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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工程 

人工智能新算法使电脑像人一样学习写字 

12 月 11日的 Science Magazine上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题为 Human-level 

concept learning through probabilistic program induction，作者为纽约大

学数据科学中心的 Brenden Lake，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系的 Ruslan 

Salakhutdinov和麻省理工学院大脑与认知科学系的 Joshua Tenenbaum。 

新的人工智能算法能模仿人类的一个特殊天赋——从少量案例中学习新概

念。它所根植的计算结构叫做概率程序（probabilistic program），还可能有助

于对人类获得复杂概念的过程进行建模。采用的方法是‘贝叶斯程序学习’（BPL，

Bayesian Program Learning），这种方法只需要一个粗略的模型，然后使用推理

算法来分析案例，补充模型的细节，就能对人类认知进行很好的模拟。 

研究者在论文中分析了三个核心原则。这些原则都很通用，既可以用在字符

上，也可以用在其他的概念上： 

1) 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表征是由更简单的基元构建而成。 

2) 因果性（causality）：模型表征了字符生成的抽象因果结构。 

3) 学会学习（learning to learn）：过去的概念知识有助于学习新的概念。 

研究者对这个算法进行了几项测试。 

测试 1：研究者向它展示了它从未见过的书写系统（例如藏文）中的一个

字符例子，并让它写出同样的字符。这里并不是让它复制出完全相同的字符，而

是让它写出 9个不同的变体，就像人每次手写的笔迹都不相同一样。例如，在看

了一个藏文字符之后，算法挑选出该字符用不同的笔迹写出来的例子，识别出组

成字符的笔画，并重画出来。 

测试 2：研究者向系统展示了一个陌生书写系统中的几个不同的字符，并

让它创造出一些相似的字符。 

测试 3：研究者让它在一个假定的书写系统中创造出全新的字符。 

与此同时，人类被试也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最后，研究者要求一组人类

裁判（来自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分辨出哪些字符是

机器写的，哪些是人类写的。结果，裁判的正确率仅为 52%，和随机的结果差不



 

多。于是，机器通过了所谓的视觉图灵测试。 

参考文献：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50/6266/1332.full 

来源：新浪科技 

NSF 针对数据科学牵头实施 Brain Trust 计划 

NSF 针对数据科学牵头实施 Brain Trust 计划 大数据区域创新中心资助创

建联盟以促进多部门合作 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分析并形成观点的能力已经在包

括医学和制造业在内的很多领域中驱动创新发展，更高效的同时也使生活质量更

高。 

为加速推进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NSF于 2015年 11月 2日宣布实施‚Brain 

Trusts‛计划，3年内出资超过 5百万美元创建数据科学领域联盟及相应的 4个

区域中心。 该联盟由顶尖数据科学家构成，其中哥伦比亚大学负责东北中心，

乔治亚理工学院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负责南部中心，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负责中

西部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华盛顿大学负责西部

中心。 ‚Brain Trusts‛计划的出发点是通过在拥有相同想法的利益相关人之

间建立合作关系来加强数据科学的影响，使数据科学研究人员能够与领域专家、

各城市、各级机构建立和培育合作关系，以求在包括科学和教育等在内的广泛领

域内加速发展，最终收获巨大社会效益。  

目前可预见‚Brain Trusts‛将带来如下可能：通过降低协作成本易化合作

关系的建立；创造机会实现想法、资源和最佳实践之间的共享；为解决重大问题

带来顶级人才。 此番资助通过多个大数据区域创新中心（Big Data Regional 

Innovation Hubs，BD Hubs）项目的形式发放，BD Hubs 创建了学术界、工业界

和政府之间新型的多部门合作模式。 BD Hubs 确认的优先领域如下：1）大数据

和数据驱动发现的新技术，包括在医疗保健和健康状况区域差异方面； 2）自然

资源管理和灾害管理；3）精准农业；4）精准医学； 5）能源，材料与制造业；

6）财政。  

BD Hubs将搭起研究向实践转化的桥梁，同时注重教育和培养数据科学领域

内的新一代人力资源。 NSF预计将为 BD Hubs 的下一阶段——Big Data Spokes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50/6266/1332.full


 

(BD Spokes)项目出资 1千万美元。BD Spokes 定位于辅助启动 BD Hubs 确定的

具体优先领域研究。  

原文标题：Establishing a brain trust for data science  

原文链接：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6784&WT.mc_id=USNSF_5

1&WT.mc_ev=click  

原文标题：UC Berkeley to co-lead regional data science ‘brain trust’ 

