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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工程 

哈佛获 IARPA 资助研究大脑何以如此善于学习 

据哈佛大学 1 月 21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批准向该校的约翰保尔森工

程与应用科学学院（John A. Pauls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SEAS）、脑科学中心（Center for Brain Science，CBS)和分子与细

胞生物学系（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三个部门拨款

超过 2800 万美元，旨在通过推动神经科学前沿来发展先进机器学习算法。  

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IARPA）表示，当前情报机构已经淹没在海量数据中，远远超过合理

时间范围内他们能够分析的数量级。IARPA 已经资助了大量的研究计划试图解决

这一情报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人类天然善于识别模式，不会因大量新信息涌入而

自乱阵脚。然而机器的模式识别与学习能力，即使与最简单的哺乳动物大脑相比，

仍然相当落后。 IARPA 将其面临的挑战表述为：知晓大脑为何如此善于学习，

基于该信息设计计算机系统使得后者可以像人类一样对信息进行解释、分析与学

习。为实现这一目标，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将在前所未有的细节尺度上记录视觉皮

层神经元活动并描绘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对数据进行反向工程

（reverse-engineer）操作以获得有关学习的更优化的计算机算法。最终获得的

计算机体系将被设计用来检测网络入侵（network invasion），解读 MRI影像，

驾驶机动车等。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表示，该计划可媲美人类登月，难度堪比人类基因组工程。 

该计划将被分解为多个部分。第一部分工作由 Cox’s lab负责，该团队将训练

大鼠在电脑屏幕上对各种目标进行视觉识别，利用与洛克菲勒大学合作研发的新

一代激光显微镜记录大鼠在学习状态下视觉神经元的活动，以获知大脑活动的变

化规律。随后取出约一立方毫米的大脑送到 Lichtman’s lab，经过超薄切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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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第一台多波束扫描电子显微镜下成像。一旦研究人员获知在不同维度上

视觉皮层神经元彼此关联的方式后，下一步就是研究大脑如何基于这些连接规律

快速加工信息，并推测新刺激的反应模式。最后，研究人员将基于这些脑连接数

据针对学习和模式识别来构建计算机算法。可以预见，在模式识别和基于有限数

据输入进行推理方面，这些生物启发计算机算法将超越当前计算机体系。在其他

领域，这些研究有望提高计算机视觉系统的性能，帮助机器人在新环境中观察与

定位。  

此外，哈佛大学威斯仿生工程研究所（Wyss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ly 

Inspired Engineering）在 1月 28日宣布成立跨机构联盟，将空前“高保真”

地（unprecedented fidelity）描绘大脑神经环路。该联盟已经以合同的形式从

IARPA获得约 2100 万美元拨款，其研究目标为探索大脑学习规则和突触“环路

设计”（circuit design），进而促进对神经衍生机器学习算法的改进。（编译：

王玮） 

原文标题：$28M challenge to figure out why brains are so good at learning， 

Wyss Institute will lead IARPA-funded brain mapping consortium  

原文链接： 

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6/01/28m-challenge-figure-ou

t-why-brains-are-so-good-at-learning/  

http://www.iarpa.gov/index.php/newsroom/iarpa-in-the-news/2016/686-wy

ss-institute-will-lead-iarpa-funded-brain-mapping-consortium  

来源：心理所 

科学家 3D 打印人类大脑 欲揭晓褶皱形成之谜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目前，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家通过 3D 打印一个凝胶

大脑，并观察它的“生长过程”，发现了人类大脑皮层如何产生褶皱。他们指出，

人类大脑发育过程中，神经细胞的数量、大小、形状以及位置变化会导致灰质扩

张，从而使皮层在压力下出现“机械不稳定”，最终形成褶皱。 

  这项最新发现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自然物理学杂志》上，将揭晓困扰科学家

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6/01/28m-challenge-figure-out-why-brains-are-so-good-at-learning/
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6/01/28m-challenge-figure-out-why-brains-are-so-good-at-learning/
http://www.iarpa.gov/index.php/newsroom/iarpa-in-the-news/2016/686-wyss-institute-will-lead-iarpa-funded-brain-mapping-consortium
http://www.iarpa.gov/index.php/newsroom/iarpa-in-the-news/2016/686-wyss-institute-will-lead-iarpa-funded-brain-mapping-consortium


4 
 

多年的人脑灰质结构之谜，同时，有助于治疗与大脑皮层褶皱不足或者过度褶皱

相关的某些疾病。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埃伦-库尔(Ellen Kuhl)称，他们提供了差别生长理论的

第一实验证据，演示了物理作用力并不仅是生物化学过程，这在神经发育过程中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项发现对于临床诊断和治疗十分重要，有助于预防多种

