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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成果 

人工突触可自主学习 

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其他研究组织的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能够自主学习的人

工突触。他们还对该设备进行建模，这对于开发更复杂的脑回路至关重要。该研究 4 月 3

日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上发表。 

生物模拟学的目标之一是从大脑的功能中获得灵感，以便设计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这

一原则已经以完成特定任务的算法形式应用在信息技术工作中，例如 Facebook 的图像识别

技术，但是该程序的能耗很高。 

Vincent Garcia 和他的同事们在这一领域向前迈进了一步，直接在芯片上制作了一个

能够学习的人工突触。他们还开发了解释这种学习能力的物理模型。该研究找到了创建突触

网络以及更低能耗的智能系统的方法。 

人类的大脑学习过程与突触有关，它们是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突触受到的刺激越多，连

接效果越被强化，学习能力越好。研究人员从这种机制中获得灵感来设计人造突触，称为忆

阻器。该电子纳米组件由夹在两个电极之间的薄铁电层组成，其电阻可以使用与神经元相似

的电压脉冲进行调谐。如果电阻较低，突触连接会很强，反之，则连接较弱。适应外部阻力

的能力使突触得以学习。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开发出能够预测人工突触功能的物理模型。这个

过程的理解将有助于创建更复杂的系统，例如由这些忆阻器相互连接的一系列人造神经元。 

作为 ULPEC H2020 欧洲项目的一部分，该发现将用于新型相机的实时形状识别：除非发

现视角变化，否则像素保持不动，这其中所涉及的数据处理过程只需更小的能耗，并且可以

花费更少的时间来检测所选择的对象。 

参考论文：Learning through ferroelectric domain dynamics in solid-state synapses 

来源：生物谷 

 

人造突触问世，可用于搭建神经网络 

科学家用有机材料制成了人工突触，可模仿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 

多年以来，虽然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但是科学家们仍然难以构建出高效而精巧的大脑

仿生计算机。近日，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的研究人员们构建出了一种人工突触，这种突触提高了计算机模

拟人脑的效率，有力地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它就像真的突触一样，但它的确是人工设计的有机电子器件，” Alberto Salleo 介

绍道。他是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副教授，同时也是本篇论文的资深作者。“此前

从来没有报道过类似的结构，所以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器件。此外，这种器件在很多关键参

数上也优于无机器件。”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4736


该种新型人工突触不但成功地模仿了人脑中的突触传递信号的方式，而且能效也超过了

传统计算机。计算机处理信息和存储信息是利用不同器件分别进行的。而在大脑中，进行信

息处理的同时也自动储存了记忆。这项研究于 2 月 20 日发表在 Nature Materials上。将

来，这种突触不但可能成为高仿人脑计算机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尤其适用于通过采集视觉和

听觉信号来工作的计算机。这方面已有应用实例，如声控界面和无人驾驶汽车。过去，科学

家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建立了高性能的神经网络，但因为目前算法仍然

依赖于能耗较高的传统计算机硬件，所以还远远称不上模拟人脑。 

构建大脑 

在学习时，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会传递电信号。这其中，信号在突触之间的首次传递是

最耗能的。此后的每一次，所需的能量都会减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突触能够有效地帮助我

们学习新事物以及记住学过的东西。这种人工突触，与其他人脑计算机不同，它不仅可以同

时完成这两项任务，还节约了大量能量。 

 “深度学习算法虽然很强大，但是它依靠处理器的计算，电位状态的模拟，以及信息的

存储，就能耗和时间两方面来说，效率低下，” Yoeri van de Burgt 评论道。他此前是 Salleo 

实验室的博士后，也是本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不同于模拟神经网络，我们的工作是构建一

个神经网络。” 

人工突触的设计灵感源自电池。它有三个电极，电极本身由两个柔性薄膜组成，电极间

则通过盐水电解液连接。这个设备工作起来就像晶体管那样，两个电极之间的电流，由第三

个电极控制。 

研究人员使人工突触反复地充放电，以此效仿人类通过不断学习，来强化大脑中神经通

路的过程。通过这种训练，研究人员能够预测突触达到特定的电位状态所需的电压，而突触

一旦达到特定状态就能够将其保持下去。这种方法的不确定性仅有 1%。换句话说，人工突

触不像普通的计算机那样，在关闭前，需要将工作存入硬盘，它可以自动完成存储而不需要

其他操作和组件。 

测试人工突触网络 

研究人员虽然只构建出一个人工突触，但是却在它的身上进行了 15 000 次测量实验，

来探索人工突触如何在神经网络中排列。他们测试了模拟神经网络识别数字 0 到 9 的能力，

测试量为三个数据集，结果表明其准确率达到了 93% 到 97%。虽然这个任务对于人类来说

比较简单，但是传统计算机因难以转换视觉和听觉信号，而困难重重。 

 “随着传统计算机在进行模拟大脑之类的工作时能耗会不断增加，我们越来越希望将该

设备用于人脑模拟计算，” A. Alec Talin 评论道。他是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出色的技术人员，

也是本篇论文的高级作者。“我们已经证明，这种人工突触是运行此类算法的理想设备，它

很节能。” 

