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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与类器官混合计算系统诞生
“人机混合”伦理问题提上日程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者 张梦
然）《自然·电子学》12日报告了一种由电子硬件和
一个大脑类器官组成的混合计算系统，可执行如语
音识别和非线性方程预测等任务。这一研究凸显出
一种方法，或可克服现有计算硬件的一些限制。

近年来人工智能对算力的需求急剧增加。但随
着模型越来越复杂，运行它们的底层计算硬件的能
效和性能却难以跟上。为此研究者正在开发神经形
态计算系统，其受到人脑结构功能的启发，可用于更
高效地运行。

大脑类器官是用人类多能干细胞人工培育而成
的三维聚集体，会发育出类脑组织。在这项研究中，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科研团队开发了一种
混合神经形态计算系统，部分是传统计算硬件，部分
是大脑类器官。

这种类器官的特点是集合了不同类型的脑细
胞，包括早期阶段和成熟的神经元，以及早期类脑结
构（如脑室区）的发育，以形成、发挥和维持神经网络
功能。

类器官从电刺激得到输入信号，经神经活动发
送输出信号。科研团队将类器官与被称为储备池计
算的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这是一个动态物理存储
层，可根据一连串输入信号捕捉和记忆信息，在输入
和输出层则使用了普通计算硬件。

研究表明，该系统能够被用于语音识别。实验
中，混合计算系统需要从一个库里的8个男性发音
者中识别一个人的日语元音（使用了240段音频剪
辑），该系统经训练改进后达到约78%的准确度。

随附的新闻与观点文章表示，“随着这些类器
官系统的复杂性增加，对于学界而言，研究含有人
类神经组织的生物计算系统的相关诸多伦理问题
变得相当重要。创造出通用生物计算系统可能还
要数十年，但这一研究有可能对学习、神经发育和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认知影响等机制产生基础性的
见解”。

和人脑相比，硬件驱动的人工智能网络的最大
弱点就是耗能。大脑可以极低成本进行学习、处理
信息、作出决策，但计算机不行。新系统由大脑类器
官和电子硬件组成，能以较低耗能进行自适应储备
计算。当然，要大规模应用这种系统仍存在挑战。
从近期来看，要解决制造类器官及保证其正常运行
问题；从长期来看，涉及人类神经系统的生物计算还
有伦理问题需要厘清。

AI分析组织样本准确预测癌症结果
据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欣）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人工智
能（AI）模型，可分析组织样本中细胞的空间排
列。12月11日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这一创新
方法，准确地预测了癌症患者的结果，标志着在利
用AI进行癌症预后和个性化治疗策略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

细胞的空间组织就像一个复杂的拼图，每个细
胞都是一块独特的拼图碎片，精心组装在一起，就形
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或器官结构。这项研究展示
了AI非凡的能力，它能把握组织内细胞之间的这些
错综复杂的空间关系，提取以前人类无法理解的微
妙信息，同时预测患者的预后。

组织样本通常从患者身上收集，并放在玻片上
供病理学家解读，病理学家对其进行分析以作出诊
断。然而，这个过程很耗时，不同的病理学家的解释
也不尽相同。此外，专家可能会忽略病理图像中的
细微特征，这些特征可能隐藏着关于患者病情的重
要线索。

新的AI模型Ceoggraph模仿了病理学家阅读
组织切片的方式。首先，它检测图像中的细胞及其
位置；接着，它识别细胞类型及其形态和空间分布；
最后，AI能创建一个地图，在其中可分析细胞的排
列、分布和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成功地将这一工具应用于使用病理切
片的3个临床场景。在其中一项研究中，他们使用
Ceoggraph来区分肺癌的两种亚型——腺癌和鳞
状细胞癌；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预测了口腔癌前病
变进展为癌症的可能性。在第三项研究中，他们确
定了哪些肺癌患者最有可能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
制剂产生反应。

在各种情况下，Ceoggraph模型在预测患者结
果方面都显著优于传统方法。研究人员称，Ceog-
graph确定的细胞空间组织特征是可解释的，并有助
于从生物学角度深入了解个体细胞间相互作用的变
化如何产生不同的功能后果。这些发现突显了AI在
医疗保健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为提高病理分析的效率
和准确性提供了一种方法，有可能简化高危人群的针
对性预防措施，并优化个体患者的治疗选择。

生物疗法能控制哮喘重症
据科技日报（记者 刘霞）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科学家开展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使
用生物疗法可以控制哮喘重症，患者无需像此前那
样吸入高剂量类固醇。最新研究有望彻底变革哮
喘重症的治疗，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柳叶刀》
杂志。

