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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科学走进科学

探索发现探索发现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人工智
能和机器学习发挥的重要作用已有目共
睹，疫情让无数企业充分认识到了数字化
技术的力量。2021年，人工智能及其相关
技术的应用，无疑会更受到大众的持续关
注。特别是在各行各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
过程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更是不可或
缺的关键技术。随着软件和芯片技术的进
步，机器学习可以发挥出比以往更大的作
用。

云技术应用越来越广
“全真互联网”时代来临

2021年，云技术从云端延伸到边缘的
推进将进一步加速。不只是设备密集的数
据中心，农村地区、野外，甚至空中、近
地轨道，都可以获得强大的云存储及计算
能力。将有越来越多原本在云中运行的软
件可以在身边运行，改善人们的生活，从
医疗保健到交通运输、娱乐、制造等。因
为云技术的不断拓展，图像、视频和音频
的表达将超过文字；采用数字技术的新在
线支付平台崛起，取代陈旧的支付方式。
小企业竞相上云，开始利用先进的云技术
服务客户。2021年北斗的应用也将迎来爆
发式增长，将有更多智能手机接入北斗，
将快速升级手机导航、移动出行、外卖点
餐、运动健身等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应
用体验。

2020年末，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提出
“全真互联网”概念，意味着未来线上线
下的一体化、实体和电子方式将进一步融
合。阿里达摩院提出，未来芯片、开发平
台、应用软件乃至计算机等将诞生于云
上，可将网络、服务器、操作系统等基础
架构层高度抽象化，降低计算成本、提升
迭代效率，大幅降低云计算使用门槛，
AI、5G、区块链等技术都以云原生的方

式落地式落地，，企业获取企业获取ITIT服务的路径再次被缩服务的路径再次被缩
短短。。

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
农业进入智慧时代

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
表的科学技术正在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
打通农业产业的全链路流程。结合新一代
传感器技术，农田地面数据信息得以实时
获取和感知，并依靠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
能技术快速处理海量领域农业数据，实现
农作物监测、精细化育种和环境资源按需
分配。同时，通过5G、物联网、区块链
等技术的应用确保农产品物流运输中的可
控和可追溯，保障农产品整体供应链流程
的安全可靠。农业将告别“靠天”吃饭，
进入智慧农业时代。

工业互联网从单点智能
走向更多自动化、全局智能化

疫情中数字经济所展现出来的韧性让
企业更加重视工业智能的价值，加之数字
技术的进一步普及、新基建的投资拉动，
这些因素将共同推动工业智能从单点智能
快速跃迁到全局智能，特别是汽车、消费
电子、品牌服饰、钢铁、水泥、化工等具
备良好信息化基础的制造业，贯穿供应
链、生产、资产、物流、销售等各环节在
内的企业生产决策闭环的全局智能化应用
将大规模涌现。因为企业数字化的加速对
效能、速度和大众化都提出了要求，2021
年有一个趋势将会加速发展，即对尽可能
多的事情加快自动化。

智慧运营中心
将成为城市标配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些
“智慧城市”作用凸显。随着AioT（智能
物联网）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普及、空间计
算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提升运营中心的

智慧化水平，在数字孪生基础上把城市作
为统一系统并提升整体智慧治理能力，进
而成为未来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弥补以
往“重建设轻运营”所导致的业务应用不
足等短板。

5G与物联网技术更普遍
“随处运营”模式涌现

《IEEE全球CIO、CTO访问调研》显
示，因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52%
的受访者加快了5G技术的采用。2021年
5G肯定会继续深刻影响商业世界，而伴
随着5G技术进一步普及与应用的落地，
物联网技术也将迎来新的突破。据中国信
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
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以及各行业的应用投资累计超过3.5万
亿元。

随处运营模式，即无论客户、员工和
企业合作伙伴处在什么地方，企业都能照
样运营下去。根据IT研究机构Gartner的
报告，到2021年及以后，随处运营模式
将是“数字优先，远程优先”。

脑机接口超越极限
“AI+医药”提升研发效率

脑机接口是新一代人机交互和人机混
合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对神经工程的发
展起到重要支撑与推动作用，可帮助人类
从更高维度空间进一步解析人类大脑的工
作原理。这一新技术探索性地将大脑与外
部设备进行通信，并借由脑力意念控制机
器。例如在控制机械臂等方面帮助提升应
用精度，将为神志清醒、思维健全但口不
能言、手不能动的患者提供精准康复服
务。

2021年，AI与药物、疫苗研发结合
是大势所趋。随着新型AI算法的迭代及
算力突破，AI将有效解决疫苗/药物研发
周期长、成本高等难题。AI与疫苗、药物
临床研究的结合可减少重复劳动与时间消