这种设备极其适用于信号的识别和分类，而这恰恰是传统计算机的瓶颈。数字晶体管只

有 0 和 1 两种状态，研究人员却在人工突触上成功地实现了 500 种状态，这对神经元形

态计算模型十分有用。在两种状态的转换中，人工突触只需花费少许能量，仅相当于顶尖级

计算系统将数据从处理单元移动到存储器过程中能耗的十分之一。人工突触虽然已经如此节

能，但是其耗能大约仍是生物体中的突触传递信号时最小耗能的 10 000 倍。研究人员希望

较小设备上人工突触的能耗效率，能够达到神经元水平。 



有机体潜能 

该设备中的每个部分都由便宜的有机材料制成。这些材料虽然都是人工合成的，但是主

要由氢、碳两种元素组成，与大脑的化学环境兼容。细胞可以在这些材料上生长，这类材料

也可用于制作输送神经递质的人工泵。此外，用于训练人工突触的电压也与人体神经元的电

压相同。 

上述这些意味着，人工突触可以和活神经元通信，进而促进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这种

柔软而灵活的材料适用于生物环境。然而，在应用于生物体之前，研究团队打算利用人工突

触搭建真正的神经网络阵列，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测试。 

参考论文：A non-volatile organic electrochemical device as a low-voltage artificial 

synapse for neuromorphic computing 

来源：今日科学 

 

Cerebral Cortex:复旦大学张嘉漪课题组用无皮层鼠发现视

觉环路发育的新机制 

2017年 3月 10 日，Cerebral Cortex 在线发表了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张嘉漪课题组

题为“Reciprocal connections between cortex and thalamus contribute to retinal axon 

targeting to dorsal 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刁玉璞和崔利园为该论文的共同第

一作者，脑科学研究院张嘉漪研究员为论文的通讯作者。 

视网膜-外膝体-视皮层是主要的成像视觉环路，其中背部外膝体和视皮层间具有相互连

接，负责处理精确的视觉信息。已有证据表明，在发育过程中，背部外膝体和视皮层间的投

射通过相互作用形成精确的视觉环路。然而，视网膜与背部外膝体形成连接的机制并不清楚。 

研究发现视皮层和背部外膝体间的相互连接是介导视网膜到外膝体投射的关键因素，

Tra2b条件性敲除小鼠(Tra2b-flox；Emx1-Cre)在发育早期表现出明显的皮层缺失现象，成

年后小鼠的大部分皮层和海马都消失。研究表明，Tra2b条件性敲除小鼠的视网膜到背部外

膝体的投射在 E18.5出现明显的缺陷，视皮层和背部外膝体间的连接消失，同时在外膝体中

和背部外膝体到视皮层的通路上均发现细胞凋亡的现象。在体电生理实验显示，Tra2b条件

性敲除小鼠的背部外膝体细胞不具有光反应，确定视网膜到背部外膝体投射的缺陷。通过

go-no go 的行为实验，我们发现 Tra2b 条件性敲除小鼠对方向性视觉线索的判断能力比正

常小鼠差，提示视网膜到背部外膝体的投射发生缺陷后，小鼠的视觉能力受到影响。为证实

视皮层和外膝体间的连接影响视网膜到背部外膝体的投射，我们进一步利用化学损伤和另一

条件性敲除小鼠(Fezf2-flox；Emx1-Cre)模型，确定了视网膜到背部外膝体的投射依赖于视

网膜和背部外膝体间的连接。有意思的是，在三个小鼠模型中，视网膜到腹侧外膝体和上丘

的投射都正常，这是由于腹侧外膝体和上丘都不和视皮层发生直接的投射关系。该研究为视

网膜-外膝体-视皮层环路的协调性发育提供了启示性的证据。 

原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16/n4/full/nmat4856.html
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16/n4/full/nmat4856.html


Reciprocal Connections Between Cortex and Thalamus Contribute to Retinal Axon 

Targeting to Dorsal 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 

来源：生物帮 

 

在生物芯片上重塑人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这几年资助了一项庞大的项目——在生物芯片上重塑人体。它旨

在体外培养起人体组织与器官，便于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研究它们的功能。今日，这个

庞大的项目又迎来了一项新的突破：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生物芯片上造出了女性的生

殖系统。在激素的作用下，它能以 28 天为周期进行排卵。该研究也发表在了《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这是首个在芯片上重现的月经周期”，该研究的主要负责人，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医学院妇产科的 Teresa Woodruff 教授说道。长久以来，科

学家们就想在体外建造人类生殖系统的模型，以研究避孕方法、辅助生殖技术、甚至是宫颈

癌治疗。然而，目前学界缺乏能够正常模拟人类 28 天生理周期的动物模型。因此，这个系

统有望满足研究人员巨大的需求。 

Woodruff教授将这个系统命名为 EVATAR，是夏娃（Eva）与化身（avatar）两个词的组

合。这套系统包含卵巢、输卵管、子宫和宫颈不同的“器官”。由于卵巢组织极难从健康女

性体内获得，研究人员采用了小鼠的组织。其余三大“器官”均来自于人体。此外，研究人

员还为这个系统配备了一个来自于人体的“肝脏”，用于代谢这个系统里的药物。 

有了组织与“器官”，研究人员又进一步将它们组合在芯片上。为了让它能获取必须的营养，

研究人员为芯片连上了 62个能够独立运行的小泵，它们能以微升级输送培养液。这样一来，

科学家们就能完美控制这套系统的运作。 

随后，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这个系统模拟人体的生理周期。首先，他们往系统内添加了