原文链接：

http://news.berkeley.edu/2015/11/02/uc-berkeley-to-co-lead-west-big-d

ata-innovation-hub/  

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解析小鼠大脑皮层中神经元的连接方式 

我们的大脑中包含着数亿万个神经元，而这些神经元又通过数百万亿个突触

进行连接，尽管揭开这些连接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著

名杂志 Science上的研究论文中，来自贝勒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就成功完成了这项

任务，研究人员在文章中成功解析了小鼠大脑皮层中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大脑皮

层是大脑的外层结构，其被认为主要负责机体认知和感觉功能的发挥。此研究位

于介观尺度和微观尺度之间。 

研究者希望这种复杂的连接方式可以分解为多个指导大脑皮层网络装配的

小分支，而大脑皮层中局部回路的基本连线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互连规则

(Connectivity Rules)所捕获，这些规则在大脑皮层中处于不断循环中。江小龙

博士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尝试的绘制成熟大脑皮层线路图的最深入的一

项研究，我们想确定在大脑皮层中发现的细胞类型以及如何创建局部回路的连线

图。 

文章中，利用先进的组织切片方法以及恢复神经元形态的特殊技术，研究者

鉴别出了 15种抑制性神经元，这种神经元可以抑制大脑回路中的电活性，利用

同步全细胞记录方法，研究者们就可以对神经元间的电生理特性进行描述，同时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6784&WT.mc_id=USNSF_51&WT.mc_ev=click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6784&WT.mc_id=USNSF_51&WT.mc_ev=click
http://news.berkeley.edu/2015/11/02/uc-berkeley-to-co-lead-west-big-data-innovation-hub/
http://news.berkeley.edu/2015/11/02/uc-berkeley-to-co-lead-west-big-data-innovation-hub/


 

绘制出其连接图谱，并且阐明这些神经元如何同附近的兴奋性神经元之间进行链

接的。 

江表示，我们在多种形态分类的神经元间检测了超过 1.1万对连接，发现了

可以控制神经元间连接的三种基本准则，首先有两种神经元可以在大脑局部回路

中抑制所有类型的神经元活性，其次特性类型的抑制性神经元可以具有选择性地

进行连接并且关闭某些中间神经元，而且并不会同其它兴奋神经细胞进行沟通，

第三种原则就涉及了很多抑制性神经元，其可以优先抑制自身类型神经元的活性，

同时与兴奋性神经元进行连接。 

另一位研究者 Andreas Tolias教授表示，我们发现这些规则存在于大脑皮

层的不同皮层结构间，本文研究发现，复杂的大脑皮层连接可以被拆解成为多种

小类的连接规则，从而为理解局部大脑皮层的回路连接提供了一定思路，当然也

可以帮助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 

此外，研究者还希望可以帮助理解多种神经性疾病，比如自闭症谱系障碍及

癫痫症的发病机制，从而为开发新型动物模型或新型疗法来治疗上述疾病提供希

望和研究基础。 

 

成年小鼠新皮层的神经连接矩阵及不同神经细胞的形态差异。 



 

图片来源：Daniel Berger Xiaolong Jiang, Fabian Sinz, Xaq Pitkow, Andreas 

Tolias 

这项研究为完成人类大脑连接图谱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假设大脑中上

百亿个神经细胞可以被归类成有限的细胞类型，而且每一细胞类型都遵循固定的

连接模式，那么发现这些细胞类型及其相应的连接模式，并对它们进行归类，就

会成为理解大脑的工作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这项研究证实了神经细胞可被归类成有限的细胞类型，而且每一细胞类型都

有其固定的连接模式。研究结果也提示，研究者必须采用综合性的分类方法，

把细胞的所有特性（包括生物分子标记物，细微组织结构， 电生理特性， 连接

性）都考虑进去，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细胞分类。在未来的研究中，这些创新方

法完全可以运用到非人灵长类乃至人类身上，在完成大脑连接完整图谱的巨大工

程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Jiang, Xiaolong, et al."Principles of connectivity among 

morphologically defined cell types inadult neocortex." Science 350.6264 

(2015): aac9462. 

来源：物谷 Bioon.com 

大脑中存在协调中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发现大脑中存在 connector hubs，可以滤过

信息并为其规划流通路径，协调并整合数据流使脑网络专注于视觉和运动等特定

工作。  

原文标题：‘Connector hubs’ are the champions of brain coordination 

原文链接：http://news.berkeley.edu/2015/11/24/connector-hubs/ 

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融合认知与工程学揭示创造力的神经基础 

    休斯顿大学研究人员通过收集被试观赏艺术品展览、绘画以及舞蹈时的大脑

活动数据，使神经科学和艺术发生交集，其研究有望导向对神经活动的更深层理

解。  

http://news.berkeley.edu/2015/11/24/connector-hubs/


 

