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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近人“脑控”成真

机器人越来越像人，这一趋
势估计今年还会继续吸引眼球。
比如，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启
用可引导观众、搬运物品的机器
人，形似背包的可穿戴外骨骼可
以有效帮助搬运人员减负。

机器人越来越“聪明”，背后
除了经海量数据“培训”的人工
智能，也离不开新一代通信技
术。2019年是“5G商用元年”，
2020年则是“5G起飞之年”。更
多国家的电信运营商已表示将
提供或扩大5G服务，5G手机预
计将有更多的选择。5G与教
育、医疗、制造业、交通等领域深
度融合，将会拓展新奇的应用
场景。

大数据时代，人类对算力的
追求永无止境。美国谷歌公司
去年宣称成功演示“量子霸权”，
其量子系统仅用约200秒就完
成当前全球顶尖超级计算机约1
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不
过，这一说法遭到部分业内专家
质疑。随着各方研究持续推进，
没有争议的“量子霸权”今年能
否实现值得关注。

2020年，区块链技术应用
将日益广泛、成熟。多国政府和
企业已借助区块链技术在政务
服务、版权保护、商品溯源等领
域开展实践。

看点还有让大脑直接与外
部设备交换信息的“意念控制”
技术。2019年，有“硅谷钢铁
侠”之称的埃隆·马斯克声称，
已实现让猴子通过大脑来控制
计算机，希望2020年年底能在
人类志愿者身上进行试验。大
脑与互联网直接相连的“脑联
网”意味着什么，可能会激发科
学界新的思考。

生命人造“死”而复生

生命科学和人们的健康密
切相关。当前，科学家正试图通
过基因编辑、干细胞移植等手
段，让其他动物长出人类器官，
解决供移植用的人类器官短缺
问题。日本去年率先修改法规，
允许将“人兽混合胚胎”移植到
实验动物体内并让其产出幼崽。
东京大学一个研究小组随后获
准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在实验
鼠体内培育人类胰脏。不过，一
些研究人员认为在实验室培养
结构和功能类似真实器官的“类
器官”会更安全有效。

全部人工合成的生命研究
有望取得新进展。按计划，“人
工合成酵母基因组计划”将于今
年完成，这将是人类首次尝试改
造并合成真核生物，旨在重新设
计并合成酿酒酵母的全部16条
染色体。该项目由美、中、英、法

等多国研究机构参与，希望更透
彻地了解机体的生物学机制、环
境适应性及进化等，从而更好地
解决健康、能源和环境等问题。

生命能按下“暂停键”吗？
据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美
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借助“紧
急保存和复苏”技术，2019年首
次让一名重伤患者进入“假死状
态”，并在完成急救手术后使其
复苏。相关试验还将继续，预计
2020年年底能公布完整试验
结果。

2020年，新药物、新疗法的
进展同样值得关注。一种在南
非开展、名为HVTN702的艾滋
病疫苗有效性临床试验结果将
于今年公布。

太空可游 火星大“火”

2020年是航天大年，其中
火星最“火”。多国将有探测器
前往这颗红色星球。其中，中国
计划首次实施火星探测任务，希
望一次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着陆
和巡视。美国新一代火星车“火
星2020”、欧洲“罗萨琳德·富
兰克林”火星车以及阿联酋“希
望”号无人探测器计划今年启程
飞赴火星。这些探测器上新技
术不少。

月球、太阳、小行星等天体
同样是各国竞相探索的目标。

中国将实施嫦娥五号任务，计划
实现月面无人采样返回；欧洲将
发射太阳轨道探测器，近距离研
究太阳和太阳圈内层；专注日冕
观测的印度“阿迪蒂亚-L1”太
阳探测器也计划今年发射；美国
小行星采样探测器“奥西里斯-
REx”定于8月首次尝试对小行
星贝努进行“一触即走”式采
样；日本小行星探测器隼鸟2号
将把采集到的小行星样本送回
地球。

近地轨道上，美国计划利用
载人版“龙”飞船和“星际客机”
把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私
人游客到国际空间站“打卡”今
年则有望更近一步。美国航天
局曾表示，将允许私人游客乘坐
美国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最早
2020年成行，不过往返票价接
近6000万美元，还不包括食宿
等费用。