促卵泡激素，以驱使小鼠的卵巢分泌雌激素。14 天后，研究人员又开始添加黄体生成素，

刺激卵巢排卵和制造孕激素。 

由于系统本身的物理限制，排出的卵子依旧停留在生长有卵巢的第一个小格中，但与它

相通的第二个小格内，输卵管已经开始运作，就好似有卵子通过它一样。研究人员发现，输

卵管中的纤毛开始前后摆动，准备将卵子拨往处于第三个小格的子宫。随后，研究人员注意

到，子宫和宫颈都开始生成能够结合激素的受体。这与人体内的表现几乎一模一样。 

“这是一项极度重要，做得又很漂亮的工作”，一些科学家评论道。在他们看来，这套

系统有望在短期内筛选大量药物，检测它们的毒性与有效性。而医药企业也对这款系统产生

了浓厚兴趣。Woodruff 教授表示，阿斯利康已经将一些候选药物交给了她，以评估它们在

女性生殖系统内的潜力。此外，这款最多可容纳 12种器官的芯片也得到了辉瑞的青睐。 

在实验室内，Woodruff教授计划利用 EVATAR来研究卵巢癌和宫颈癌。此外，在未来，她还

计划打造一款模拟男性生殖系统的 Adatar（来自“亚当”与“化身”两个单词的组合）。从

长远来看，研究人员打算把这些系统与其他 10 种在芯片上的器官与组织打造成一个完整的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58da5c7c16b9fa605a12ee697a2d926f%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ncbi.nlm.nih.gov%2Fpubmed%2F28334242&ie=utf-8&sc_us=17597806244090546127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58da5c7c16b9fa605a12ee697a2d926f%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ncbi.nlm.nih.gov%2Fpubmed%2F28334242&ie=utf-8&sc_us=17597806244090546127


体系，在芯片上模拟人类。这些器官包括了能够分泌信号分子与激素的大脑，影响代谢的脂

肪，以及免疫系统。 

“它在药物发现与毒理学检验上有巨大的潜力”，研究人员在论文的最后说道。我们相

信，这些芯片上的器官将进一步加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并让许多无法在人体中开展的实验

得以顺利进行，并用新产生的知识，造福人类。 

参考论文:A microfluidic culture model of the human reproductive tract and 28-day 

menstrual cycle 

来源：康健新视野 

 

MIT 的最新发现挑战了记忆巩固的标准模型 

MIT的这项研究首次发现记忆在海马体和大脑皮层中的长时记忆区域同时完成存储。上

图展现了前额叶皮层中形成永久性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忆痕迹细胞（绿色和红色）。 

当我们拜访一位朋友，或是去海滩嬉戏，这些经验会在大脑的海马体中形成短时记忆。然后，

这些记忆会被“巩固”，即转换为长时记忆在大脑的其他部分存储起来。 

MIT最新的一个研究针对这一记忆形成过程中的神经回路首次发现，记忆在海马体中的

短时存储以及在大脑皮层中的长时存储是同时完成的。但是，长时记忆在尚未成熟的最初两

周内，始终保持“沉默”。 

本文的通讯作者，Picower 研究所生物与神经科学教授 SusumuTonegawa，同样也是

Picower 学习与记忆研究所 RIKEN-MIT 神经环路遗传学研究中心主任，在采访时表示，“本

文的这些发现为记忆巩固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神经环路机制”。 

这一成果已于 4月 6日（译者按：实际发表为 4月 7日）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相关

研究人员表示，这将推动研究者们去修正目前记忆巩固领域的经典模型。 

本文的第一作者，是研究科学家 Takashi Kitamura，博士后 Sachie Ogawa 和研究生

Dheeraj Roy。其他作者包括博士后 Teruhiro Okuyama 和 Mark Morrissey，技术助理 Lillian 

Smith和之前的一名博士后 Roger Redondo。 

该研究由 RIKEN脑科学研究所，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 JPB基金会资助。 

参考论文: Engrams and circuits crucial for systems consolidation of a memory 

来源：Anne Trafton | MIT 新闻办公室 

译者：齐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Facebook 发布 AI 搜索引擎 Faiss 

3 月份，Facebook 发布了 人工智能相似性搜索（Faiss）库，可以让 Facebook 对相似

的多媒体文档进行快速搜索，这是以前传统的搜索引擎无法做到的挑战。Facebook 实现的

最近邻搜索算法，在十亿级的数据库上，比当前已知的最好方法，以及目前文献中已知的

GPU上最快的 k近邻搜索算法的速度快大约 8.5倍。Faiss打破了一些记录，比如 Facebook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8350383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8350383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6/6333/73/tab-figures-data


是第一个在十亿高维向量上建立 k近邻图的。 

参考论文：Billion-scale similarity search with GPUs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 

 

谷歌透露机器学习专用芯片 TPU 的技术细节 

    2017 年 4 月初，谷歌资深硬件工程师诺曼·尤派(Norman Jouppi )发文《数据中心的

TPU 性能分析》，介绍了谷歌专用机器学习芯片张量处理器( TPU)的技术细节，包括模块框

图、芯片布局图、印制电路等等。 

    诺曼指出，谷歌 TPU 的处理速度要比图形处理器(GPU)和中央处理器(CPU)快 15 至 30

倍(分别对比的是英特尔 Haswell CPU以及 Nvidia TeslaK80 GPU);而在能效上，TPU更是提

升了 30到 80倍。 

    谷歌数据中心自 20 巧年以来一直在使用 TPU 来加速人工智能服务，而且获得了理想的

效果，其能够更快的处理用户发送的请求，降低结果反馈的延迟。值得一提的是，谷歌认为

现在的 TPU仍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如果采用 NVIDIA K80 GPU 中的 GDDRS

内存，那么 TPU将发挥出更好的性能。 

参考论文: In-Datacenter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a Tensor Processing Unit 