原文标题：At the intersection of neuroscience and art  

原文链接：

http://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136954&WT.mc_id=

USNSF_1  

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斯道尔研究所鉴别出大脑长期记忆背后潜在的生化机制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美国斯道尔研究所(Stowers Institute)的科学家鉴别出了一种神经元可以

通过机体短暂的经历来产生并且维持长效的记忆力的生化机制，上述研究发表在

Cell上。 

研究者 Kausik Si表示，本文研究发现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都产生于神经元

突触中，即神经元连接处，而短暂的经历—即我们记忆的来源，能够在突触连接

的力量上产生一种持久性的改变；为了使得记忆持久不会‚褪色‛，突触的连接

就必须保持强劲，此前研究人员发现，CPEB 可以作为一种维持海参突触连接力

http://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136954&WT.mc_id=USNSF_1
http://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136954&WT.mc_id=USNSF_1


 

量的关键突触蛋白，而海参是一种用于研究记忆的模式动物，随后的研究中研究

者发现 Orb2也可以作为果蝇机体中的类似 CPEB突触蛋白的关键蛋白。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表示，Orb2存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理状态下，即

以单体和低聚物状态呈现，单体 Orb2分子是一种可以结合其它分子的单一分子，

而低聚物 Orb2分子类似于 CPEB，其就好象朊病毒一样，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然

而低聚物 Orb2分子并不像朊病毒一样会引发疾病，其和 CPEB都是无毒性的。文

章中研究者阐明了，当低聚物 Orb2分子或朊病毒样的 Orb2分子激活蛋白质合成

的复杂过程时，单体 Orb2分子如何被抑制，在关键的过程中，信使 RNA分子就

可以被核糖体翻译产生氨基酸从而来合成新型的蛋白质。 

研究者指出，朊病毒样的 Orb2 分子不仅可以激活蛋白质的翻译过程，而且

还会给予附近的单体 Orb2分子以平移的状态，从而使得单体的 Orb2 分子可以被

转化形成朊病毒样 Orb2。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两种不同状态的 Orb2分子在蛋白质

翻译过程中扮演着相反的角色，而这也是科学家们首次阐明这种和突触特异性的

持久翻译及长效记忆相关的生化机制。后期研究人员还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

阐明机体长效记忆形成的潜在分子机理。 

来源：生物谷 Bioon.com 

原文链接：http://news.bioon.com/article/6675713.html 

大脑增强神经元之间连接的新机制 

以往有关突触连接的研究中，科学家大多关注突触后神经元的作用。麻省理

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发现突触前神经元同样影响连接强度，这是一种加强突触之

间连接的新机制。  

原文标题：How the brain can enhance connections  

原文链接：

http://www.rdmag.com/news/2015/11/how-brain-can-enhance-connections 

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675713.html
http://www.rdmag.com/news/2015/11/how-brain-can-enhance-connections


 

NWB 联盟宣布启用新数据格式加速脑研究数据共享 

神经科学家和投资方联手打破脑研究数据壁垒 标准化数据格式是真正实现

革命性理解大脑的先决条件。 2015年 11月 20日，由脑科学研究人员和投资方

组成的 NWB联盟（Neurodata Without Borders alliance，2014年启动）宣布

启用一种普适数据格式，此举旨在易化大脑复杂信息的自由流通与开放交流，以

便科学家能够利用这些信息加速理解大脑，研发针对脑疾患的新型诊疗技术。 这

一被命名为 Neurodata Without Borders (NWB): Neurophysiology 的新型数据

格式，允许研究人员获取并共享数据，这些数据是光神经生理学和电神经生理学

这两种脑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所产生的。有关数据格式及其对神经科学领

域潜在影响的表述在线发表于 11月 18日的 Neuron期刊上。 

NWB:Neurophysiology 数据格式有如下两个特点：首先，它对原始数据和相

关元数据进行编码，后者描述了光学记录或电生理记录脑活动时数据产生的实验

条件（如数据源于雄性或雌性动物，源于右侧还是左侧半球，记录时间，甚至在

哪篇已发表论文中有所提及）；其次，它是可扩展的，因而可被修改用于获取其

他类型神经生理数据，如影像学数据。 NWB 联盟创立初衷在于打破阻碍数据共

享的壁垒，而 NWB:Neurophysiology 数据格式正是这一为期一年的试点项目的成

果。该数据格式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的软件开发人员和理

论与实验神经科学家合作研发。  

关于 NWB:Neurophysiology 数据格式的介绍可见如下链接： Neurodata 

Without Borders: Creating a Common Data Format for Neurophysiology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896627315009198）  