神经系统疾病。 

  许多研究人员试着分辨这些细胞或者生物化学过程的工作原理，但是哈佛大

学物理学家拉罕米拉亚那-马哈德万(Lakshminarayanan Mahadevan)决定研究大

脑褶皱结构的物理原理，并设计了一个大脑数学模型。（悠悠/编译） 

来源：腾讯 

大脑存储容量有多大？ 

   美国《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报道称，科学家在发现小鼠大脑中的神经元包

含至少 26 个不同类型，而不是 3 类突触后，提高了他们的估值。此项研究意味

着每个突触拥有储存信息的更多潜力。将此项发现升级到人类大脑的规模，使研

究人员得出了 1拍字节的最新估值。他们在 elife杂志上报告了这一成果。 

美国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科学家近日对人类大脑突触的存储容量进行测量

发现，平均一个突触能够存储大约 4.7比特的信息数据。这就意味着人类大脑的

信息存储容量至少为 1帕字节，相当于大约两千万个四抽档案柜所能够存放的文

字信息，或者相当于 13.3 年时长的高清电视录像。这一容量比此前想象认为的

人类大脑信息存储容量要大 10倍。 

来源：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 

大脑信息如何交流？脑电波能弱电场形式传递 

北京时间 2月 3日消息，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的研究者可能发现了大脑中信息

交流的新方式。在有关脑电波与记忆和癫痫之间联系的研究中，他们的发现或许

能提供新的切入点，为更好地理解健康生理学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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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记录了一些速度相当慢的神经元放电，比已知大脑中神经元信号传播

机制都不相同。科学家称，唯一的解释是，这种脑电波能以一种较为温和的电场

进行传递。计算机模拟和体外检测支持了他们的理论。 

 “一些科学家已经对这种现象研究了数十年，但没有人发现过这些联系，”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神经工程中心主管史蒂文·J·希夫(Steven J. Schiff)说，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这些可被探测到的电场或许能用来调节病理学活动，比

如昏迷；也可以与认知的节律进行相互作用，从而帮助调节大脑中的多种过程。”

希夫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已经有研究者想到，大脑内生的电场可能太过微弱，无法进行脑电波的传

递，”研究作者之一多米尼克·杜兰德(Dominique Durand)说：“但从实际结果看，

大脑可能利用这些电场进行交流，而不必借助突触传递、间隙连接或扩散。”这

项研究的内容发表在近期的《神经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上。 

计算机模拟以及实验室中对小鼠海马体(大脑中央与记忆和空间定位相关的

区域)的检测表明，这些电场开始于单个细胞或细胞群。尽管只具有低振幅，但

这些电场已经足够刺激邻近的细胞活动起来，从而再刺激与之邻近的细胞活动起

来，如此这般，脑电波便能以大约每秒 0.1 米的速率进行传递。 

通过对小鼠大脑海马体中内生电场的阻断，以及在计算机模拟和体外实验中

增加神经细胞之间的距离，研究者获得了脑电波利用电场传递的速率。研究者称，

这些结果证实了脑电波的波传机制，因为其活动与电场活动是一致的。 

睡眠脑电波和θ脑电波——二者与睡眠期间记忆的形成有关——以及癫痫

症脑电波都以大约 1米每秒的速率传递。科学家希望了解新发现的电场在正常人

和癫痫症患者大脑中是否发挥着某种作用。如果真的如此，他们希望能确定这些

电场所携带的信息。与此同时，杜兰德的实验室也在研究这些内生电场的确切来

源。（作者：Dominique Durand；编译：任天） 

来源：新浪科技 

原始来源：T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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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 将完善脑机交互技术 电脑可与人类大脑神经元精确

相连 

美国国防部计划研发一种脑机交互技术，这种技术可使其士兵变成与电脑直

接连接的“半机械人”。 

 

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1 月 19 日在其官网称，正在开展一

个叫做“神经工程系统设计”（NESD）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可植入

人体的神经接口，能够使人类大脑直接与电脑连接。这种神经接口将扮演“翻译

官”的角色，可以在大脑神经元的电化学语言与电子信息技术语言——0 和 1—

—之间进行转化。DARPA 透露，这种可实现生物兼容的神经接口将有 1立方厘米

那么大。 

DARPA 表示，实现这个“高大上”的目标需要在神经科学、合成生物学、低

功耗电子、光子学、医疗器械制造等多个领域实现共同突破。 

据英国《卫报》报道，DARPA所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都以军事应用为最终目

的。不过脑机交互技术目前在先进民事应用领域也大有用武之地，包括机械假肢、

视力等知觉恢复以及疾病控制等等。 

NESD项目是 2013年奥巴马发起的“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BRAIN，

简称“脑计划”）的一部分。“脑计划”预计投入数亿美元，其目标是探索人类大

脑工作机制，绘制出完整的人脑活动图，并最终找到应对大脑疾病的治疗方法。

（记者：刘园园） 

来源：千龙网 

美科研团队研发“迷你大脑”或可取代医用小白鼠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团队近日用人体干细胞研发出“迷你大脑”，“迷

你大脑”内含构成神经的“神经元”，还可一次制造数百个，有望取代药物测试

中白老鼠等动物的角色，这不单可解决人道问题，还可取得更好的测试结果。研

究人员已设立公司，希望最快在 2016年秋制成首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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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研究人员在 2月12日提交给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论文称，“迷你大脑”