来源:科技天下 

基于蜘蛛网络的形态学计算研究 

据科学节点(Science Node)网站 2017年 4月 6 日报道，通过研究蜘蛛如何利用其网络

来分析信号，形态学计算旨在寻求反向工程的智能机器。虽然蜘蛛网络仅像是一个简单的陷

阱，但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将蜘蛛的智慧加以扩展的复杂信息中心。 

    科学家推测复杂的蜘蛛网络结构能向蜘蛛提供有关环境、猎物、潜在伴侣甚至捕食者等

有价值的信息。蜘蛛通过发出振动并通过腿部的物理感受器接收响应来探测其网络。脉冲差

异能用于定位和分类蜘蛛所处环境中的各项事件，进而有效地将模式识别转包给网络的物理

结构。科学家们意识到物理转包的可能性，并开始研究蜘蛛网络以寻找线索来改进未来的机

器人设计。 

    形态学计算是受自然观察启发的概念。它认为生物系统(如动物、植物和细胞结构等)

的物理组织在智能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将智力转包给身体的一种方式。英国布

里斯托大学机器人讲师赫尔穆特·豪泽(Helmut Hauser)说:“目前，机器人设计基于这样一

个假设，即首先需制造出躯体，随后由大脑来集中控制它。为了设计一个智能体，机器人结

构必须表现出柔软度或合规性。研究和扩展形态计算可能是改进机器人设计的关键。” 

来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动态 2017年第 8期 

 

https://arxiv.org/pdf/1702.08734.pdf
http://nuit-blanche.blogspot.com/2017/04/in-datacenter-performance-analysis-of.html


行业新闻 

谷歌正式宣布 AlphaGO 五月对战柯洁 

    4月 10日，谷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5月 AlphaGo将对战柯洁。在比赛的后两天，峰

会还将举办配对赛和团队赛两场形式各异的交流比赛。在配对赛中，两位棋手将分别与 

AlphaGo 组队，挑战棋手如何理解 AlphaGo独特风格并与之合作；在团体赛中，将由五位中

国顶尖棋手合作，建立棋手“神经网络”，降低心里因素的影响，从而做出更加客观的判断。 

据悉，此次参战的 AlphaGo 2.0 可能采用了全新的算法模型，即未先学习人类棋谱再

下棋的经验，而是直接通过对战来获得认知和能力。根据发布会提供的材料，AlphaGo的做

法是使用了蒙特卡洛树搜索与评估网络（Value Network）和走棋网络（Policy Network）

两个深度神经网络相结合的方法，其中一个是以估值网络来评估大量的选点，而以走棋网络

来选择落子。在这种设计下，电脑可以结合树状图的长远推断，又可像人类的大脑一样自发

学习进行直觉训练，以提高下棋实力。 

来源：DeepTech深科技 

 

美军方支持利用脑植入装置调控心智能力 

当前，在 BRAIN计划的资助下，有若干项目正在专注研发新一代脑植入装置。其中有两

个代表性项目：一是“重建主动式记忆”计划（Restoring Active Memory，RAM），其目的

是利用植入装置增强遭受创伤后脑外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的士兵的记忆能

力。二是“系统化神经技术新兴疗法”（Systems Based Neurotechnology for Emerging 

Therapies，SUBNETS），该项目正在开发可以治疗 PTSD、慢性痛和焦虑的植入装置。 

可以预计的是，这些装置在正式走入临床之时会面临很多困难。对于任何特定疾病而言，

哪种神经细胞才是问题所在？怎样才能正确地设置刺激或者脑芯片参数？何种材料能与脑

组织和谐共处？植入装置能否做成无线并且小巧到什么程度才能塞进颅骨？ 

相关研究目前已经进入被称为“情感脑机界面”（Affective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的领域，也就是正在研发能够操控情绪的新一代脑刺激装置，有望实现对患者想法和愿望的

直接控制，并最终改变个体感受。 

近期，科维理基金会（Kavli Foundation）请来三位该领域内代表性科学家，分别是埃

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 Helen Mayberg、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神经工程与治疗方向教授 Brian Litt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电气工程与神经科学方向教授 Jose Carmena，

就相关进展进行讨论，其中两位刚刚参加了最近有关 BRAIN 成果如何在临床运用的研讨会。

整理后的会议记录请见正文后第一个链接。 

扩展阅读： 



关于“重建主动式记忆”计划（Restoring Active Memory） 

RAM计划由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资助。DARPA 一直致力于寻找开发人类超级学习法（Super Learning）和提高记忆

能力的方法。RAM计划源自 DARPA的生物技术项目，聚焦于探索神经系统内的“replay”现

象在记忆的形成和提取中的角色，其目的是研发通过电刺激大脑来改善记忆能力的可充分植

入的装置，开发帮助个体更好地回忆起具体事件和已经掌握的技能的方法。其中长达 2年的

基础研究项目主要专注于开发能够确定哪一个脑区在记忆的形成和提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创新方法，在实际中运用相关知识，从根本上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 

RAM计划最初的目标人群是现役军人、从战场返回的退伍军人以及其他创伤性脑外伤或

者脑疾病导致的记忆能力受损的患者，针对这部分人群开发并测试无线的、可植入的神经假

体（Neuroprosthetics）。从长远来看，这些治疗技术将使包括阿尔茨海默症等在内的相当

广泛的疾病患者获益。 

DARPA选择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几所大学牵头 RAM计划。 

关于系统化神经技术新兴疗法（Systems Based Neurotechnology for Emerging Therapies） 

SUBNETS 同样由 DARPA 资助。DARPA一直致力于探索对于复杂的、系统化脑疾病的全新

理解。DARPA于 2013年 10月提出 SUBNETS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向神经精神疾病和神经系统