原文标题：To Accelerate Pace of Discovery, Neuroscientists and Funders 

Launch Resource Aimed at Breaking Data Barriers in Brain Research  

原文链接：

http://www.kavlifoundation.org/kavli-news/accelerate-pace-discovery-n

euroscientists-and-funders-launch-resource-aimed-breaking-data#.VlwVM

vSl9vE 

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896627315009198
http://www.kavlifoundation.org/kavli-news/accelerate-pace-discovery-neuroscientists-and-funders-launch-resource-aimed-breaking-data#.VlwVMvSl9vE
http://www.kavlifoundation.org/kavli-news/accelerate-pace-discovery-neuroscientists-and-funders-launch-resource-aimed-breaking-data#.VlwVMvSl9vE
http://www.kavlifoundation.org/kavli-news/accelerate-pace-discovery-neuroscientists-and-funders-launch-resource-aimed-breaking-data#.VlwVMvSl9vE


 

蛋白成像揭示大脑详细架构 

 

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最近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ell上的一项研究论文中，来自 MIT 的科学家通

过研究开发了一种新技术，该技术可以通过对每个细胞中的蛋白进行标记成像来

对神经元进行分类，这种成像方法或为研究神经元的功能及帮助绘制人类大脑图

谱提供思路。 

研究者 Kwanghun Chung表示，利用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对人类大脑薄片

中的 22 种不同蛋白进行深入分析，目前这种技术可以按比例缩小来分析大量蛋

白及大型的组织样本，还可以帮助科学家们分析疾病如何改变大脑的功能。文章

中研究人员调查了疾病模型和正常动物大脑中的差异，同时还观察分析了大脑中

12个不同的分子，这种名为 SWITCH的新技术可以保持组织特性并且每次对不同

蛋白进行标记，同时对组织进行重复的成像。 

文章中，研究者标记了人类大脑组织小型片段中的 22种不同蛋白，这些脑

组织尺寸大约约 3 毫米×3毫米×0.1毫米，在进行了 22轮的标记后，大脑组织

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因此研究者认为这种新技术可以用于对大量蛋白进行成



 

像分析；随后研究人员检测了人类视皮质组织中的 6种蛋白的分布，并对其进行

标记，同时研究者还对连接大脑不同区域间的有髓纤维进行了成像。 

Chung表示，如果我们可以显现出这些纤维，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脑

的连接以及指导大脑线路连接的基本法则。可以进行成像的组织的尺寸会因对蛋

白标记和样本成像的时间而受到限制，而随后研究人员利用了大约 1个月时间对

分散在一立方厘米大小的组织样本中的分子进行了标记。研究者表示，成像时间

依赖于所用的显微镜类型，而本文研究中我们利用了一种薄板显微镜，其可以比

传统显微镜快 100 倍对样本进行成像，利用这种显微镜仅需要花费 2个小时就可

以对整个小鼠大脑进行成像，而传统显微镜则需要 3天时间。 

最后研究者表示，后期我们希望开发出更多新型技术来帮助进行当前的研究，

而如今我们也计划利用 SWITCH来研究人类的神经性障碍发生的机制，同时将其

它技术同本文提到的新型技术联合来共同研究并且绘制人类的大脑图谱。 

来源：生物谷 Bioon.com 

新型工具帮助科学家深入观测大脑生物电活性 

 

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近日宣告称，他们开发了一种新型工具，其或许

可以帮助深入理解生命体中神经元的活动，文章中研究人员揭示了该工具工作的

原理，而且他们认为利用该工具或对于后期研究将带来巨大帮助。该研究已发表

在 2015，Vol.360 的 Science Magazine上。 

为了更好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科学家们在理想状况下实时观看了神经元如

何发射信号以及这些电信号如何通过神经元网络来同其他神经元相互作用；本文

研究提供了一种特殊工具，科学家们就可以利用该工具来清楚地观察有机体中的

大脑活性，同时在清醒的小鼠和果蝇机体中观测神经元‚放出火花‛，而这或将

是一种新型的遗传编码电压指示器。 

本文中研究者开发的新型工具是早期神经元薄膜电压指示器的改进形式，因

为该工具非常快速，为了制造这种工具，研究人员将一种用于细胞薄膜且对电压

及其敏感的分子同可以发射荧光的蛋白相互融合，随后利用一种病毒来运输分子

至神经元；这种新型工具可以通过‚回放‛在显微镜下的神经元电活性发射来发

挥作用，研究者在文章中说道，该工具可以低于 1毫秒的情况下显现神经元的活

性，而且还可以将错误的阅读率几乎降低到 0。 

最后研究者指出，新型研究工具的开发将帮助研究人员在活体动物中观察大

脑的活性变化，从而为揭秘并且实时观察神经元特性及活性变化提供一定的思路

和依据。 

来源：生物谷 Bioon.com 

原文题名：High-speed recording of neural spikes in awake mice and flies 

with a fluorescent voltage sensor 

参考文献：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50/6266/1361.abstract 

美国脑科学专家：攻克大脑 

尽管经过了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脑科学家们对大脑的运作方式还是所知甚

少，这中间所缺失的一环，就是神经元活动和特定行为之间的关系。 

当下的技术瓶颈 

当前大脑研究的最大局限在于，科学家只能检测少量神经元的活动情况，无

法对大量神经元进行检测，这样就无法从整体上研究大脑的运行机制。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50/6266/1361.abstract