用采自皮肤的“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iPSC)制成，只有苍蝇眼球大小，透过一

般神经网络发出电力脉冲以互相沟通，与人类思考时电气化学活动特征相同。 

毒理学教授哈通强调，“迷你大脑”没有电力输入或输出，“神经元”可自行

沟通，并形容它是“思维的原始状态”。哈通还表示，过往药物测试中，95%在动

物身上有效的药，到人类身上均变得无效，虽然“迷你大脑”不能百分百代替人

体，但已比动物好得多。 

来源：环球网  

York Instruments 将公布全新神经学医疗设备的开发情况 

York Instruments Ltd.于 2月 11日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的 American 

Clinical MEG Society（简称“ACMEGS”）（美国临床脑磁图协会）2016年度大

会上公布全新脑磁图医疗设备的开发情况。 

 

York Instruments 首席技术官 Gary Green（博士）表示：“我们很高兴向全

球脑磁图社区展示我们认为得到良好改善的全新创新型脑磁图平台。York的全

新脑磁图平台是我们承诺为临床与研究神经学社区提供最佳脑磁图技术的成果，

并且正因如此，我们携手业内的领先机构来共同开发同类最佳的脑磁图设备。” 

脑磁图是一种无创多模态成像设备，在将脑内神经网络绘制成图方面具有卓

越的效果。从临床而言，它可用于癫痫手术，以及肿瘤定位等方面。从研究而言，

脑磁图可用于自闭症、轻中度创伤性脑损伤(TBI)、神经精神疾病，以及大脑功

能性障碍。 

附：York Instruments Ltd.简介，York Instruments 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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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专门从事磁性测量及其在医疗方面的应用。依托最新技术和方法，York专

注于为监控由生物生成的磁场提高其敏感性和准确性，从而可以及早诊断各种神

经学疾病与症状并提升诊断能力。(生物谷 Bioon.com) 

来源：美通社  

Cell & Neuron：解析机体移动奥秘或可治疗帕金森疾病 

近日，刊登于国际杂志 Cell和 Neuron 上的两篇研究论文中，来自格莱斯顿

研究所（Gladstone Institutes）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了控制步行的特殊神

经回路，同时他们还发现，这种回路的输入在帕金森疾病患者中是被打断的。 

步行是帕金森患者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而帕金森疾病通常是由一种名为多

巴胺的重要神经化学物质的缺失引发，多巴胺位于基底神经节中，然而基底神经

节是大脑中参与基本行为，比如运动、学习、反馈等行为的大脑区域。 

刊登在 Neuron 的研究论文中，研究者 Anatol Kreitzer及其同事发现，多

巴胺的剔除会引发基底神经节和丘脑区域之间出现错误的交流，而这种错误交流

的结果将最终引发丘脑通路输入的缺失，进而干扰机体运动；而阻断两个区域间

的连接就可以逆转停止和行走之间的失衡，帮助恢复帕金森小鼠模型的机体正常

行为。 

发表在 Cell上的研究报告中，研究者则发现，来自于基底神经节的停和走

的通路可以通过调节脑干中连接大脑与脊髓间的一系列神经细胞来帮助控制记

忆移动，而且机体行走通路还可以选择性地激活大脑中一系列神经元，从而释放

多巴胺，而这些神经元同时还负责机体移动。随后研究者人员利用光遗传学来激

活或抑制大脑中选择性的细胞，从而刺激小鼠机体中停止和行走通路，与此同时

研究者还记录下了小鼠脑干中的神经性回路，他们发现，机体中行走通路可以选

择性地激活多巴胺神经元的表达，促进小鼠运动，而停止通路则会抑制这些多巴

胺神经元使得小鼠停止运动。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首次阐明了机体中行走和停止通路如何调节机体移动，

