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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简称为 AI 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一直是科幻电影和小说中的常客。现在，

随着模式识别、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这

种幻想中的未来角色，正在逐步走入人们的现实

生活。我们已经在使用较低水平的人工智能技术

来诊断疾病、提供教育，并开发新的技术——比如

智能交通。

《哈佛商业评论》就报道说，2015 年全球数字

媒体与新兴科技将会再次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

活，其中居首位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 2015 年，智

能手机内的虚拟个人助理技术也将日益成熟。

人工智能甚至被视为科技行业最新的下一个

“大热门”。在硅谷，已有超过 1700 家创业公司加

入人工智能浪潮。

一般而言，有热潮，就会有泼冷水的。英国理

论物理学家霍金近日就给 AI 泼了一瓢冷水，他预

言人工智能科技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将超越人

类智能，并控制或灭绝人类。

无独有偶，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博斯特罗姆近

日也发表言论，说超级人工智能是人类未来最大

的存在风险，其风险性高于自然灾害、环境恶化和

流行疾病。

他们所警示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说是存在的，

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成为现实。

人工智能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功能，各种各样的软件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各种需

求被开发出来，一个软件就可以做一件事。我们的

AI 技术，大多停留在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智

能，要求机器模仿人类去看、去听，甚至去修正、改

进。这是一些 AI 正在攀登并已初步达到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智力。智力包括创造力，让一件没有

经历过的事情发生并完成这样的创造力，对机器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鸿沟。智力还包括判断力，人类

能在信息不完全时作出判断，机器却很难做到。目

前的 AI 技术还没能达到这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

智慧。人类中的智者，能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升华

出各种思想，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总结、提炼。这一

阶段对机器来说，就更遥远了。

所以，要真正做到人工智能，其实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如何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智慧，这是类

人脑工程的研究者们正在作的探索。这一探索虽

然目前看来距离成功还很遥远，但如果成功了呢？

那会不会就是人类的灭亡之日？

早有人设想过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科幻小说

家阿西莫夫早在数十年前就提出过“机器人三定

律”：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

害;二，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

命令;三，在不违背第一和第二法则的情况下，机器

人必须保护自己。这个著名的三定律早就被读者

们找出过它的漏洞，但它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

提醒人们，AI技术的发展也必须有它的伦理准则。

如今，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正逐渐增大。未

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根除疾病和贫困将不再是

遥不可及的梦想。有人说，人工智能可能“比核武

器更加危险”。但核武器被开发近 70 年来，世界非

但没有毁灭，反而进入一个微妙的较和平时期。核

能的和平利用，也在为人类的现代生活作出贡献。

AI，是有爱还是有害？将最终取决于人类自

己的选择。

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有一种闻名遐
迩的飞鱼。它们破浪而出，就像群鸟掠过
海空，堪称一大自然奇观。

最新一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报》
刊发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徐光辉、赵丽君和沈辰辰的一项研究
成果：“史前飞鱼的体内受精证据和水上滑
翔起源”。该发现代表了飞鱼类最原始最古
老的化石记录，为研究史前飞鱼的生殖方
式和水上滑翔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
这项发现也增进了我们对中三叠世时期古
特提斯洋生态复杂性的认识，对二叠纪末
生物大灭绝后的古生态系统变化研究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在动物王国中，会飞的脊椎动物不
少，但在长达 4 亿多年的硬骨鱼类进化历
史中，水上滑翔机制只出现过两次，分别
出现在 2 亿多年前的胸鳍鱼科和现代的飞
鱼科。因为现代飞鱼类化石稀少，我们尚
不清楚飞鱼类如何形成这种水上滑翔能
力，但是灭绝的飞鱼物种化石或许能够让
我们了解这些飞鱼类生物是如何进化出滑
翔能力的。

此前，中科院古脊椎所和浙江自然博
物馆组成的研究小组在贵州省发现一种距
今约 2.4 亿年的史前飞鱼类化石：精美乌
沙鱼。根据精美乌沙鱼以及其他史前飞鱼
化石的研究，徐光辉等提出了一个“头部