 

要记录大脑回路中的电信号传递，需要全新的、远超目前水平的记录技术。

目前的精细记录方法是把针样电极插入实验动物的大脑，从而记录单个神经元的

电活动。只记录一个神经元，就好比想要知道一部高清电影的情节，却只关注一

个像素，这是不可能看懂‚电影‛的。而且这种记录是侵入式的，电极插入大脑

时，也会损害脑组织。 

而监测大脑神经元整体活动的方法同样存在缺陷。20世纪 20年代，汉斯·伯

格（Hans Berger）发明了脑电图（EEG）技术，电极贴在脑袋上面，就可以记录

大脑中 10万多个神经元的集体电活动。EEG 可以记录几毫秒内脑电波的起伏震

荡，但无法监测单个神经元的活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以非侵入的

方式记录整个大脑的活动，但记录过程缓慢，分辨率也很低。还有，fMRI并不

能直接追踪神经活动，而只能通过监测血流变化来间接表示神经活动。 

要通过神经元活动来反映大脑活动的‚突显特性‛，研究人员需要新的探测

设备，同时记录上千神经元的活动。通过使用新型材料，纳米技术可以记录单个

分子的活动，这也许可以用于大规模记录。 

科学家已经制造出了这类设备的原型产品，在一片硅基材料上安置了 10万

个以上的电极，可以记录视网膜上数万个神经元的电活动。把这样的电极硅片‚堆

积‛起来，制成三维结构，缩小体积，延长长度之后，也许就能深入到大脑的最

外层——大脑皮层中。使用这种设备，就有可能同时记录数万个神经元的活动，

并且可以分辨出每一个神经元的活动特性。 

电极记录只是追踪神经元活动的方法之一。近年来，科学家还发明了很多其

他方法。生物学家开始借用物理学、化学和遗传学领域的新技术，观察清醒动物

的神经元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活动的，如利用钙离子流进细胞内时神经元发出荧

光的钙离子成像，以及电压成像等方法。 

电压成像技术将染料置入神经元中，当接收到电信号，神经元细胞膜上的电

压发生变化时，细胞内的染料就会发出荧光，被检测设备记录下来。 

操控神经元 

要弄清楚大脑的那张巨大神经网络中发生了什么，只是给大脑‚照相‛可不

够。科学家必须能随意操控某些神经元的活动，比如让它们放电或静息，这样才

能弄清楚这些神经元的作用是什么。光遗传学是近年来神经科学领域常用的一种



 

技术，科学家会从细菌和藻类中寻找对光线敏感的蛋白，然后把编码这些蛋白的

基因插入动物的基因组，让动物们合成光敏蛋白。当科学家通过光纤，用某种波

长的光线照射光敏蛋白时，这些蛋白就会使神经元放电，或者静息。 

这种技术对基因工程手段的依赖，意味着在短期内还很难在人体上进行测试，

更别说用于治疗疾病。更有可行性的一个替代方案是，将神经递质（传递神经信

号的化学物质）和一种名为‚笼子‛的光敏化合物接合起来。在光照条件下，笼

子会解体，释放出有活性的神经递质。最近，科学家正用类似的‚光化合物‛方

法，研究特定神经回路的功能。如果继续优化该技术，也许将来可以用于治疗某

些神经或精神疾病。 

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日益成熟，研究者需要改进处理和共享海量数据的方法。

对小鼠大脑皮层的所有神经元活动进行成像，一个小时就能产生 300TB 的压缩数

据。不过，这绝不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同天文台、基因组研究中心以及粒子加速

器一样，先进的研究设备可以获取、整合和分析这些海量的数据。 

分析来自大脑的海量数据不仅能让数据变得井井有条，也会给新理论的出现

奠定基础：看似杂乱无章的神经元活动，是如何形成认知，完成学习与形成记忆

的。不仅如此，这项工作还可以验证一些此前未经验证的理论，并且推翻一些错

误的理论。 

深入了解神经回路还将改善大脑疾病的诊断，比如阿尔茨海默病和自闭症，

也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些疾病的成因。医生将不只靠外在症状来诊断和治疗

这些疾病，还可以检测与这些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在电活动上的变化，进而对神

经回路进行矫正。 

尽管雄心勃勃的‚脑计划‛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不能忘记初衷——

开发和构建新工具。我们有着足够的热情去开发新技术，以便记录、调控和解码

大脑的电活动模式，弄懂大脑的‚语言‛。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新技术，神经科

学将一直处于瓶颈状态，无法检测种种行为背后的大脑‚突显特性‛。只要我们

能理解和运用大脑的‚语言‛——电脉冲，就能弄清楚，自然界中最复杂的‚机

器‛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撰文：拉斐尔·尤斯蒂（Rafael Yuste） 乔治·M·邱奇（George M. Church）