同时研究者还揭示了来自基底神经节和控制运动的脑干之间的一种精确的连接

关系。为后期开发新型疗法来靶向帮助治疗帕金森疾病提供了一定思路。 



9 
 

参考文献：

http://www.cell.com/neuron/abstract/S0896-6273(15)01166-6?_returnURL=

http%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89662731501

1666%3Fshowall%3Dtrue 

来源：生物谷 Bioon.com 

卡内基梅隆大学发现大脑学习中的错误可为人机学习机制

提供帮助 

脑机接口就是那些可以让主体控制那些使用主体思想的外部设备的设备。通

过使用这些接口，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组的研究人员发现，大脑会因为其关于世

界的概念并不总是世界如何工作的准确描述而做出错误。 

项目主要集中在使用脑机接口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越来

越能适应其环境的有机体。这种类型的学习，是非陈述性的，这意味着它不能用

言语来表达。非叙述性信息可以是技能或某些运动能力。与之作为对比的是，陈

述性记忆由事实和信息组成。非叙述性记忆很容易被理解为“知道如何”，其中

陈述性记忆是“明知”。 

该项目内容包括观看主体作出的动作，尤其是他们的失误。这些运动中需要

主体的脑部发出运动指令，从而产生一种驱动光标的神经活动的模式。主体的大

脑，在这种方式下，可以学习如何执行这些任务，以及如何准确地执行它们。这

样的话，学习活动也可以被定义为，越来越能够不犯错误地执行任务。 

研究人员发现，观察到的神经活动的模式与主题对于脑机接口的工作主题的

期望相匹配。为了得到结果，他们运用了马特·戈卢布的技术，马特·戈卢布是

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的博士后，他的论文中阐述了这项技术。“我们能够推测，

这些神经活动模式适合驱动主体思考脑机接口是什么，”史蒂夫大通，生物医学

工程系和神经基础认知中心的助理教授说。 “这表明，脑机接口的限制因素之

一是学习本身。为使设备更好地工作，我们应该记录更多的神经，还是说有一些

学习方面的未知部分需要我们解决？“ 

http://www.cell.com/neuron/abstract/S0896-6273(15)01166-6?_returnURL=http%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896627315011666%3Fshowall%3Dtrue
http://www.cell.com/neuron/abstract/S0896-6273(15)01166-6?_returnURL=http%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896627315011666%3Fshowall%3Dtrue
http://www.cell.com/neuron/abstract/S0896-6273(15)01166-6?_returnURL=http%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896627315011666%3Fshowall%3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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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的脑机接口的工作机制是，使朝到一个特定的方向的神经元产生联系。

记录神经活动时，可以观察到神经元往往被“定向调谐”，如果主体有意朝一个

方向“走”，朝一个方向的神经元就越多，反之越少。 

观察到一个动作电位（即通过神经传递，以促进通信的电脉冲）朝向特定方

向，并将绘制动作电位作为一种定位神经元朝向的方向功能，人们由此可以观察

到平滑的曲线。该曲线的峰值，是神经元更倾向的方向的首选。 

这些设备是为了找出这些曲线的峰值，用于理解当一个特定的神经元工作时，

光标总要朝那个方向移动。主体从神经元的行为得到视觉反馈，可以得到更好地

控制光标。虽然不同主体有某些广泛的相似性，但特定的活动模式和神经元之间

的关系在受试者之间有显著不同。事实上，没有办法将神经元从一个主体关联到

另一个主体。 

建立脑机接口的第一步，是找到神经活动和光标移动之间的关系，然后创建

各种各样的“映射”以及将其连接到该设备。根据从实验接收的数据，该团队得

到结论，受试者会曲解接口的工作，而且“期望”它以一定的方式的工作。 

他们的内部模型会对他们的学习过程产生影响，因为他们继续随着时间的推

移会少犯错误。该项目可以有无数的应用，就像人类从错误中学习一样，我们也

许很快就能观察到机器人也会这样做。 

不必有一个想要履行义务的机器人，也不必去认识它是否会表现良好，我们

可能会很快看到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学习，以便更好地执行任务的机器人。“通过

了解如何提高脑机界面，我们可以立即将此应用于远程手术，”蔡斯说。一个训

练有素的外科医生想要在远程位置操作，必须有很好的这个装置的模型来练习手

术演习。 

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内部模型和机器反应之间的不匹配，来训练外科医生执行

该操作。 

 “该研究团队和我]要理解所提供的训练和发展精确的内部模型的速度之间的

关系”蔡斯说。（作者：Naviya Singla；编译：闫盖）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 

原文题名：Brain’s mistakes provide insight for human &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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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http://thetartan.org/2016/2/15/scitech/mistakes 

DeepMind CEO：创造比人类大脑更强力的软件 

The Guardian 来源：新智元 

DeepMind 的最新人工智能算法，AlphaGo，已经在去年秋天的一场秘密赛事

中以 5比 0的成绩完胜蝉联三届欧洲围棋冠军的樊麾，并且将在之后的 3月于世

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对战。AlphaGo的出现“让过去几年间机器学习领域的进展一

下子变得引人注目起来”。目前，科学界正在研究一项新的技术-人工通用智能

(AGI)。超级智能的机器将会与人类专家共同协作，差不多能解决任何问题。 

2015 年 2 月，全球顶尖的科学杂志《自然》在封面上刊登了像素游戏“太

空侵略者”的图片，配以“自我学习的 AI 软件”已经获得了“人类级别的视频

游戏表现”的概述。这篇来自 DeepMind 的论文描述了第一个成功的通用“端到

端”学习系统，其中他们的人工代理(agent)——图像处理单元上一个被称作

Deep-Q 网络的算法——学会了如何处理屏幕上的一个输入，理解这个输入的意

义，然后做出决策来达到希望的结果(在这个例子里，就是成为精通许多经典雅

达利 2600 游戏(包括太空侵略者、拳击、和 Pong)的超人)。 

随后，在上个月，DeepMind 第二次登上了《自然》杂志封面。这次，它选

择了围棋，围棋的分支因子非常庞大，它可能的行动步数超过了宇宙中的原子数

量，并且，与象棋不同，它不能通过暴力计算来破解。它非常棘手，也不可能为

它写出一个评估函数(通过一组规则来告诉你谁在某个位置的输赢以及输多少赢

多少)。取而代之的是，围棋需要旗手具备某种类似“直觉”的东西：当被问起

为何做出某个落子的决定时，专业旗手们往往说出类似这样的话：“这样做感觉

比较对。”很显然，计算机一直以来在做这种判断方面都不太在行。大部分研究

者预期至少还需要 10年才能看到机器破解围棋的希望。   

而 AlphaGo 的下棋方法与人类非常像，因为它是像人类一样学习围棋、接

着通过不断下棋变得日益强大的。 Hassabis 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

的是，这不是一个使用手工打造的规则的专家系统。使用通用用途的机器学习技

术，它自己学会并精通了这个游戏。最终，我们希望将这些技术应用于中药的现

http://thetartan.org/2016/2/15/scitech/mis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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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的问题上，比如气候建模或是复杂病症分析。” 