特化-尾下叶加长-胸鳍变大-鳞片退化”
的史前飞鱼演化序列，认为飞鱼类的水上
滑翔是逐步进化而成的：首先，它们头
部特化可能帮助它们生活于上层水域；
随后，进化出非对称尾鳍以帮助它们从
水中弹射出来；再然后，进化出帮助它
们在空中滑翔的大胸鳍；最终，鳞片退
化使得它们体重减轻以增进滑翔的效能
和机动性。

脊椎动物的受精方式可分体外受精和
体内受精。大部分的现代鱼类均为体外受
精。为了适应海洋表层水域生活和繁殖，
现代飞鱼的产卵习性很特别，它们产下来
的卵需要附着在海面的漂浮物上，例如马

尾藻的下面，甚至连漂浮的竹竿或杂物也
可以利用。通过对精美乌沙鱼和其他史前
飞鱼化石的研究，徐光辉等认为，史前飞
鱼的生殖方式与现代飞鱼不同，是体内受
精的。也就是说，史前飞鱼类生下来就是
小鱼，就和人类、鲸鱼和卵胎生真骨鱼类
似。保存十分完好的史前飞鱼化石显示，
其雄性个体的臀鳍条十分特别，末端带有
一些钩子。研究人员据此推测，史前飞鱼
的交配过程与现代卵胎生真骨鱼类似，雄
鱼的臀鳍在肌肉的帮助下勃起，向前伸到
雌鱼的身体下方泄殖腔内，雄鱼用臀鳍条
末端的钩子抓住雌鱼，以帮助顺利完成体
内受精过程。

人工智能：

下一个“大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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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4年，万物互联互通显然
是全球最深刻的变化之一。物联网，被视作
继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之后将再一次
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革的力量。在这
样的大背景之下，车联网大行其道，汽车与互
联网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占据车界年度亮点。

车联网，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一系列信息
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汽车与互联网相
连接，以实现对汽车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
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事实上，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对汽车行
业的影响早已开始，并且正在不断推向纵深。

第一个阶段，以汽车智能化为特点，就是
在汽车上越来越多地应用电子电气技术，把
汽车变成“装有四个轮子的电脑”；第二个阶
段，以“车联网”为特点，即在“汽车智能化”的
基础上，通过无线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汽
车与外部世界的信息沟通，使汽车成为一台
能够上网的电脑，为与汽车相关的增值服务

产生巨大的业务空间；第三个阶段，是汽车行
业与 IT 行业在主营业务上实现融合的阶
段。汽车产业诞生一种全新的价值创造模
式，基于互联网的各种软件应用及服务，这种
服务所蕴含的价值甚至可能超过一辆汽车本
身的价值。

在社会的进化中，汽车的角色定位也不
断演进。车主已不仅是车主，还是使用汽车
上网的网民；汽车业不再是传统制造业，还是
一个 IT 和互联网产业。整个产业链条都有
了创新的可能；在汽车制造之外，围绕汽车的
软件开发为行业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来源。

2014 年 日 内 瓦 车 展 上 ，苹 果 发 布 了
Carplay 车 载 操 作 系 统 。 该 系 统 可 将
iPhone5 及其后代苹果手机与汽车关联，驾
驶者可以通过中控台实现打电话、发短信、应
用电子地图、听音乐等功能，且能实现交互语
音控制功能。谷歌推出的 AndriodAuto 与
苹果的车载操作系统功能类似，但谷歌希望

可以将此系统直接嵌入汽车，而不需要通过
连接手机与汽车实现网络互通。

此外，福特的 SYNCApplink 平台和丰
田 Entune 系统等都各自具备了远程服务和
较为丰富的 App 接入功能。特斯拉在中国
市场也与通信运营商合作，可以直接在中控
屏进行网页浏览操作。