耗，提升研发效率，极大推动医疗服务和
药物的普惠化。

量子计算商业化时间提前

据IDC的调研，全球超过50%的被访
行业用户计划未来两年内在IT基础架构领
域尝试量子计算的投资。IDC中国副总裁
兼首席分析师武连峰认为，量子计算目前
处于商业化前夜，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
里，量子计算将改变很多领域，如化学工
程、材料科学、药物发现、投资组合优
化、机器学习等。

第三代半导体应用迎来大爆发

以氮化镓 （GaN） 和碳化硅 （SiC）
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具备耐高温、耐
高压、高频率、大功率、抗辐射等优异特
性，但受工艺、成本等限制多年来仅限于
小范围应用。

2021年，随着材料生长、器件制备等
技术的不断突破，第三代半导体的性价比
优势逐渐显现，基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
电子器件将广泛应用于5G基站、新能源
汽车、特高压、数据中心等。

阿里达摩院认为，碳基材料作为制作
柔性设备的核心材料，将走出实验室并制
备可随意伸缩弯曲的柔性电子设备，如用
该材料制作的电子皮肤，不仅机械特性与
真实皮肤相似，还有外界环境感知功能。

隐私增强计算让共享数据更安全

万物互联时代，人们对数据安全的重
视与日俱增。隐私增强计算是2021年最
重要的技术趋势之一，专门为在满足不断
增长的共享数据需求同时维护好隐私或安
全性而设计，可以在数据被利用时做好对
数据的保护。隐私增强计算一是提供可信
任的环境，在此环境下处理或分析敏感数
据；二是以去中心化方式进行处理和分
析；三是在处理或分析之前对数据和算法
进行加密。 据《中国妇女报》

““全真互联网全真互联网””来临来临、、农业进入智慧时代农业进入智慧时代、、工业走向全局智能化工业走向全局智能化、“、“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成为标配……成为标配……

哪些科学探索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哪些科学探索将改变我们的生活20212021
科技没有边界科技没有边界，，创新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20212021年年，，科技创新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科技创新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有哪些科技大事件值得我们有哪些科技大事件值得我们

关注关注？？近日近日，，相关权威机构对相关权威机构对20212021年最值得关注的科技趋势做了一些展望和预测年最值得关注的科技趋势做了一些展望和预测。。

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最
“快”的 28 天，全都发生在
2020年，也就是地球绕轴自转
一周所用的时间，比平均用时
快了几毫秒。虽然这并没有什
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在大
气压、风、洋流以及地核运动
等变化的影响下，地球的自转
时间一直都略有波动。

从天文学角度来看，2020

年已经比平时结束地更早。
2020年，地球一共打破先前的
最短天文日记录，共计28次。
先前最短的天文日记录由2005
年7月5日保持。那一天，地球
自转一周的时间比平均的86400
秒快了1.0516毫秒。而2020年
最短的一天为 7月 19日那天。
这一天，地球提前了1.4602毫
秒完成自转。 据科普中国

地球自转正在加快

手指是由很多骨头通过连接体连接而
成的，在生物学上，骨与骨之间的连接称
为关节。而由外侧的关节囊和软骨包裹起
来的、两个骨之间的密闭空间叫作关节
腔。关节腔里面有滑液，可以润滑关节、
减少摩擦，缓冲骨头间运动的冲击，简直
为骨头操碎了心。

通常情况下，指关节运动时并不会发
出什么声音。但是，当关节受到拉扯，比
如掰手指的时候，关节腔内的空间突然发
生改变，会产生负压。这时，关节腔内会
出现一个腔隙，周围的气体开始向腔隙内
涌进，比如氧气、二氧化碳等。这些气体
溶解在滑液里，形成了微小的气泡，然后

逐渐“合体”，成为大气泡。而当填补腔
隙的滑液不断流入时，大气泡会被挤压、
破裂，并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医学上，这
个过程又被称为生理学弹响。

掰手指会对骨头产生什么影响吗？在
弹响的时候，关节周围的毛细血管和末梢
神经会受到刺激，这样一来，局部血液循
环可以加快，达到消炎、解除痉挛等作
用。甚至弹响的时候，还会让人产生心理
上的舒适体验，产生一种类似于捏破塑料
泡沫的快感。不仅如此，我们身体的其他
关节也会发出响声，比如脖子、腿关节
等。而弹响并不是连续存在的，需要等待
十来分钟后，才能再掰响第二次。