疾病患者提供可实现精确治疗的平台技术（Platform Technology），目标人群为饱受心理疾

病困扰的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 

有相当数量的心理疾病患者并不能从当前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中获益，因此军队转向

开发神经装置。针对上述患者，SUBNETS将综合利用神经记录技术和神经刺激技术来探索被

神经精神疾病侵扰的大脑网络，在检测确认之后，向大脑发射精准信号，进而实现对心智状

态的调控。2014年 5 月，DARPA与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和加州

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UCSF）签约，合作开发能

够治疗包括成瘾、抑郁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在内的七种精神疾病的大脑电子植入装置。根据

合同，UCSF收到多达 2600万美元，而麻省总医院则收到高达 3千万美元。该项目同时得到

包括美敦力（Medtronic）在内的众多公司的技术支持。 

原文标题：Scientists Want to Use Brain Implants to Tune the Mind 

原文链接：

http://www.kavlifoundation.org/science-spotlights/scientists-want-use-brain-imp

lants-tune-mind#.WN364_l6_tg 

原文标题：Restoring Active Memory Replay — DARPA Seeks Super Learning and Enhanced 

Memory Technologies 

原文链接：

http://hplusmagazine.com/2015/04/28/restoring-active-memory-replay-darpa-seeks-

super-learning-and-enhanced-memory-technologies/ 

原文标题：Restoring Active Memory Program Poised to Launch at DARPA 

原文链接：

http://www.technology.org/2014/07/09/restoring-active-memory-program-poised-lau

http://www.kavlifoundation.org/science-spotlights/scientists-want-use-brain-implants-tune-mind#.WN364_l6_tg
http://www.kavlifoundation.org/science-spotlights/scientists-want-use-brain-implants-tune-mind#.WN364_l6_tg
http://hplusmagazine.com/2015/04/28/restoring-active-memory-replay-darpa-seeks-super-learning-and-enhanced-memory-technologies/
http://hplusmagazine.com/2015/04/28/restoring-active-memory-replay-darpa-seeks-super-learning-and-enhanced-memory-technologies/
http://www.technology.org/2014/07/09/restoring-active-memory-program-poised-launch-darpa/


nch-darpa/ 

原文标题：RESTORING ACTIVE MEMORY (RAM) 

原文链接：http://memory.psych.upenn.edu/RAM 

原文标题：Systems-Based Neurotechnology for Emerging Therapies (SUBNETS) 

原文链接：

https://www.fbo.gov/index?s=opportunity&mode=form&id=5180458df226b0de3b0c9ec626

368542&tab=core&_cview=1 

来源：心理所 

大数据计算生物学：面临“新机遇与挑战” 

3 月 23 日至 24 日，由中科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主办的大数据计算生物

学“新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

1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生物医学大数据管理与分享；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新技术；整合多

维数据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进行交流。 

大会主席、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执行所长王泽峰研究员介绍说，在两天的会议期间，

与会科学家将聚焦大数据时代精准医学研究和计算生物学的发展方向和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旭表示，生命科学研究正快速进入大数据时代。

多层次大数据的不断积累和深度分析促使生物医学研究向“数据密集型科学”的新范式转变，

精准医学从观念走向实践。而与会专家认为，健康与临床医学数据数量巨大，增长迅速，而

且具有“时空尺度大、关系复杂度高、内涵结构性低、非标偏性强”等特点。 

 “为实现精准医学目标，需要克服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王泽峰表示，相比生物大数

据的不断积累速度，对不同类型的大数据的整合分析严重滞后，使得数据的价值尚未完全发

挥出来。因此针对具体的各类科学问题来研发数据分析的新方法新流程成为目前最大的挑战 

王泽峰认为，挑战与机遇并存。他希望本次研讨会能汇聚中外科学家智慧，共同应对挑战、

寻求机遇，为促进生物医学大数据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据介绍，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由中科院和马普学会于 2005 年共同建立，致力于理论

与实验相结合的计算生物学研究。2015 年底，针对生命健康领域的大数据科学新需求，研

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旨在提升计算生物学创新研究能力，推动其在生命健康科

学和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来源：科学网 

 

阿里云发布定义万物智能的 ET 大脑平台 

3 月 29 日，阿里云举办云栖大会·深圳峰会，此次云栖大会以智能为主题，发布定义

了万物智能的 ET大脑平台。从 ET进入城市交通、医疗和制造领域，到机器学习平台 PAI2.0，

阿里云希望让人工智能这门复杂而前沿的科学变得更加通用，为“万物智能”提供基础设施

和智能引擎，让 AI无处不在。 

http://www.technology.org/2014/07/09/restoring-active-memory-program-poised-launch-darpa/
http://memory.psych.upenn.edu/RAM
https://www.fbo.gov/index?s=opportunity&mode=form&id=5180458df226b0de3b0c9ec626368542&tab=core&_cview=1
https://www.fbo.gov/index?s=opportunity&mode=form&id=5180458df226b0de3b0c9ec626368542&tab=core&_cview=1


