

浩荡荡，追梦人的脚步永远向前，创新

者的精神薪火相传。军事科技同人类

社会的其他发展一样，具有不断变化

的动态特征。没有一项技术可以永久

依赖，军事科技在追随中发展永远不

会成为强者。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

科技成就，应着眼10年、20年、50年以

后的战争态势来谋求发展。这就要求

军事科技工作者应有“超时代”的思维

意识和战略眼光，做与时代赛跑的“追

梦人”，做科技创新的拓荒者。有此梦

想，方可成就大器。

只有梦想没有实干，如同纸上谈

兵、临渊羡鱼。“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

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中

华民族复兴现在到了关键时期，更需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唯有以实干

而兴邦。军事科技驱动创新亦应如

此，需要有发展的紧迫感和攻坚克难

的责任心，不以事艰而退缩无为，惟以

任重而奋力前行，真正靠实干圆梦、靠

拼搏建功。

当前，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

军队发展描绘出了美好明天。科技工

作者应牢牢抓住机遇，充分施展才华，

用实干践行强军诺言。让岗位作沃

土，让理想作种子，让奋斗作养分，梦

想之花终能绽放。

让梦想驱动科技创新
■张凤波

提起“纳米机器人”，可是机器人
工程学的一种高新科技。它根据分子
水平的生物学原理，设计制造可对纳
米空间进行操作的“功能分子器件”。
纳米机器人的设想，是在纳米(一纳米
等于十亿分之一米)尺度上，研制可编
程的分子机器人（也称“细胞机器人”
或“DNA机器人”）。

纳米机器人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
曼教授于 1959年提出的。他认为人类
未来有可能建造一种分子大小的微型
机器，把分子甚至单个原子作为建筑构
件，在非常细小的空间里构建物质。这
意味着，人类可在底层空间制造任何东
西。纳米机器人技术在当时只是一种
科学幻想，但如今已出现在现实世界。

目前研发的纳米机器人属于第一
代，是生物系统和机械系统的有机结合
体，可注入人体血管内，进行健康检查和
疾病治疗；第二代纳米机器人是直接从
原子或分子装配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纳米
尺度的分子装置，能执行复杂的纳米级
别的任务；第三代纳米机器人将包含强
人工智能和纳米计算机，是一种可进行
人机对话的智能装置。由于纳米机器人
是当今高新科技的前沿热点之一，不少
国家纷纷制定相关战略或计划，投入巨

资抢占纳米机器人技术战略高地。
许多专家认为，当前最重要、最迫

切的就是纳米机器人在医疗领域的应
用。医用纳米机器人可以注入人体血
管内，进行血管养护、健康检查、精准
给药、疾病治疗和器官修复等，还可去
除有害的 DNA 或安装正常的 DNA，
使机体正常运行。在可预见的未来，
被视为当今疑难病症的癌症、艾滋病、
高血压等都将迎刃而解。届时，人类
将会减少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人的寿
命也将得到延长。

而在军事领域，纳米机器人会有何
作为？美国物理学家、“氢弹之父”爱德
华·泰勒教授，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就
预言：哪个国家率先掌握纳米机器人技
术，就一定会在下世纪的世界军事领域
里占据主导地位。前不久，俄罗斯军事
专家伊万·契奇科夫少将也预言：军用
纳米机器人离我们的战场并不遥远，它
们在世界范围将引领一场真正意义的
战争革命，同时将推进作战模式、作战

理念、作战方法的根本改变。据一些专
家推算，军用纳米机器人预计到 2025
年就会研制成功。美国军事专家约翰·
亚历山大博士就认为，军用纳米机器人
将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尤其是参与战
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军用纳
米机器人还可用来提高各种装备的性
能，其中包括远程通信、头盔式显示屏
等。有关专家认为，军用纳米机器人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 21世纪战争
的面貌和进程。

除了医疗和军事领域，纳米机器人
在工业、农业等领域的应用前景也非常
广阔。如在工业领域，人们可利用纳米
机器人制作微米级的芯片，从而减少电
子产品内的芯片和电路所占用空间，能
让未来的电子产品变得更微小更有
效。在农业领域，人们可利用纳米机器
人模仿叶绿体，使其成为制造粮食的分
子机器。这一类型的纳米机器人，将可
能直接利用太阳能制造食物而创造新
概念农业。

神奇的纳米机器人
■■黄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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