“车联网的时代来了，车联网的商业蓝海
来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付于武表示，
智能技术与互联技术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汽
车。在中国两化融合的浪潮中，智能汽车和车
联网是两化融合的最佳结合点。目前，我国车
联网产业已经基本具备了技术、市场以及制度
等基础，4G网络和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应用
也为车联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不过，目前的车联网技术还仅仅停留在
“上网”的阶段，车与车之间、车与行人之间的
信息交换还比较匮乏，语音、导航、兴趣点、紧
急救援等都只是车联网的一隅。各个厂家对
车联网的研发也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技
术接口和通信协议，相互间的兼容性较低。
付于武表示，中国车企要对汽车产业进行重
新思考，要用互联网思维去定义汽车。汽车
的网络属性，未来可以体现得更多。

智能汽车引领变革

当特斯拉那块 17 英寸的中控屏
实实在在摆在消费者面前时，人们惊
叹，汽车已经不仅是代步的机械工具，
而成为了满足安全性、娱乐性等诸多
需求的科技产品。此后，汽车智能化成
为令汽车界兴奋的发展方向。

何谓“智能汽车”？就是在普通汽
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先进的传感器（雷
达、摄像）、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通
过车载传感系统和信息终端实现与
人、车、路等的智能信息交换，使汽车
具备智能的环境感知能力，能够自动
分析汽车行驶的安全及危险状态，并
使汽车按照人的意愿到达目的地，最
终实现替代人来操作的目的。

智能车辆是一个集环境感知、规
划决策、多等级辅助驾驶等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系统，它集中运用了计算机、
现代传感、信息融合、通讯、人工智能
及自动控制等技术，是典型的高新技
术综合体。

透过 CES 消费电子展可以看到，
当下智能汽车市场参与者不断增多，
软硬件快速发展，智能驾驶技术正由
辅助驾驶转化为自主驾驶，智能汽车
的重要部件由碎片化状态逐渐整合为
系统，智能生态正在形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
长安筱鹏表示，汽车智能化的步伐正在
不断加快，从感知到控制、从部件到整
车、从单项到集成、从单向到互动、从车
内到车外正在发生全方位变革，汽车正
在驶入一个“全面感知+可靠通信+智能
驾驶”的新时代，智能汽车正为汽车产
业的发展描绘出一幅广阔蓝图。

目前，智能车辆已经成为世界汽
车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和汽车工业增
长的新动力，很多发达国家都将其纳
入到各自重点发展的智能交通系统当
中。国内部分整车企业也开始探索传
统汽车智能化的多种路径，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
通信企业、集成电路企业等信息与通
讯企业作为新的参与者，已经在智能
汽车领域进行了积极布局。

安筱鹏表示，展望未来 30 年，汽
车工业无论在产品形态、功能定位、使
用方式，还是在产业链构成、商业模
式、竞争格局上都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而这种变革已经显现的两个重要演进
方向之一就是智能化。

在 美 国 拉 斯 韦 加 斯 举 行 的在 美 国 拉 斯 韦 加 斯 举 行 的
20152015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CESCES））上上，，智能汽车毫无争议地成智能汽车毫无争议地成
为今年展会的为今年展会的““绝对主角绝对主角”，”，包括奥包括奥
迪迪、、奔驰奔驰、、宝马在内的宝马在内的 1010 个主流汽个主流汽
车厂商竞相推出了新研发的智能车厂商竞相推出了新研发的智能
汽车汽车、、无人驾驶技术无人驾驶技术、、车载系统以车载系统以
及车联网形式的新尝试及车联网形式的新尝试。。同时同时，，各各
大大 ITIT 厂商也纷纷加入到智能汽车厂商也纷纷加入到智能汽车
硬件与软件系统开发中硬件与软件系统开发中，，丰富着人丰富着人
们对于智能交通的憧憬们对于智能交通的憧憬。。但是但是，，汽汽
车厂商们也表示车厂商们也表示：“：“未来未来 55 至至 1010 年年
将看到各种自动驾驶系统逐步推将看到各种自动驾驶系统逐步推
出出。”。”而第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而第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预计要到预计要到 20252025年以后年以后。。

