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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智能巡检

保障电网安全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数

字智能技术被广泛用于变

电监控、巡视，助力电网安

全运行。数字智能监控系统

能够对 10 千伏开关柜运行

状态、设备温度、告警信息

进行 24 小时全程跟踪并实

时上传信息，极大地保障了

电网设备健康。

图为日前， 山东安丘

市 110 千伏南埠变电站内，

供电人员对数字智能监控

系 统 发 现 的 问 题 进 行 处

理。

李文博 摄

类脑智能：

模仿人脑高效处理信息

类脑智能已然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热词。 日前，“问天 I”类脑计算机技术成果在江苏南京

发布，该计算机模拟大脑神经网络运行，是国内目前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类脑计算机。

类脑智能又被称为神经形态计算， 它通过模仿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 让计算机软硬件实现

信息高效处理。 相比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它具有低功耗、高算力的特点。

“人脑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它的简约高效无与伦比。 因此人工智能领域

的专家们设想，能否以大脑为原型开发出更强大的人工智能。 ”谈起类脑智能，北京工商大学计

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静珠表示。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

技术存在局限

今年，多款大语言模型面世，全

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人工智能热

潮。 目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

能主流应用， 事实上都是模型驱动

的。 程序开发者为软件设置了行为

和结构，在此基础上，软件可以通过

数据不断得到训练， 形成可以与人

互动的人工智能。

“这种技术路线的局限性很明

显， 大模型需要高质量的标注数据，

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很多人力；更为

突出的问题是大模型训练所耗费的

计算资源非常庞大，需要超级算力的

支撑。 另外这种人工智能的自主学

习、自适应能力较弱，逻辑分析和推

理能力相对欠缺。 ”吴静珠介绍。

1956 年， 在计算机科学大家云

集的达特茅斯会议上， 科学家们就

提出或许可以依托脑神经科学和认

知科学这两大基础领域， 建立多学

科协同的工作机制， 开发出达到甚

至超越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 但是，

对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这些想法

太过超前，无法实施，直到近些年才

被提上日程。

吴静珠强调， 脑科学和认知科

学是开发类脑智能最重要的基础

学科。 近年来，随着功能核磁共振

等成像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大脑的

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为仿照

大脑设计计算机软硬件提供了必

要条件。

软类脑和硬类脑是实

现类脑智能的两大路径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发展中世

界工程技术科学院院士韩力群认

为，简单来说，类脑智能的实现路径

大致可以分为软类脑和硬类脑两

类。 吴静珠解释道，这二者的主要区

别在于侧重点不同，前者重算法，后

者重硬件。 虽然路径不同，但是总体

来看二者相辅相成。

软类脑主要侧重让算法和模型

能够模拟大脑的工作模式。 虽然没

有神经细胞、蛋白质等物质，但是计

算机可以模仿大脑的信息加工机

制，把现实中的物质形式化，从而在

软件中模拟大脑。

硬类脑主要侧重在硬件材料方

面寻求突破， 通过开发神经形态的

芯片（如类脑芯片）和其他介质，以

生物电子学、 神经形态工程等学科

为基础， 模拟生物神经元乃至整个

大脑。 韩力群表示，硬类脑走的道路

就是“先追求形似，再考虑神似”。在

一枚理想的类脑芯片当中， 包含许

多相当于神经元的处理器， 这些处

理器之间的通信系统相当于神经纤

维，突触等结构可能也会被模拟。

吴静珠介绍， 软类脑路线和传

统人工智能的开发同样强调算法，

有较多的技术积累， 所以目前发展

速度较快。 而硬类脑所需的新材料、

新产品在研发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虽然软类脑和硬类脑的实现

路径不同，但是从大方向上看，它们

的目标是一致的， 两种路线的探索

过程和创造出的成果也能为彼此提

供支持。 所以说，两条实践路径都是

有价值的。 ”吴静珠说。

类脑智能技术发展需

多学科交叉协作

吴静珠介绍，2013年左右，部分

发达国家的类脑智能研究率先起

步，我国的相关研究是在 2016 年左