为了研究掰手指与患关节炎之间是否
存在联系，有一位医学博士进行了长达五
十年的观察实验。他每天只掰左手关节，
而右手则几乎不掰。时光荏苒，他也从年
轻小伙子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可是无
论肉眼所见，还是通过给手指拍X光片，
他发现自己的左右手都没有什么异常表
现。随后，有研究人员对215位实验者进
行了相关性实验，结果也证明了掰手指与
关节炎确实没有相关性。

不过，大家也不要闲着没事就去掰手
指，如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导致韧带损
伤，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据《今晚报》

掰手指为何会咔咔响

发表在《神经影像》杂志上的新研
究发现，减肥不是由意志力决定的，而
是与大脑中某种神经网络的连接模式有
关。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研究团队根
据年龄筛选了92名腰围过大、血脂异
常的参与者，进行为期18个月通过干
预生活方式减肥的试验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大脑与控制着饥饿
和饱腹感的胃基底电节律之间的连接区
域有一个神经子网络，这个子网络的连

接模式与参与者体重的减轻有重要关
联。虽然高水平的意志力，从行为上衡
量是减肥的主要因素，但在实际测量中
并没有反映在大脑连接的模式上。相
反，大脑中初级视觉皮层的解剖学位
置，却是这个子网络中最活跃的节点。
也就是说减肥实际上与视觉和嗅觉有
关。那些看到和闻到食物时神经反应增
强的人，总是会吃得过多，从而导致体
重增加。 据《中国妇女报》

减肥更多是由大脑决定的

澳大利亚伯格霍弗医学研究所的科研
人员分析了全球30项相关研究获得的怀孕
数据，包括近1.7万名患有子宫内膜癌的
女性和近4万名从未患过该病的女性。统
计数据显示，在一定的怀孕次数内，每增
加一次足月怀孕，就能使女性患子宫内膜
癌的风险降低约15%；如果单次怀孕以流
产告终，也能使女性患这种癌的风险降低
7%左右。

据《中国妇女报》

怀孕可降低
患子宫内膜癌风险

超重会增加患多种疾病的风险，
包括一些癌症。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
顿哈佛医学院研究人员给老鼠喂食高
脂肪食物，这引起了诸如体重增加和
血液中脂肪分子水平升高等变化。然
后，研究人员给这些老鼠注射了癌细
胞，这些癌细胞最终长成了肿瘤。高
脂肪饮食减少了肿瘤内抗癌免疫细胞
的数量和活性，加速了肿瘤的生长。
其他的实验提供了一种解释：当脂肪
分子充足时，癌细胞会把它们消耗殆
尽，降低它们的活性。

据《中国科学报》

肥胖会削弱抗癌免疫系统
蓝色属于冷色调，通常人们看到蓝色

就会感到冷静和沉着，这是蓝色对于人情
绪的调控。而对肥胖人群来说，蓝色最主
要的作用是抑制食欲，因为蓝色可以调控
脑垂体减少对高热食物的欲望，同时减少
唾液和胃液的分泌，让食欲旺盛的人变得
冷静。

如果想减肥，但又担心自己吃得太
多，可以试试在冰箱里打蓝光，这会降低
人的食欲，让人不想吃东西。如果想长期
降低食欲，可以尝试有一个蓝色装饰的厨
房，或者搭配一些蓝色的刀叉，这会对节
食有很大的帮助。 据《健康咨询报》

蓝色可抑制食欲

流言：对于很多出生在 20 世
纪 70 年代的人来说，猪油拌饭可
能是他们童年时代的一道美味佳
肴。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用猪油进行烹饪的家庭越来越
少，其在美食界的地位也日渐走
低。可是最近有自媒体发视频称，
猪油性甘、微寒、无毒、能抗癌，
此外，多吃猪油还对人体心血管有
好处，具有保健功效。

真相：客观来说，猪油的确具
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猪油能提供人
体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属于不
饱和脂肪酸，它能够调节人体生理
功能，但人体无法自我合成，只能
从膳食中摄入，但每天摄入的肉、
蛋、奶、坚果、饼干、植物油等食
物中都含有饱和脂肪，并非只有猪
油一种。

猪油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
脂肪，对于人体健康并没有特殊
的作用，也不能治病，更不可能
抗癌。此外，猪油能量过高，多
吃不利于健康。要知道，每天脂
肪为人体提供的能量，最好不超
过身体所需全部能量的 25%。如
果脂肪的供能占比超过 30%，就
容易罹患多种慢性病，最常见的
就是心血管疾病。大量科学研究
发现，脂肪 （尤其是饱和脂肪）
摄入过多、能量摄入过高，会增
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据《重庆科技报》