这项研究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4个国家
的22个地点进行。结果表明，使用生物疗法的患者
中，92%的患者可以安全地减少吸入类固醇的剂量，
超过60%的患者可以停止使用类固醇。

哮喘是全球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之一，影响全
球近3亿人，其中约3%至5%患有严重哮喘。这会
导致患者每天出现呼吸困难、胸闷和咳嗽的症状，有
时甚至需要住院治疗。目前的疗法中，患者需要吸
入高剂量类固醇。而吸入类固醇往往会产生严重的
副作用，比如导致骨质疏松症等，从而增加患者出现
骨折、糖尿病和白内障的风险。

最新研究负责人、伦敦国王学院呼吸医学教授
戴维·杰克逊教授指出，生物疗法在许多方面彻底
改变了严重哮喘的治疗，这项研究的结果首次表
明，大多数使用这种疗法的患者可以避免类固醇引
起的伤害。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拿到产权证的同时还办理完成水电气
过户，方便！”12月10日，市民何先生在江北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产过户登记后，立
即用手机软件线上办理水电气联动过户，他
对这项数字化便民服务赞不绝口。

原来，我市针对此前市民在办理房产过
户时水电气多头申报等问题，启动建设标准
化数据接口，在“渝快办”形成覆盖全市的二
手房交易与水电气“一件事一次办”入口功
能，实现“数据跑腿”同步办理。

在数字重庆建设中，这样的便民举措比
比皆是。

今年4月，我市召开数字重庆建设大会，
吹响数字建设“冲锋号”。半年多来，全市各
级各部门围绕“1361”整体构架，锚定“一年形
成重点能力”目标，边学边干、边建边用，普遍
进入角色、迈上跑道，推动数字重庆建设渐入
佳境。

数字化变革延伸扩面
实施“一把手”工程全面推进

突发事件直报快响，是由市委办公厅牵
头的数字党建建设的重大应用之一。

“信息触角一贯到底、处置指令一键智
达、三级贯通一网协同、决策信息一屏掌控、
考评体系一体构建，是突发事件直报快响系
统的5个特点。”市委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套系统强化了数据分析，对于突发事件
处置和风险预警，显现出“情报信息更多、办
理效率更快、责任落实更准、处置效果更好”
等效果。

“数字重庆建设，不仅是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的关键变量，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性
抓手。”市大数据发展局负责人介绍，我市各
级各部门不断提升数字化技能、数字化思维、
数字化认知，市、区县、乡镇（街道）三级一体
推进，形成5个发展特点——

着力强化整体设计。成立数字重庆建设
领导小组，分设数字党建等7个专题组分领
域具体实施，同时每季度召开数字重庆建设
推进会，分层调度工作进展。

强化整体设计引领。印发数字重庆建设
“1+8”方案，出台“三张清单”编制等40余项
政策措施，制定印发云网、数据资源等标准规
范50余项。

统筹数字化应用建设。制定《重庆市政
务数字化应用管理暂行办法》，设立市级政务
数字化应用资金，编制重大应用“一本账”，统
筹各类应用集约建设。

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建立“一地创新、全
市共享”机制，评选推介“最佳应用”，条块结
合加强业务培训。

创新建立顾问制度。聘请浙江省数字化
领域专家担任数字重庆建设领导小组顾问，

邀请顾问带队来渝指导、开展现场调研和召
开业务培训会等。

今年以来，我市将数字化摆在现代化建
设全局突出位置，实施“一把手”工程，通过

“市委统筹、例会推进、专班作战、统建应用、
督察考评、争先创优、政企合作”等举措，目前
全市数字化变革加快从党政机关向各领域各
方面延伸扩面，数字化没有“局外人”的创建
氛围日渐浓厚。

搭建“1361”整体构架
探索“三融五跨”落地路径

部分钓鱼爱好者最近很纳闷——到长江
禁钓区钓鱼，结果钓几次就被执法人员“抓”
几次。

莫非江边有“千里眼”盯着他们？不错，
在重庆江河边，确实有“千里眼”，而且还多达
近千个。

这些“千里眼”，是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联合中国铁塔重庆公司跨地域建立的渔
政视频AI预警处置系统，执法人员不用蹲点
守候，通过摄像头就实现24小时视频取证、
主动报警，然后根据报警信息进行核查、处
置。

统筹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
融合”，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
部门、跨业务”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这样
的“三融五跨”，既是开展数字化的基本路

径，也是衡量数字化发展成效的重要标
志。

在数字重庆建设中，我市通过一体化搭
建“1361”整体构架，推动纵向贯通、横向协
同，实现“最快系统部署、最小代价投入、最佳
实战效果、最大数据共享”。

其中，第一个“1”是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
据平台。目前全市推动实现全市应用、云网、
感知、数据、能力组件等数字资源“一本账”管
理，统筹推进“一朵云”“一张网”。通过构建
数据资源体系，全市形成200多个数据服务
接口，累计上架能力组件148个、调用量超
800万次。