在 DeepQ中，他们将深度神经网络与“强化学习”相结合，强化学习是所有

动物都用到的、通过大脑中多巴胺驱动的奖励系统进行学习的方法。在 AlphaGo

中，他们更进一步，增加了另一个更深度的强化学习，用来处理长期规划。下一

步，他们将会整合其他的，比如说记忆能力，以及其他的东西——直到理论上所

有的智力里程碑(intelligencemilestone)都就位。“我们在这些能力的数量方面

有一个想法，”Hassabis 说道，“结合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会是一把钥匙，因为

我们有兴趣的是能够将在某个领域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另一个领域中的算法。” 

 “我们真的很幸运，”Hassabis说，他将他的公司与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

划类比，因为他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集结起来的研究人员的质量和 DeepMind

的野心都让人惊叹不已。“每一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都能够从每个国家获得

最好的科学家。所以我们将会有，比如说，波兰的奥林匹克物理冠军，法国的顶

尖数学博士。我们已经有的想法比我们已经有的研究人员还要多，不过与此同时，

青睐我们的优秀人才数量也比我们能接收的还要多。所以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幸

运的位置。唯一的局限是，在不伤害公司文化的前提下，我们能吸收的人员数量。” 

这种文化不只是沙包、免费的零食和屋顶的啤酒。Hassabis 坚持不让谷歌

的收购以任何方式强行影响他自己的研究路径，他估计自己花费了“至少和思考

算法一样多的时间来思考 DeepMind的运转效率”，并将这家公司描述为“调和了

最好的学术圈与最激动人心的初创企业，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来为创造力和

成就助力。”他好几次提到“创造力”这个词，他观察到，虽然他接受的正式训

练都来自于科学领域，但是他“本能地站在创造力或是直觉的一侧”。“我谈不上

是一个标准的科学家，”他评价道，看上去并无讽刺之意。对于 DeepMind 的构造

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被他称作“胶水大脑(glueminds)”的人才：能够在相当程

度上理解无数科学领域、以此“用某种别具一格的方式找到不同领域间的连接点、

随后迅速鉴别出有前途的交叉领域连接可能是什么”的博学者。符合标准以后，

这些像胶水一样的人才可以每隔几周在工作中的小组中登记信息，随后快速灵活

地在需要时调用资源和工程师。“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让人吃惊的天才研究员，那

么几乎立刻——与学术圈中不同——就会有三四个来自其他领域的人可以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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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指挥棒、将自己的智慧添加进去，”他这样描述道，“这会导致令人震惊的结

果的产出速度非常迅速。”启动于仅仅 18个月前的 AlphaGo项目就是对这一点的

完美阐释。 

此外，他强调，谈到减少人工通用智能的潜在危险时，这个领域的领导者是

DeepMind。虽然，很明显，这家公司不像政府领导的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划那

样需要接受官方审查，但它的运作也相当透明。它倾向于发布自己的代码，而它

接受谷歌收购时的协议也包含了禁止将它的技术应用于军备或是智能应用的条

款。Hassabis和他的同事们在召开 2015年波多黎各人工智能大会方面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并且签署了公开信宣誓为“良好的目的”而使用技术，同时“避免潜

在的陷阱”。最近他们帮助协办了另一场在纽约的会议，会议期间他们组建了被

大肆报道的内部伦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虽然是私下组建的)。“Hassabis 对人

工智能的安全性争议了解得非常透彻，”MurrayShanahan 说，“他当然不是幼稚

的人，也不会把头埋在沙子里当鸵鸟。” 

来源：http://news.ittime.com.cn/news/news_10286.shtml 

人工智能 

韩未来创造科学部发布智能制造路线图 

2015 年 12 月 10 日，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发布了《智能制造研发路线图》。

该路线图涵盖了八大智能制造技术领域：智能传感器、空间物理系统、3D打印、

储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全息图像。该路线图旨在利用这些新兴技

术，改革 韩国国内制造业部门，并在这 8 个技术领域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竞争

力差距。《智能制造研发路线图》还提出了全球制造业的 5大创新方向：安全性、

以人为本、个性化、可持续发展，以及快速、优化生产。根据该路线图，韩国政

府将在未来 5年向以上 8个技术领域投入约 4161亿韩元（约 23亿人民币）研发

资金。韩国政府称，该路线图将进一步提高韩国的制造业生产力，降低能源成本，

缩短生产周期。 

http://news.ittime.com.cn/news/news_10286.shtml


14 
 

原文题名： 

400 Billion Won Invested in Smart Manufacturing R&D for Next Five Years 

原文链接： 

http://www.businesskorea.co.kr/english/news/industry/13270-smart-manu

facturing-400-billion-won-inve  

来源：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2期 

450 万美元大奖欲证明人工智能是朋友而非敌人 

在 4年时间里，若能设计出一款人工智能产品，证明它是人类的朋友而非敌

人，便有机会赢得 450万美元。这项于 2月 17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本年度