轿车前排两个座椅 180 度旋转，四个成
年人在行驶过程中，面对面地聊天或者开
会。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发生在今年的
CES消费电子展上的实景。

奔驰在展会上发布的 F015 概念车，借
助于自动驾驶技术，利用立体摄像头、雷达
以及超声波传感器来获取车辆四周的环境
数据，来为自动驾驶提供大量的参考信息。
当车辆在自动驾驶时感知到可能发生碰撞
或其他突发情况，会采取如施加制动等适当
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

智能汽车前两个层次的“辅助驾驶技术”

和“半自动驾驶技术”在业内已得到广泛应用，
并成为提升产品档次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
段。目前，世界汽车巨头们正致力于第三个层
次“高度自动驾驶技术”的实用化研发和产业
化。

对于智能汽车的发展，实现无人驾驶或
将是最高目标之一。今后的汽车发展也将
向创新型的、更具科技实力、更具人性体验
的智能化时代发展。去年 12 月，谷歌宣布
其第一辆完整功能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制
造完毕，将会在 2015 年正式路测。这辆车
上没有方向盘，没有加速踏板和刹车踏板，

汽车上安装了大量传感器，它的车辆控制系
统将会作出驾驶动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技
术中心主任李骏认为，智能汽车的发展将对
道路安全作出贡献，降低交通事故率，解决
交通堵塞问题，提高交通效率，能够有效降
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
汽车大国来说尤为重要，同时，也会对社会
经济效益产生良性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
智能汽车将影响到驾驶者的生活方式，让机
动出行变得更便捷。

当然，在无人驾驶引发关注的同时，也
有很多人担心，由于机器运作的逻辑，它不
受情绪干扰，按程序办事，难以应对突发事
件，在恶劣天气下的系统性能也颇受质疑。
但即便如此，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也认为，
无人驾驶比有人驾驶还要安全 10倍。

无人驾驶成为“造梦者”

车联网争夺驾驶权

我国研究人员 8 日说，猴子经过训练可以学

会照镜子，认识到镜子中的猴子就是它自己，学会

后似乎就喜欢上了照镜子。这一成果将有助了解

人类自我意识的起源和神经机制。这项研究发表

在新一期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新华社发）

猴子也能学会照镜子
最 新 动 向

“梅赛德斯旨在发展真正超人的自主
驾驶能力。”在今年 CES 的展会现场，谈及
汽车的未来，戴姆勒公司董事长和梅赛德
斯奔驰汽车的负责人蔡澈博士这样表示。

在展厅显著位置，蔡澈指着新推出的
概念车 F015 介绍说，这款概念车在未来

可以自动驾驶，座位可旋转为彼此面对，并
且拥有一个电脑化的大脑以观看行人交
通。同时，这款概念车还拥有内部特征手
势和眼睛跟踪控制功能，以及可自由浮动
的驾驶仪器，旨在保护驾驶者的空间、时间
和隐私。

对于不可避免的事故，F015 未来还会
面临法律障碍，但蔡澈表示：“这些都是我
们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行业问题。美好时
光和私人空间将成为未来真正的奢侈品，
而这些概念将帮助我们实现自由和灵活性
的梦想。” 文／本报记者 陈 颐

超 人 的 自 主 驾 驶 能 力

③③③

①①

②②

图①图① 奥迪无人驾驶汽车模型奥迪无人驾驶汽车模型。。

图②图② 奥迪全自动轿车的自动驾驶仪表板奥迪全自动轿车的自动驾驶仪表板。。

图③图③ 奔驰公司的混合动力全自动驾驶概念车奔驰公司的混合动力全自动驾驶概念车。。

（（新华社发）

未来驾驶未来驾驶,,信它还是信自己信它还是信自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瑾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