在交通方面，目前应用在杭州试点项目中，对杭州的重要交通工具通过视觉技术的分析，

通过对移动数据的分析，通过对公交信息数据的分析，去指挥红绿灯的配置方案，通过这样

的调整，目前杭州的部分路段的交通畅通率提升了 11%，在广州用互联网+信号灯的数据，

让广州的交通变的更通畅。通过阿里云的人工智能技术、地图技术，帮助广州市交警直接在

路口的拥堵指数下降了 19%。 

在医疗方面，ET 医疗大脑的研发大量采用深度学习技术，通过海量的数据作为示例来

训练机器完成特定任务，人工智能 ET已具备多项医疗能力，可在患者虚拟助理、医学影像、

精准医疗、药效挖掘、新药研发、健康管理等领域承担医生助手的角色。阿里云宣布联合英

特尔、linkdoc 启动天池医疗 AI 系列赛，在这个汇集了 6 万多名 AI 算法科学家的平台上，

寻找早期肺癌诊断的智能化判断最优算法，让机器可以通过原始 CT 影像图片协助医生进行

诊断。 

在工业制造方面，通过分析上千个参数，优化光伏切片的精密工艺，提升了 1%的良品

率，为江苏的光伏生产商协鑫在一年内节省了上亿成本。其背后是是阿里云自主研发的云计

算操作系统飞天——可将遍布全球的百万级服务器连成一台超级计算机。 

同时，大会上还发布了机器学习平台 PAI2.0，以更丰富的算法库、更大规模的数据训

练和全面兼容开源的平台化产品，让人工智能这门综合多门学科的技术，变成开发者只需要

托拉拽就能可视化完成开发的普惠性技术。这也是阿里 NASA计划的首个重磅产品。 

来源：速途网 

 

百度全资收购硅谷 AI 初创公司 xPerception 

4 月 13 日上午消息，百度今日宣布全资收购美国科技公司 xPerception，其创始人为

Magic Leap早期华人核心员工包英泽。xPerception专注于机器视觉软硬件解决方案，面向

机器人、AR/VR、智能导盲等行业客户提供以立体惯性相机为核心的机器视觉软硬件产品。 

xPerception创立于硅谷，xPerception采用了软硬件一体的解决方案——“算法+芯片”，

最新的第三代 SLAM 算法，可以支持高速随机运动。其主要产品为一体化立体惯性相机。此

前曾获得真格基金天使投资。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包英泽和陈明裕曾是知名 AR 公司 Magic 

Leap的早期核心工程师。 

来源：智东西 

 

MindMaze 推 VR 脸部情绪识别设备 MASK 

MindMaze，瑞士公司。MindMaze是一家拥有 55名雇员的神经科学公司，专注于将虚拟

现实和运动捕捉跟大脑机器界面结合，帮助病人从创伤中恢复。去年完成 1亿美元融资且估

值达到 10亿美元，其技术已经应用在欧洲和亚洲的 50家医院中，用于帮助中风患者和被截

肢者的康复疗程。 

如今，MindMaze 展示了一种在 VR 中读取脸部情绪的设备，名为 MASK。戴上集成 MASK

的头显后，你马上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虚拟化身在模仿你的表情。产品的电极被安装在泡沫衬

垫面板上，而这些电极可以感觉到你的面部肌肉，甚至可以在完全作出表情之前进行预测。

该设备目前可以追踪的情绪有限，包括微笑、皱眉、眨眼、嘲笑和扬眉。但一旦你解锁了肢



体语言，你还可以在社交 VR中表达更多的东西。相信当主要头显厂商解锁眼动追踪技术后，

各种组合将会使社交 VR体验更加丰富。 

该公司表示最终的消费者版设备售价会低于40美元。直接销售VR外设十分具有挑战性，

因此对 MindMaze来说，主要任务将是与顶级的头显厂商合作，将技术融入到他们的产品中。 

来源：智东西 

 

人工智能程序给照片评分 

近日，图库搜索引擎 Everypixel推出的一款工具“Everypixel Aesthetics”可以给你

答案。这种新的神经网络算法旨在为图片自动生成标签，并判定它的质量优劣。该工具来自

Everypixel，这家创业创企业希望通过创建一种可同时在多个平台浏览的搜索工具，改变素

材图片市场。Aesthetics 工具还处于测试阶段，它允许用户上传照片，得到一系列自动生

成的标签列表，以及“这张图片惊艳绝伦”的百分比。 

据开发商说，这套神经网络已学会像人类一样查看图片，审视颜色、清晰度与主体等要

素。计算机观看并学习了训练数据集中的 946，894个图像，系统才最终成型。 

该系统旨在帮助筛选出最佳图像，但它的准确度如何呢？根据早期的用户报告，该系统

似乎在识别图片锐度和趣味性等方面表现不俗，但它肯定比不过一双人类的眼睛。即使用户

利用 PS图象处理软件在一块白布上用黑笔胡乱涂抹，仍至少可以得到 70分。而且，类似程

序以前也曾出现过——Dreamstime最近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图片编辑加快审核流程。 

来源：智东西 

NIST 报告:视频中的人脸识别是一大挑战 

    据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官网 2017 年 4月 5 日报道，为了推进视频人脸识

别的多样化应用，NIST 开展了一项称为“视频人脸评估(FIVE)”的大型公开测试。FIVE 项

目报告显示，视频人脸识别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为每类应用获取最佳、最准确的识别结果，

需要良好的算法、专门的设计工作、多学科专家小组、有限规模的图像数据库和现场测试。 

    FIVE 在各种环境下拍摄的 109 小时视频图像上，运行了来自 16 个商业供应商的 36 个

原型算法。NIST 使用这些算法将视频中的人脸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匹配，数据库最多可