TED（技术、娱乐、设计）大会上宣布的人工智能 X大奖赛，旨在展示人类和人

工智能之间的强大合作。 

据 TED大会官网报道，X大奖基金会创始人彼得·迪曼蒂斯和美国科技巨头

IBM公司新任命的沃森（Watson）平台负责人大卫·肯尼称，希望通过这项大赛，

让软件专家们演示“人类如何与能够解决一些全球重大挑战的、强大的认知和人

工智能技术合作”。参赛队伍将自由定义他们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所能解决的人

机合作领域的挑战。 

这项赛事的总金额为 500万美元，其中 50万美元将拨给 IBM“沃森世界”

研讨会，由研讨会遴选出 3个入围团队。这些团队将在 2020年 TED 大会上发表

演讲，对自己的开发工作进行阐述，并由现场观众充当评委，选出 450万美元大

奖的最终赢家。有兴趣参赛者可登录 xprize.org/AI 进行预报名，具体细节将于

5月 15 日公布。 

教会机器像人类那样思考一直是一个热门的技术课题，包括脸谱、谷歌、微

软和苹果在内的科技公司都在打造智能服务或产品。IBM超级计算机“沃森”在

2011年美国电视智力问答节目中战胜人类选手后，就已开始凭借自己的“智慧”

在多个领域协助人类。 

不过，打造拥有自我意识的智能机器也引发了其可能会“终结”人类的担忧。

对此，迪曼蒂斯表示，这类反面乌托邦式的言论令他感到厌倦，人工智能将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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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了解未来的最重要发明之一。 

X 大奖基金会和 IBM 公司在联合发布会上称，从载人登月到应对气候变化，

再到绘制人类基因组，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合作已经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些最具突

破性的进步，相信还有其他机会进一步拓展人机合作的应用潜力。（记者陈丹） 

来源:科技日报 

剑桥大学深度学习系统助力无人驾驶取得新突破 

汽车要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它必须能够感知和识别周围的物体，并且要知

道自己的确切位置。这两方面都是无人驾驶技术的核心。 

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团队利用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技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突破。他们针对这两个方面分别研发了 SegNet系统和 PoseNet 系统。

尽管它们目前还不能控制无人驾驶汽车，但是它们能让机器“看见”，精确定位

和识别所看之物，这种能力是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的关键因素。 

1.SegNet系统 

在无人驾驶汽车对周边物体的感知方面，传统的思路是使用雷达传感器，或

雷达与 LIDAR（一种遥感技术）相结合的设备，剑桥大学研发团队的 SegNet系

统避开了这些昂贵的设备，利用传统的相机来实现对周围物体的识别。它能拍下

街景照片，实时将照片中的物体分成 12个类别，例如路面、路标、行人、建筑

物和骑自行车的人等。它能应对不同的光照和阴影条件，以及夜间环境，标记像

素的准确度达到 90%以上。 

研究人员运用了深度学习的技术来训练 SegNet系统，希望它能在更复杂的

环境及气候条件下能识别出物体。剑桥大学的一组本科生手工标记了 5000张图

片中的所有像素，研究人员利用这 5000张图片训练了 SegNet，再进行测试，效

果很不错。SegNet 训练的数据大多是高速公路或城市环境，而对乡村、雪天和

沙漠还缺乏足够的训练——不过它在测试中对这些环境的成绩也不错。 

这个系统目前还不能直接用于无人驾驶汽车或卡车，但是它可以用于警示系

统，与目前一些轿车上所使用的防撞技术相类似。 

2.PoseNet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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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Net 系统和 SegNet系统相似，都需要对图像进行识别。PoseNet 系统是

一个可以根据拍摄的照片进行精确定位的系统，该系统通过一张 224x224 RGB

的图像识别出用户的位置和方向。这个系统定位的精确度可以达到：室外环境下，

精确度为 2m和 3°；室内环境下，精确度为 0.5m和 5°。 

与 SegNet系统一样，PoseNet系统也需要深度训练，以及强大的数据库支

持。PoseNet 团队成员 Kendall说：“近年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非常迅

速。而我们团队最酷的地方就在于开发了一个使用深度学习的技术来识别你的位

置和周围的物品——这是深度学习第一次被用来做这样的事。”（作者 lee） 

来源：新智元、汽车前沿 

百度成立自动驾驶事业部 

百度近日正式宣布成立自动驾驶事业部，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自动驾驶汽车

的商用化，五年实现量产。该事业部业务聚焦于促进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化、

产品化、商业化”，即研发先进实用的自动驾驶技术、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自动

驾驶汽车、推动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应用。事业部以实现“智慧出行，分时共享”

为核心目标，让人们享受智能的出行服务，并在不同时段让自动驾驶汽车服务不

同人群，以实现汽车资源的分时段共享。 

为了更好地达成目标，百度将携手零部件厂商、整车制造商、出行服务商，

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协会等产业链上的企业与组织，构建“智慧出行”生态，即

建立汽车制造、出行服务、智慧城市等与智慧出行相关的全方位产业生态系统。 

来源:新华网 

机器人 

美 NIST 启动全国竞赛使机器人更机敏 

当前为了使机器人适应产品设计或工艺的变化，往往需要大量的离线编程或

停机时间，这一块据估计占到机器人部署成本的 45%~60%。改进机器人机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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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 能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并不停机地重新分配任务，将消除应用的主要障