本文作者拉斐尔·尤斯蒂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教授、科维



 

理基金会下属的脑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最近，他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院长先锋奖（NIH Director's Pioneer Award）。乔治·M·邱奇是哈佛大学

遗传学教授、PersonalGenomes.org 网站的创始人。翻译：冯泽君） 

来源： 《环球科学》杂志 

梯瓦联手 UCL 开发新型脑成像技术 

以色列的梯瓦制药在 2015年可谓是动作频频。公司不久前宣布与英国飞利

浦公司合作在以色列设立了一个新的医药技术孵化中心。最近梯瓦又将目光放在

新型脑成像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公司最近宣布将和伦敦大学学院合作开发脑成

像技术以寻找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生物标记物的研究上。 

研究人员据此将展开为期两年的先行纵向实验，招募 20名阿尔兹海默症患

者并利用 PET成像来检测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小胶质细胞。这种细胞被认为在

大脑炎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研究人员相信通过观察这种细胞的活动以及细

胞变化可以帮助科学家创造更好的诊断方法以及寻找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新的

治疗靶点。 

梯瓦 CSO Dr. Michael Hayden 在声明中表示，小胶质细胞激活研究将开辟

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未来有望改变对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方法。

此次研究的合作方包括梯瓦、UCL以及成像公司 Imanova。梯瓦表示此次的三方

合作将开辟医疗技术合作新范式。 

而梯瓦公司在医疗技术合作领域可谓驾轻就熟。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和飞利浦

共同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Sanara Ventures，并计划于未来 8年内投资 2570

万美元用于支持新型医疗健康公司的发展。目前公司已经先后投资了数家新型公

司，其中包括了开发导管插入术中 X射线防护的 Kaleidoscope Medical 公司以

及开发检测慢性阻塞性肺炎患者肺功能便携设备的 MGD。 

来源：生物谷 Bioon.com 

原文链接： 

Teva teams up with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for brain imaging study 

http://www.fiercemedicaldevices.com/story/teva-teams-university-college-london-brain-imaging-study/2015-11-19


 

清华大学无创脑机接口信息传输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是在人脑与外部设备之间

建立的一个直接通讯渠道。此项技术在神经康复、认知计算、人机交互及人机混

合智能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BCI作为一个新的通讯渠道，其通讯速率（即

每秒钟获取从大脑发出信息的比特数）是各国研究人员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以往

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各种范式（包括采用植入电极的有创方法和采用头皮电极的

无创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通信速率都不超过每秒钟 2.5比特。 

清华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高小榕、高上凯教授研究组与中科院半导体所等单

位共同合作，将 BCI 通信速率提高到平均每秒钟 4.5比特（最佳受试者可以达到

每秒钟 5.32比特）。该领域专家认为这是近年来在 BCI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进展。 

该成果以‚High-speed spelling with a noninvasive brain–computer 

interface‛（《基于无创脑－机接口的高速拼写》）为题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发

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90820304、91120007、

61431007、59937160、30630022）的持续支持。 

来源：生物谷 Bioon.com 

参考文献：http://www.pnas.org/content/112/44/E6058 

清华研发出首个人工神经突触 

清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近日在美国化学学会的《纳

米快报》上发表论文称，他们研发出首个可模拟人类大脑神经突触可塑性的人工

神经突触。 

清华大学的科研人员用氧化铝和经过扭曲的双层石墨烯研制出了人工神经

突触。通过向这个人工系统施加不同的电压，科研人员发现他们可以控制神经元

的反应强度。该团队表示，他们研制的新型动态系统有助于研发具有学习和自我

修复能力的人工智能电子产品。（刘园园） 

来源：科技日报  

http://www.pnas.org/content/112/44/E6058


 

机器人 

宁波一公司 1560 万拍下神经康复机器人 

2015 年 12 月 10 日浙江省秋季科技成果竞价（拍卖）会在杭州举行。113

项科技成果总起拍价 1.8212亿元，成交价 2.5123亿元，溢价达 38%。 

其中，宁波一家科技公司经过 9 轮竞价，以 1560 万元，拿下起拍价 1000

万元的‚神经康复机器人‛项目。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工作人员彭林说，‚这是一种摇杆式上肢康复