2020年的太空并非都是好
消息，太空军事化阴影让人忧
虑。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将太空认定为“作战领域”，批
准设立美国第六大军种——— 太
空军。美国此举，被认为有可能
引发太空军备竞赛，损害国际安
全；但也应该看到，在和平探索
利用外空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乃
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在航天科
技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必将在新
的一年里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军舰救灾
澳小镇数千人被火灾围困

澳大利亚一艘军舰1月2日
抵达维多利亚州海滨小镇马拉
库塔，给当地受火灾围困的居民
带去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
后续将分批搭载居民撤离。新
南威尔士州同一天要求滞留东
南沿海地区的游客尽快撤离。

“乔尔斯”号军舰2日抵达马
拉库塔。马拉库塔位于维州首
府墨尔本以东500公里，是一处
度假胜地，每年夏季吸引游客数
以千计。因受林火侵袭，马拉库
塔大约4000名居民和游客2019
年12月30日晚疏散至海滩，在
那里避难至今。维多利亚州乡
村消防协会主管史蒂夫·沃林
顿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

“大火正在道路上燃烧……我们
发现大树倒下、堵住道路。那些
道路行车不安全。”

反常高温
挪威小镇这个冬天不太冷

据挪威气象研究所的数据
显示，挪威西部小镇孙达尔瑟拉
1月2日气温攀升至19℃，刷新
这个北欧国家1月最高气温
纪录。

在孙达尔瑟拉之前，挪威1
月最高气温纪录由塔菲尤尔村
在1989年创造，为17.9℃。孙达
尔瑟拉和塔菲尤尔均坐落在挪
威默勒－鲁姆斯达尔郡。孙达
尔瑟拉四面有陡峭山峦，受到极
限运动定点跳伞爱好者青睐。
挪威气象研究所工作人员马
丁·格拉讷勒德说，孙达尔瑟拉
在隆冬时节出现反常高温天气，
缘于一种名为焚风的干热风。
伴随强降雨，当地将随之降温。
依据挪威气象研究所的记录，孙
达尔瑟拉迄今仍保持挪威12月
和2月的最高气温纪录，分别为
18.3℃和18.9℃。

■ 环球速读

知名未来学家雷伊·库茨
韦尔在2004年出版的书中预
测：2020年以前，人类将不再
追求口腹之欲，“纳米机器人

将进入消化道和血液，精确测
算出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
人类因而无需再摄入“多余”
食物。

现在，维生素片依然不能代
替美食带来的满足感。不过，素
食主义正在全球、尤其欧美地区
盛行，倒是多少应和了《纽约时

报》1913年所刊发文章中援引的
美国肉类包装协会“危言”，即21
世纪的美国人会放弃吃肉，“以
稻米与蔬菜为生”。

防带凶器
英多所小学门口设置安检

英国多所小学为防止学生
带刀等凶器进校园，在校门口设
置安检装置。

英国《每日邮报》1月1日报
道，它先前向英国各地政府以及
大型教育集团发函，了解学校安
检措施，发现有的小学购买手持
式金属探测仪，在校门口检查学
生；有的小学在门口搜查学生携
带物品；还有的设置安检门。

这项调查还显示，越来越多
中学在校门口采取安检措施。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英
国12个月内发生1072起学生携
凶器入学案件，比一年前增加将
近30%。批评人士认为，这些数
据显示，英国校园暴力“令人震
惊”，不排除一些学生携刀具上
学的目的是自卫的可能，但这一
做法反而使他们更容易受伤。

据《北京晚报》

美国埃隆大学2006年发表
的一份报告援引“未来学家和技
术专家”的预言，称“到2020年，
机器人和各种人工智能产品将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将
几乎完全替代人工”。英国学者
皮尔逊2005年告诉英国《观察家
报》，他认为2020年以前“有可

能”设计出“比人类聪明、有意
识、有情绪的计算机”。皮尔逊
近期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坦
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21世

纪的起初几年进步神速，让他有
了乐观预测，随后“经济衰退有
点阻碍发展，进程比当初预期迟
滞了35%到40%”。

人工智能产品完全替代人工

人类将不再追求口腹之欲

这些预言至今没有实现

■ 环球速读

■ 相关链接

2020年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启之年。新技术、新突破催生新应
用、新体验，今年有望助推更多“科幻场景”走进现实，但一些科技的新
进展或许将引发新争议。

哪哪些些新新科科技技
可可能能吸吸睛睛2200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