显示 48000个人的照片。主要研究者帕特里克·格罗瑟(Patrick Grother)表示:“视频图像

的质量和其他属性会严重影响人脸识别的精度”。在某些应用中，人像照片的匹配率可以超

过 99% 。但在 NIST新研究中，即使对于很准确的算法，根据视频或图像质量以及算法的处

理能力，被拍摄个体的识别率仅为 60%至 90%。只有在图像采集质量得到提高的情况下，这

些基于视频的应用程序的精度才能达到静态照片人脸识别的精度。 

    研究报告指出，可以通过高精度要求来避免错误匹配，并改进算法设计。其他建议包括

限定图库大小和只使用高质量的图片。另一项关键点是仅使用质量好的静态照片进行匹配。

该报告还支持由多学科专家小组来设计捕获高质量视频图像的系统。摄影专家可以确定最佳



照明和光学、摄像机定位和安装。 

    在考虑视频人脸识别的部署时，精度并不是唯一需要分析的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计算

机处理的时间代价和训练有素的人脸识别专家等实施者还需要研究网络基础架构和可扩展

性。 

原文链接：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7/04/identifying-faces-video-images-ma

jor-challenge-nist-report-shows 

来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动态 2017年第 8期 

 

战略规划 

未来 20 年六大领域创新趋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

球趋势 2035——进步的悖论》 

2017年 1月 9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发布了每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预测报告

《全球趋势 2035——进步的悖论》。报告主要采用情景分析方法对 2035 年前可能出现的世

界性趋势进行综合预测，为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美国政府提供未来全球战略的评估框架和

决策基础。该项研究用时两年，汇聚了美国以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战略专家智慧，并调查

了超过 2500人的意见。 

《全球趋势 2035》报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对全球趋势的总体预测，提出了三种

可能出现的未来宏观情景；二是对全球主要区域及大国未来 5年可能走向的预测；三是关于

若干关键问题的全球趋势预测，包括人类生活方式、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思潮、政府

治理、战争和恐怖主义等。 

和计算机及医学相关的主要趋势： 

1、信息技术（包含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 

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业务流程和管理，并对经济增长和政治响应

提供支持。作为关键的推动力，信息技术将影响几乎所有新的和即有的行业。物联网和人工

智能（AI）技术的兴起，将形成基于大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新的商业洞察力，改造工业，并推

动先进的机对机通信。人们使用的一些技术，如增强/虚拟现实（AR / VR），将对社会带来

变革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媒体，娱乐和日常生活方面。 

信息技术可能对金融部门产生重大影响。数字货币技术、区块链交易技术、以及用于预

测分析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将重塑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也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以及金融网络的易损节点形成威胁。 

新的信息技术也正在深刻地改变交通和能源消耗。把数据分析算法和实时的地球物理信

息相结合的应用程序，如 Uber和 Waze，有助于优化交通模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城市烟

雾。这为半自动和全自动驾驶车辆的优势提供了支持。自动驾驶可以降低交通密度和事故率，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7/04/identifying-faces-video-images-major-challenge-nist-report-shows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7/04/identifying-faces-video-images-major-challenge-nist-report-shows


同时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 

潜在的问题： 

新兴信息技术对数据的依赖性不断升高，需要建立起明确的数据所有权界限和标准。数

据隐私和保护、跨境数据流和网络安全可能成为日益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冲突点。一些国

家试图限制信息技术的迅速传播，控制信息的流动，以减少就业的错位和波动，但这样做会

降低经济和社会收益。道德约束较低的国家可能会实施或放任其他国家反对的技术发展，以

吸引高技术企业，增强研发能力。 

国家、企业、活动家团体，宗教组织和公民都试图通过管理信息使自身获益，这助长了

激烈的和不断变化的信息通信竞争，这种竞争的威胁正延伸到更深层次和更敏感的领域：人

类的认知和情感。社交媒体发展的早期，曾希望更多和更自由的通信将迎来一个民主化的新

时代。但独裁国家擅长利用信息管控保持社会控制，而开放国家的信息自由流动加剧了社会

分化和政治极化。社交媒体也使危险的错误信息得以快速传播，很多人倾向于不加分辨地轻

信谣言，并继续把谣言传给其他轻信者。 

信息技术领域可能会需要一些新的职业，包括信息检验、错误报告、隐私保护和骚扰防

范等。社会媒体中的“真理”标准日益不清晰和不确定——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认可的“真

理”都不过是一套并无特别之处的宣传。  

过去人们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来建立起关于真理标准的共识，但技术已经重新定

义了人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并对政府形成了挑战。现在政府需要找到新的途径去为其外交

政策或是谈判目的建立“信誉”。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技术变革速度可能超过任何以往的经验。一些专家

担心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过经济、社会和个人的适应能力。从历史上看，每次技术变革最初会

使就业和生活水平降低，但之后会提高，新的行业和部门会创造比失业数量更多和更好的工

作。然而，变革速度的加快正在对培训和教育系统的适应能力提出更大挑战，使社会难以及

时找到具有相关技能和经验的工作者。自动驾驶汽车将消灭对卡车、出租车和其他公共交通

司机的需求，这可能成为短期内最引人关注的技术性失业案例。 

新技术以及其创造的就业机会将需要专门的专业知识和复杂的管理技能，可能无法给大

量失业者提供再就业机会。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加剧具有所需技能的人群和掌握过

时技能的人群之间的经济鸿沟。 

新技术也将提高公众对机会和财富不平等现象的感知。为了减轻这种感知的负面影响，

程序员们试图设计有感情的虚拟世界，通常被称为“情感机器”。但社会批评家们担心，滥

用信息技术已经导致了公民与社会脱节，增强现实（AR） /虚拟现实（ VR）等新技术的发

展可能会重蹈覆辙。 

2、生物和健康技术： 

由于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推动，最近生物技术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信息技术。人

们期待着生物技术对全球粮食供应与人类健康提供帮助。把包含基因编辑的生物技术应用到

食品生产，特别是用于小众作物，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扩大种植范围，改善作物对恶劣天