机器人，主要面向脑损伤引起的肢体瘫痪和术后上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包括常

见的脑瘫、脑肿瘤、脑中风等。‛此机器人能根据患者的动作方向分析大脑神经

发出的指令。为了使康复不显得无聊，这款机器人还采用 VR 技术，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虚拟现实技术。像一款‚摘桔子‛的康复任务，患者面前将出现多根树枝，

桔子会不断变化方位，让患者操作万向摇杆，练习摘取桔子。 

有数据显示，中国约有 600 万中风患者，且有年轻化趋势。像酗酒、吸烟、

夜生活过度、高脂肪饮食等因素都有可能诱发。中风患者的传统治疗，需要聘请

专业技师或者由家人配合协作。 

竞得该项目的宁波瑞泽西医疗科技公司负责人表示，机器人最快将在 3-5

年内量产上市。（记者 潘杰 通讯员 费必胜） 

来源：宁波新闻 

人工智能 

NTT 发布时间序列深度学习技术以高精度识别人体动作  

NTT 通信公司宣布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时间序列深度学习，即分析

时间序列视频数据以高精度识别人类的特定动作。目前，NTT已验证了时间序列

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对网络摄像机所摄制的具体动作进行分析，比如下蹲、不安的

行为或移动的物体，特定动作的识别准确率超过 80%。该技术可能的应用包括：

检测特定动作及行为以预防犯罪或工厂事故、了解购买行为、分析运动性能等。



 

现有技术主要采用静态图像来分析二维数据，而时间序列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增加

时间维度，可基于三维数据从而更准确检测动作。此外，通过传感器记录不同时

间的温度或电压，该技术也可用于分析 IoT 数据。 

原文链接： 

http://www.ntt.com/aboutus_e/news/data/20151007_3.html 

原文题名： 

NTT Com's New AI Technology Identifies Specific Human Motions with High 

Accuracy 

百度取得汉语语音识别技术重大突破 

不久前，百度研发出了基于多层单向 LSTM 的汉语声韵母整体建模技术，并

成功把连接时序分类（CTC）训练技术嵌入到传统的语音识别建模框架中，再结

合语音识别领域的决策树聚类、跨词解码和区分度训练等技术，能够使机器的语

音识别相对错误率比现有技术降低 15%以上，使汉语安静环境普通话语音识别的

准确率接近 97%，进一步接近人的识别能力。 

据了解，这一技术创新是‚打造基于多层单向 LSTM 的汉语声韵母整体建模

技术‛、‚引入 CTC技术‛、‚与语音识别领域的传统技术相结合‛三大方面共同作

用的结晶，是一项框架性的创新。 

百度语音识别部门负责人贾磊说，‚我们详细地研究和分析了汉语状态建模、

声韵母整体半音节建模、音节整体建模等多种汉语建模单元，并深入探索了不同

建模单元的 CTC训练的价值和作用。‛‚这一创新不仅对学科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而且还可以直接应用在产品上，助推语音识别技术大规模产业化进程。‛  

相比双向 LSTM，单向 LSTM的好处十分明显。‚单向比双向更适于产品系统。

因为用双向 LSTM 技术建立的模型，需要使用语音的未来一段时间的数据，这就

造成了解码器的额外等待，会给语音识别造成延时；而单向则不需要，解码过程

和数据达到同步进行，识别速度更快。‛贾磊介绍，‚虽然单向 LSTM 在做建模单

元的整体建模上有诸多好处，但一直以来，因其存在解码路径右边信息的不完整

性，导致识别效果较低，始终超不过传统的三状态建模。‛ 

实际上，LSTM 与 CTC技术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 10多年来，LSTM 与 CTC

http://www.ntt.com/aboutus_e/news/data/20151007_3.html


 

的结合一直没有在语音工业领域成功应用。 

 ‚LSTM 和 CTC建模技术结合，其核心难度之一就在于海量数据下的深度学习

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这两项技术的计算量比传统深度学习的计算量大一个数量

级。直接按照数学公式去实现上述算法，LSTM 和 CTC 训练就需要采用单帧递推

模式，这样的训练速度在工业条件下的将近 1万小时训练数据下，几乎是不可能

实现的。‛贾磊解释说。 

为此，百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算法革新，并利用百度大数据平台计算优势，成

功地攻克了这一学术训练难题，打破十年来的技术困局。 

据了解，对比谷歌 2015年 9月份于 Interspeech 发表的在英文领域的类似

研究成果，百度的训练数据是谷歌的 4~5倍，模型训练参数规模是谷歌的 10~20

倍。而该技术成功突破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训练能力的极大提升，大模型大数据

下的难度要比实验室小数据、小模型的情况下难很多。百度研发出的全新训练算

法，更接近工业大数据的产品实践，是可以推广到 10万小时训练的全新技术。 

仅凭上述深度学习技术的创新，要想推动汉语识别技术的产品重大突破是远

远不够的。深度学习技术必须和行业专业理论结合才能以质变的方式提升工业产

品技术。 

 ‚过去，有很多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语音识别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