右启动的。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的

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取得了一

些成果。 如 2019 年 8 月， 清华大学

施路平团队开发出了全球首款异构

融合类脑计算芯片， 该芯片结合了

类脑计算和基于计算机科学的机器

学习技术， 有望促进人工通用智能

（AGI）的研究和发展；2020 年 1 月，

清华大学钱鹤、 吴华强团队与合作

者研发出全球首款多阵列忆阻器存

算一体芯片。

在产业界 ，百度 、科大讯飞 、阿

里巴巴、 华为等企业都在近几年提

出了一些与类脑智能应用相关的概

念， 随着类脑科学研究取得进展，

“电子脑”正在从文字概念转向现实

应用。 据了解，已经正式开展应用的

“问天 I” 类脑计算机具备 5 亿神经

元 、2500 亿突触智能规模， 神经元

数、突触规模位居全球第二，较现有

计算系统能效提升 10 倍以上。 在成

果发布会上，“问天” 类脑超算团队

表示， 将继续研发新一代类脑计算

机， 进一步革新类脑计算芯片架构

与软件系统框架， 打造引领未来发

展的类脑计算平台。

尽管类脑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

很大进步 ，但人类目前对人脑的了

解依然是不够的。 吴静珠提醒 ，人

类目前对于人脑和神经系统如何

产生感觉、知觉、情绪、思维、意识，

如何创造语言、行为，仍然一知半

解。 类脑智能研究要想取得更高水

平的研究成果 ，就需要更多脑科学

和认知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

和成果突破。

“类脑智能还需要生物医学、计

算机、 电子信息技术等多领域多学

科的交叉协作才能取得更高层次的

发展。 尽管刚刚起步，但我相信它的

未来值得期待。 ”吴静珠总结道。

（孙明源）

太阳或比

人们以前认为的小

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日前报道 ，

英国和日本科学家对穿过太阳的声波开

展的测量显示 ， 太阳可能比人们以前认

为的要小 ， 这一发现或将改变人们对其

内部结构和行为的理解。

天文学家一般通过测量太阳的发光部

分（光球）来估计其大小，这种测量一般在

日食期间完成。 而通过测量穿过太阳的声

波， 也可以估算其半径。 20 世纪 90 年代，

天文学家利用太阳表面附近的声波（f 波）

估算了太阳的半径。 利用太阳内部及其表

面下等离子体循环的模型， 研究人员发现

利用 f 波方法测得的太阳半径略小于光球

方法测得的半径， 这表明人们对太阳内部

的了解并不完整。

在最新研究中， 英国剑桥大学和日本

东京大学研究人员使用 p 波计算了太阳的

半径， 这种声波由太阳内部物质的运动产

生，很容易穿过其核心。这一方法测得的结

果比光球方法小万分之几。

研究人员指出， 这种差异足以改变

天文学家根据地震学推断出的太阳的性

质，地震学推断指与太阳的核反应、化学

成分和基本结构有关的方面。 此外，太阳

半径的改变也意味着太阳等离子体层深

度的改变 。 如果无法获得正确的太阳半

径 ， 人们就有可能对组成太阳内部结构

的微量元素得出误导性结论 。 弄清楚太

阳的半径和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也有助

了解其他恒星。

（刘霞）

手机护眼屏

是怎样炼成的

近日， 全新一代荣耀 100 系列正式发

布， 其搭载绿洲护眼实验室的新成果———

绿洲护眼屏， 以全天护眼屏幕满足当下消

费者的护眼需求。 据介绍，过去 3 年，荣耀

累计投入超 10 亿元用于护眼屏研发，获得

了 500 多项显示相关专利。

手机屏幕的蓝光 、频闪等，是伤害眼

睛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当 PWM 频率过低

时，频闪会更加明显，导致眼睛更容易感

到疲劳 。 常见的办法是通过减少蓝光来

保护眼睛 ， 但这样会导致屏幕颜色整体

偏黄。

荣耀首席执行官赵明介绍， 绿洲护

眼屏的屏幕色彩能够根据周围环境光线

的不同进行智能调节 ， 使得色温与周围

光线保持一致 ， 带来更加舒适的观看体

验 。 在夜晚的暗光环境下 ， 360 度自适应

调光功能能够更准确地获取环境光线信

息，从而智能调整屏幕亮度。

日落后， 绿洲护眼屏的调节屏幕色温

功能会自动开启， 在 4 小时内逐步降低屏

幕色温，无感知去蓝光助眠。这种助眠功能

能够促进人体褪黑素的正常分泌， 褪黑素

浓度提升 20%，从而达到助眠的效果。

同时，绿洲护眼屏使用高达 3840 赫兹

的自研超高频 PWM 调光技术。 相较于其

他 1440 赫兹 、1920 赫兹以及 2160 赫兹的

调光频率 ，3840 赫兹的超高频 PWM 调光

技术更能有效抑制低频调光导致的视觉疲

劳问题。

当前， 护眼显示已成为行业的重要演

进方向。据悉，荣耀计划 3 年内再投入超过

10 亿元研发费用，以荣耀绿洲护眼实验室

为基石，联手北京同仁医院、上海市眼病防

治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德国莱茵、京

东方、维信诺、天马微电子等单位，在护眼

标准与评价体系建设、眼健康和生物医学、

先进屏幕技术以及科研学术单位共建四大

领域，与合作方展开深度合作，加快推动屏

幕护眼技术创新落地。

（杨雪）

热点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