猪油
有保健功效吗

宇宙年龄到底多大呢？这一
问题一直让科学家们争论不休。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
国科学家对宇宙中最古老的光进
行了重新观测，得到的观测结
果，再加上一些宇宙几何学方面

的计算，他们给出了宇宙的最新
年龄：137.7亿岁，误差不超过
4000万岁。天文学家们将上述
最新发现写成两篇论文，发表于
《宇宙学和天体粒子物理学杂
志》。 据中青网

最新估计宇宙137.7亿岁

天然气仍是世界大部分地区
主要能源来源，且储存和运输期
间存在危险。天然气通常要转换
成液态，但这需要-162℃左右
的极低温度。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
研人员宣布开发出新的混合剂，
可在15分钟内将天然气凝结成
固体，从而可以更快捷和安全地
运输和储存。

在自然界，天然气分子能被
困在水分子的“笼子”里，形成
天然气水合物，也就是水燃冰，
但这一过程要耗费数百万年。新

加坡国立大学工程师大大加速了
这一过程，获得有记录以来最快
转换速度。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新
的混合物，其关键成分是L-色
氨酸，可以加快反应过程，更快
并更多地把气体捕获到固体水合
物中。这一过程从气体转化为固
体只需15分钟。

这使得天然气最终产品的储
存和运输变得更加方便和安全。
作为一种冰块，体积上缩小到气
体的九十分之一，十分稳定，不
会爆炸，可储存在－5℃普通冰
柜中。 据《北京日报》

天然气变固体储运更安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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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进商场、进医院，你被
额温枪指着脑袋测过体温吗？而
这些红外体温检测数值靠谱吗？
为什么要对着额头打？辐射会不
会把脑袋打坏？会不会把眼睛灼
伤？

额温枪并没有辐射

实际上，几乎任何物体都会
向外散发红外线。当检查员拿着
额温枪对着你额头时，枪里的传
感器就可以根据你额头散发的红
外能量，将红外辐射信号转变成
电信号，再经过放大器和信号处
理电路，并按照一定的算法和目
标发射率校正后，最终可转变为
被测目标的温度值。

也就是说，额温枪并没有辐
射，准确来说它是一个接受辐射
的仪器。辐射指的是红外线，只
要温度比室温高，就会产生红外
辐射，因此人体也会产生红外辐

射。额温枪吸收人体发出的红外
线来测量温度，它自身是不会产
生辐射的。因此，红外额温计是
很安全的。

此外，额温枪作为一个采集
器，是不会对身体有害的，但要
注意避免把额温枪对着眼睛，易
对眼睛造成伤害。

不能用测手腕来代替测额头

有些地方用测手腕温度来代
替额头温度，事实上这样测温并
不可取。

首先，从手腕的生理结构
看，血管密集，皮下组织薄，血
管处与非血管处有明显的温差，
经常会超过正负1℃，无法输出
稳定的测量值，单独测量手腕温
度，这本身不具备测量价值。人
体体温波动时，会导致外周血管
舒张或收缩。体温上升过程中，
由于外周血管收缩，手足（包括
手腕足腕）的温度都应该比平时
凉，而体温达到低热稳定时，皮
肤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温度升
高，故手腕处的温度有可能比平
时高。

进入公共场所用额温枪测体
温只是筛查发热的第一道防线。
确定自己是否发热，最好再用更
精准的水银体温计或耳温式红外
温度计测量。

据《青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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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大脑建
立了一个“急性应激反应”系
统，这个系统为了保命而生，让
你在面对威胁时能够最快作出响
应——无论是逃跑还是战斗。

为了达到最快响应，体内与
压力相关的肾上腺素、神经递
质，甚至信息素都会快速游走全
身，造成肌肉紧张、心跳加快、
出汗和不可控的抖动等。控制这
些反应的生理结构称为交感神经
系统，这个系统不受意识的调
控：哪怕最初的刺激源消失，大
量释放的化学分子还是会持续地
激活你身体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受刺激了手会

抖呢？一是在应激反应（不论要
打架还是要逃跑）中，身体需要
能量，所以你的心跳加快、氧气
摄入增多，并开始大量消耗体内
储存的能量，过多的能量通过手
抖来消耗。二是手抖本身是为了
提醒你要警觉。三是抖动也是调
控体温的一种方式。

正常生活中，我们能做的只
有深呼吸，让身体明白自己应对
的是考试、当众演讲，而不是一
只要吃掉自己的大棕熊。

由于作用重大，交感神经系
统哪怕面对的不是生命攸关的场合
（考试），它还是恪守职责，让你发
抖让你汗流。 据《科技生活》

人在紧张时为什么手会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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