在解决产品上线的计算量和用户等待时间方面总是差强人意。‛贾磊指出，百度

根据自己在语音产品实践中的长期积累和经验，经过大量实验详细的比较，在尝

试了音节、声韵母和状态等不同长度的建模单元之后，最后探索出最适合汉语的

声韵母整体建模。最终，把上述成果一起应用到语音识别的传统技术框架中，结

合决策树聚类、跨词解码技术和区分度训练等一系列传统技术，实现了汉语语音

识别工业产品技术的实质性提升。 

更深刻的变革正在来临 

在解决工业难题的同时，百度还最先对工业情况下的 CTC技术在语音产品中

发挥巨大作用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探索。相关理论的探索和发现，对于 CTC技术进

一步在语音识别中的创新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据悉，百度产品团队还探索了语音识别中 CTC训练后的模型具有超快的解码

速度的本质原因，并向业界公开其相应的解码器加速策略。 



 

如今，百度已经开始使用上万小时的样本进行模型训练。不难预测，不久，

语音识别技术发展将很快进入 10 万小时数据样本训练阶段，只有这样，才能覆

盖千差万别的用户口音差异。再考虑环境变化的影响，未来训练语料量可能会突

破 100万小时。 

在贾磊看来，随着训练数据量的迅速增加，如何实现大规模 LSTM 建模和 CTC

的有效训练，会成为一个核心的技术难题。除此之外,CTC 建模技术进一步降低

了语音识别应用的解码成本，随着适合深度模型计算的专业硬件的大量涌现，语

音识别云服务的成本将大量降低，从而推动语音交互技术的更大范围的普及。（记

者 郑金武） 

来源：《中国科学报》 

头部追踪器帮人处理多重任务 

如果你的手机正在嗡嗡响，是否会分散你阅读这篇文章的注意力？当然会，

因为在不同任务之间切换需要心智能量。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Julien Epps想帮助人们处理这种分心。 

Epps 正在打造一种追踪人类运动以了解人们正在从事哪项任务、它的难度

以及何时切换到其他事情上的可穿戴系统。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控制需要处理多

重任务的生活。 

Epps 团队研发了一种固定在棒球帽上、仅从头部移动便能计算出任务强度

以及一个人何时切换到其他任务上的设备。20 名大学生在解决不同难度的算术

题时尝试了这种棒球帽。传感器能分辨出他们的任务难度，准确率达 70%～80%。

在解决简单的算术题时，人们移动脑袋的次数更多，反之亦然。随着学生运动模

式的转换，这顶帽子在决定他们何时转移到新问题上的准确率超过 90%。 

很多可穿戴设备通过测定全身运动计算步数，或者追踪皮肤电传导性等指标

评估压力。不过，几乎没有人尝试 Epps的方法。‚在利用头部运动方面，我看到

了巨大的潜力。‛来自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 Sinziana Mazilu 表示。 

他介绍说，如果你正在进行头脑风暴，该设备会将你的手机调成静音或者只

传送紧急通知。它还能告诉你何时需要休息，并且当工人们的任务变得极为苛刻

时，通过提供提示音或其他线索引发他们的额外关注，从而让危险的工作变得更



 

加安全。（记者 徐徐） 

来源：《中国科学报》 

其他 

3D 绘图和 3D 建模市场 2020 年市值将达 169.9 亿美元  

MarketsandMarkets 近日新发布的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 3D绘图和 3D

建模市场市值将从 2015 年的 19 亿美元增长到 169.9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55.0%。3D 绘图技术是市场上打造 3D 环境最快的方式之一。3D 建模是基于专用

软件通过计算机模拟显示对象 3D 表面的过程。从 3D 对象创建 3D 模型实质上是

数据点的集成，该集成可以通过带有智能数据模型与工具的三维扫描仪实现，可

用于智能城市及地形建模、三维设计和基于模型的基础设施规划和管理建模数据

收集等。致力于该领域的主要企业包括：谷歌（美国）、苹果（美国）、萨博公司

（瑞典）和欧特克（Autodesk）有限公司（美国）。 

原文链接： 

http://www.marketsandmarkets.com/PressReleases/3d-mapping.asp 

原文题名： 

3D Mapping and 3D Modeling Market worth 16.99 Billion USD by 2020 

 

 

 

 

 

 

 

 

 

 

注：部分内容摘自中科院战略研究信息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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