碍。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与 IEEE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会议拟共同

启动“用于产业自动化的机敏机器人竞赛”（Agile Robotics for Industrial 

Automation Competition，ARIAC），目前正处于规划阶段。该竞赛旨在推动人工

智能及其他技术 的最新进展的应用，以解决在应用中面临的挑战。8 月 21-24

日将在得克萨斯 Fort Worth 举行 IEEE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届时 NIST

将揭晓所征集到的与任务相关的挑战。 

NIST 认知与合作系统团队负责人 Craig Schlenoff 认为，克服机敏限制需

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取得突破：（1）故障识别与恢复：机器人能检测制造过程中的

故障，并 自动进行恢复；（2）自动编程：引入新产品时所需的编程时间最少或

没有；（3）不 固定的环境：当部件不在指定位置时，机器人也能感知周围环境

并执行任务；（4） 即插即用机器人：来自不同制造商的机器人可互换，无需再

编程。 

原文题名： 

NIST Launches National Competition to Make Robots More Agile 

原文链接： 

http://www.nist.gov/el/isd/nist-launches-national-competition-to-make

-robots-more-agile.cfm 

来源：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3期 

美 3700 万美元资助协作机器人开发 

2015 年 12月 17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联合国防部、国防部先进

研究计划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国立卫生研究院、农业部等联邦机构部门宣布，

将投 资 3700万美元用于推动协作机器人（co-robots）的开发与使用。这是“国

家机器人 计划”的第四轮资助，NSF是该计划的领衔机构。 2015 年度，该计划

已经向27个州的49家机构资助了66个新的研究项目，时 间跨度从1~4年不等，

涉及机器人传感、运动、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和人机交互 等。本轮资助包括

http://www.nist.gov/el/isd/nist-launches-national-competition-to-make-robots-more-agile.cfm
http://www.nist.gov/el/isd/nist-launches-national-competition-to-make-robots-more-agile.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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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控制的假肢器官、开展搜寻与救援工作的机器人团队、从事 各种健康护理

工作的机器人等。 此外，能源部作为新加入的联邦机构，将与上述政府部门一

道，成为“国家机 器人计划”的资助机构之一。 

原文题名：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federal partners award $37M to advance 

nation's co-robots 

原文链接：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7214&org=NSF&from=new

s 

来源：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1期 

芯片与集成电路 

美研究人员联合开发出首个光通信微处理器 

2015 年 12月 23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

罗拉多大学联合利用现有半导体生产工艺开发出首个光通信微处理器原型，其集

成了 7000 万个晶体管和 850个光学组件，利用光纤、光发射器和光接收器在处

理器芯片和 存储器芯片之间传输数据，数据传输速率高达 300吉比特每秒每平

方毫米，是类似的现有电子微处理器数据传输速率的 10-50倍，这可显著降低数

据中心的能耗。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开发利用光信号而非电信号进行数据传输的处

理器芯片。但是，光学组件高昂的制作成本和难以与现有半导体生产线相集成的

复杂制作工艺与 材料严重阻碍了这一技术的发展。而美研究人员克服了这一限

制，利用环形调制器、11 光电探测器和垂直光栅耦合器等光子器件来控制和引

导芯片上的光波，利用硅晶体 管作为光波的波导管来降低光波的传输损耗。 这

项研究工作得到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的资助，相关研究 成

果已发表在《自然》期刊上。 

原文题名：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7214&org=NSF&from=news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7214&org=NSF&fr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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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Chips Could Mean More Energy-Efficient Data Centers 

原文链接：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news/544961/light-chips-could-mean-mo

re-energy-efficient-data-c enters/  

http://news.berkeley.edu/2015/12/23/electronic-photonic-microprocesso

r-chip/ 

来源：信息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1 期 

三星 14nm 低功耗 FinFET 

相比之前的 14nmLEP 制程技术，三星今年计划推出 14nm LPP制程技术，将

应用于 Exynos 8 SoC 中。 

现阶段生产 FinFET 晶体管的主要有三家：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三星已

经在 14nm FinFET 工艺上演进了两代工艺。分为 14nm FinFET LPE(Low Power 

Early版本，代表作为三星 Exynos 7420、Exynos 7422、苹果 A9等芯片)、14nm 

FinFET LPP(Low Power Plus 版本，Qualcomm 骁龙 820为该工艺的首发芯片)。

三星官方给出的数据是 14nm FinFET LPE工艺相较于上一代 28nm工艺性能提升

40%，封装面积降低 50%，功耗降低 60%。 

三星新推出的 14nm LPP 制程技术，全新的 14纳米处理器运用 3D FinFET 设计结

构，实现高性能和低功耗。通过晶体管结构和工艺上的优化改进，与之前通过

14nm LPE制程生产的处理器相比，三星 14nm LPP 制程生产的处理器性能提升了

15%，而功耗则降低了 15%。此外，使用全耗尽技术的 FinFET晶体管使得芯片的

生产克服了尺寸缩小的限制，制造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编译服务：半导体工艺

技术； 编译者：tengfei）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news/544961/light-chips-could-mean-more-energy-efficient-data-c%20enters/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news/544961/light-chips-could-mean-more-energy-efficient-data-c%20enters/
http://news.berkeley.edu/2015/12/23/electronic-photonic-microprocessor-chip/
http://news.berkeley.edu/2015/12/23/electronic-photonic-microprocessor-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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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机构： 电子工程时代  