气和植物病害的耐性。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有潜力消灭可能携带疟疾的蚊子，或通过改变遗

传密码治疗囊性纤维化等疾病，为人类健康带来突破。在气候变化正对农业生产形成威胁的

今天，提高粮食安全和改善民众健康对于发展中国家将尤为关键。 



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将能够帮助更好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生物技术将帮助克服抗

菌素耐药性，通过新的病原体早期检测技术阻止潜在的全球性爆发传染病。潜在的病原体早

期检测。一些基因疾病将被根除，对免疫系统的基因操作将获得突破，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

全球健康，并降低医疗费用。 

计算技术和高通量测序和培养技术的发展将增强对人类微生物组的认识和操作能力，这

可能有助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肌营养不良、多发性硬化症、

纤维肌痛症等，也许还包括某些癌症。某些微生物也可以辅助治疗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

其他与压力相关的精神疾病。 

对神经元的光学监测和对神经活动的光调制技术可以帮助科学家观察大脑活动，以预防

或治疗疾病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和精神分裂症。这些工具也能为人工智能仿生脑系统

的构建提供帮助。 

潜在的问题： 

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仍然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或未经充分的测试，也不接受其开发或应

用，这将削弱转基因技术在增加粮食供应，降低价格和改善食物营养方面的潜力。一些遗传

技术，如“基因驱动”技术有可能会难以遏制地改变整个物种的基因组，例如使蚊子无法携

带疟疾或其他致命的病原体，如果这些物种水平上的遗传操作被付诸实现，可能发生不可预

见的后果。不管潜在的利益有多大，这些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反对。 

到 2035 年，人类寿命可能将继续逐步延长。但提高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可能会增加社会

的金融成本，特别是在那些人口老龄化已经令政府预算不堪重负的国家。但是，遗传病医疗

和基因组疗法的进步将能够节省医疗保险支出，省下来的费用可能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增加

的成本。 

当事关生死问题以及更广泛的技术问题时，关于知识产权制度应以道德优先还是效率优

先的讨论很可能在国际上产生更多争论。   

如果大多数治疗疾病或提高人体机能的新技术在早期只能提供给高收入人群，可能会引

发政治上的分歧和争辩。通过改变人类基因库来改变人类的基本能力，提升智能或体能，有

可能在国内和国际导致尖锐的道德争议。 

生物技术的进步，包括具有标准化工具和编程语言的自动化“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可

能将使得个人具备制造致命的微生物，发动生物恐怖袭击的潜力。 

来源： 三思派 

 

欧盟顾问小组提未来 FET 三项领域建议 

2017年 3月，欧盟委员会未来新兴技术(FET)顾问小组发布《未来 FET旗舰计划》报告，

提出三项重要的主题领域建议，包括:健康与医药、互联社会和环境保护。FET 顾问小组基

于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科学领导能力，从公众咨询而来的 24 项旗舰计划主题中确定出上述三

项。本文将重点介绍“互联社会”这一项主题领域。 

1.互联社会的具体技术及重要影响 



报告指出，互联社会涉及的具体技术和内容有: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复杂系统(如:

城市)、交通、用于组件和系统的新型功能材料等。未来社会将实现计算机、数据库、设备、

人类、大脑、智能机器和机器人的广泛连接。未来互联网将包括物联网、人联网和物理网络

系统。互联社会将全方位影响人们的生活，包括教育、医疗系统和医药、安全、就业、艺术

和文化等。 

2.互联社会拟解决的科技挑战及方法 

 “互联社会”这一旗舰计划主要拟解决的科技挑战包括:(1)理解人、信息与资源之间

的协调、运动、集成和互作用，以及如何通过物理和社会网络来影响文化、政治与经济行为，

进而塑造未来社会。搭建“风洞”或平台，实现对相关变化的预测、理解和监测，使教育界、

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能更快、更好地做出决策调整。(2)现实世界越来越依赖于逐步增多的、

独立的网络一物理、网络一人类、社会一技术和社会一生态网络。这些系统都十分复杂，如

果仅独立地而非综合研究它们，将难以理解其特性。(3)整个社会将大幅利用能“学习”、“思

考”、“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的机器人和智能机器。打造并利用这些机器来改善人类生

活、延长人类寿命、减少社会差距、保护地球等等，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要想解决上述挑战，必须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包括经典基础科学、现代交叉学科领域包

括:计算机科学、高技术产业、工程、社会科学和哲学等等。具体学科包括：物理学、数学、

社会科学、工程学和神经工程学等。 

原文链接：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report-future-fet-flagships 

来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动态 2017年第 8期 

 

NSF 鼓励探索物联网主题 

2017年 3月 29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致同事信，鼓励研究人员通过“产业

与高校合作研究中心项目”(IUCRC)开展物联网研究。物联网是互联网研发和部署过程的新

兴范式，并有潜力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物联网通常被理解为物理设备包括电子设

备、传感器、驱动器和软件等的内部网络，能收集和交流相关数据，或在某些情况下与物理

环境展开交互。 

    NSF期望研究人员能开展如下主题的研究:移动技术与应用、医疗护理和生物医药技术、

智能电网和能源管理、物联网平台/传感器/控制器和驱动器、农业与基于种植的应用、智慧

城市/社区应用、交通及其管理系统、工业与制造应用、量化机制与定标比超、标准/实践/

政策，以及物联网中的信任/安全/隐私。 

原文链接： 

https://www.nsf.gov/pubs/2017/nsf17072/nsf17072.jsp?WT.mc_ id=USNSF_179 

来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动态 2017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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