原文题目： Samsung’s 14 nm LPE FinFET transistors 

美利用组织芯片进行药物筛选 

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Newslink 网

站 12月 23日报道，组织芯片未来有助于治疗测试的改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ing Translational 

Sciences）与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以及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共同合作，领

导组织芯片的药物筛选计划，以改善测试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过程。通过该计

划，科学家们正在生物工程平台（组织芯片）中开发 3D 培养的人体细胞，模拟

人类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如肺，肝脏和心脏），并将其整合，模拟人体复杂的功

能。美国范德堡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了神经血管芯片，可代表血脑屏障。 

原文题名： 

Lab Spotlight: NIH – Tissue Chips 

信息来源： 

http://newslink.federallabs.org/2015/12/23/lab-spotlight-nih-tissue-c

hips/ 

http://newslink.federallabs.org/2015/12/23/lab-spotlight-nih-tissue-chips/
http://newslink.federallabs.org/2015/12/23/lab-spotlight-nih-tissue-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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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物安全科学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1期 

科研人员首次在集成光子芯片产生偏振纠缠光子对 

近日，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外专千人计划 Brent E. Little

与加拿大魁北克国立科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等单位合作，利用非线性微环谐振腔中 TE和 TM模式间的自发四波混频效应，结

合微环谐振腔的滤波选模作用，首次在集成光子芯片上产生了偏振纠缠光子对的

研究成果。该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 

    纠缠光子对的产生通常是采用自发参量下变频或自发四波混频的方式。近年

来，纠缠光子对也因其在新兴的量子技术领域，如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隐

形传态、量子密码学及量子成像等方面有着颠覆传统观念的应用而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随着集成光学的发展，片上纠缠光子对源因其易与电子集成电路集成

而受到研究和产业人员的极大关注，从而成为集成光学和量子光学共同的研究热

点。而这一研究成果为量子光通信和量子计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将会

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张行勇  陈桂萍） 

来源：中国科学报  

其他 

英 EPSRC 设立跨学科物联网中心项目  

1月 6日，英国文化与数字经济国务大臣 Ed Vaizey宣布，将设立一个跨学

科研 究中心推动英国在物联网领域的研究。来自英国 9 所大学的团队将在未来

三年合作 探索物联网在 PETRAS（隐私 Privacy、伦理 Ethics、信任 Trust、可

靠 Reliability、 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和安全性 Security）方面的关键问

题。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 事会（EPSRC）将提供 980万英镑资助，加上其他各

方资金共计 2300 万英镑。 该项目是英国 IoTUK 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总投资

4000万英镑，为期 3年， 旨在提高英国在物联网技术的国际领先度，推动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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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与服务的应用。 参与该研究中心项目的大学包括：伦敦大学学院（领

导机构）、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南安普顿

大学、萨利大学、爱丁堡大学 和加迪夫大学。 

原文题名： 

New Internet of Things Research Hub announced 

原文链接： 

https://www.epsrc.ac.uk/newsevents/news/iotresearchhub/ 

来源：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2期 

IBM 将在德国创建 Watson 物联网总部 

IBM 宣布将在德国设立 Watson 全球物联网总部 Watson IoT（Internet of 

Things），旨在将 Watson 系统的认知计算与物联网结合起来推出新型连接解决方

案。作为 20年来在欧洲最大的一次投资，Watson物联网部门将设在德国慕尼黑，

拥有 1000 名开发人员、咨询师、研究人员和设计师。 

IBM 将在 Watson 物联网云平台上提供 Watson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和

相关服务，其中包括四种新型的 API 服务：自然语言处理（NLP）API 系列、机

器学习 Watson API 系列、视频和图像分析 API 系列和文本分析 API 系列，以加

快认知型物联网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开发，从而在快速数字化的现实世界中，帮助

客户及合作伙伴有效利用数量和类型都不断增长的数据。通过这些举措，将形成

汇集人、物、数据和流程的物联网，并将在工业 4.0 前沿的汽车、电子、医疗、

保险和工业制造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立 IBM 全球物联网中心的举动也正符合了之前 IBM 收购 The Weather 

Channel的 B2B、移动和云业务进而布局物联网领域的猜测。据悉，对 The Weather 

Channel的收购价格为 20亿美元。 

原文标题：IBM Opens Watson IoT Global Headquarters, Extends Power of  

Cognitive Computing to a Connected World 

原文链接：http://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8443.wss 

来源：思山睿雨新浪博客 

https://www.epsrc.ac.uk/newsevents/news/iotresearchhub/
http://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8443.w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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