“3”是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
心。我市坚持市、区县、乡镇（街道）一体部
署，在市和区县建设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在
乡镇（街道）建设基层治理中心，形成全局“一
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
监督“一览无余”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目
前，三级治理中心发布全国首个城市运行和
治理大模型，开发迭代12个重点能力组件，

“突发事件直报快响”等10余个应用接入三
级治理中心运行。

“6”是数字党建、数字政务、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等6个应用
系统。我市坚持把这6个应用系统作为数
字化变革“主战场”，共设置“跑道”36条，84
个市级单位梳理核心业务517项。目前，各
区县各部门在“跑道”内创造创新，谋划开

发数字化应用，实现推进改革与开发应用
一体融合。

最后一个“1”是基层智治体系。目前
全市设置网格6.4万个、建立网格党组织5.5
万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10万多名，通过建
立三级职责清单，细化乡镇（街道）、村（社
区）、网格三级职责清单，已在400个乡镇
（街道）试点。

推动数据“聚通用”
数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在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厂
区生产线上，有40多台机器人参与炼钢、炼
铁等12道生产工序，提升生产效率达80%
以上。

“在炼钢连铸工序，机器人作业为生产
带来极大便捷。”重庆钢铁设备管理部负责
人介绍，通过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并结合处理
软件和识别算法，机器人可实现连铸作业流
程自动化、智能化，让工作人员实时掌握生
产物料数量、运行状态等数据，生产效率大
幅提高。

数字重庆建设启动以来，我市坚持重大
改革、重大应用一体谋划推进，发挥数据“聚
通用”作用，推动全市各领域工作体系重构、
业务流程再造、体制机制重塑，为经济社会
发展增添新动能——

经济领域，通过培育“数字制造·智慧工
业”，全市累计实施5578个智能化改造项目，
建成127家智能工厂、734个数字化车间，越
来越多的企业被植入“智慧因子”。

政治领域，推动“八张问题清单”应用，累
计入库问题57.8万个、整改率90%，“问题清
单”转化成为工作“成效清单”、群众“幸福清
单”。

文化领域，数字化建设推动一批历史文
化地标建筑提档升级，如“大田湾—文化宫—
大礼堂”等文化风貌片区焕发新颜。

社会领域，“渝悦养老”“根治欠薪”“渝救
助”等应用解决了市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全市智慧小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生态文明领域，“巴渝治水”应用破解了
“九龙治水”难题，通过580个智能感知点、
2200位现场巡查用户、7000平方公里无人机
巡河排查等，实现全市120条河流水环境状
况的智能监控。

另外，今年以来我市还在全国首创“数盾
合规”“数度寻源”“消费积分自由兑换”等服
务，建成全国首个汽车数据交易专区服务平
台，开放“数据+场景”打通生产、消费“数据
流”，持续实施“满天星”行动计划，提升“芯屏
端核网”全产业链，高水平建设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软件业务收入增长
14.1%，网络零售额增长18.1%，数字经济增
加值占GDP比重突破45%。

全市各级各部门围绕“1361”整体构架，推动数字重庆建设渐入佳境

重庆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45%

□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你过来看，我们这个新的观测研究站建
设在海拔1700米的鹰咀岩，下面是风景秀丽
的仙女湖。”12月11日中午，在重庆大学科技
园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该校电气工程学院
教授蒋兴良向记者介绍起正在建设的重庆武
隆能源装备安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项目。

15年前，在海拔近2000米的湖南雪峰
山，蒋兴良牵头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能源装
备安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今年62岁的
他，将牵头在武隆再建一个世界级能源装备
安全野外科学观测站，拿着图纸，他向记者娓
娓道来他的雄心壮志。

坐了20多年的“冷板凳”，他
敲碎冻住电网的坚冰

蒋兴良的经历里，写满了“冰”与“火”的
故事。“冰”是他一直坚持奋斗在高海拔覆冰
极端环境能源电力安全与保障研究一线。

“火”是近十年来，他获得无数荣誉，在业内
“火”出了圈。

“我最开始是想考电力系统方向的研究
生，出来从事一份计算的工作，没想到误打误
撞被调剂到高电压工程技术专业。”1985年，
蒋兴良考入重庆大学，成为我国第一个研究
电网覆冰的研究生，由此开启了与“高海拔和
冰雪”为伴的人生历程。

研究生毕业后，在电力研究院工作了13
年，蒋兴良认识到自己更适合从事科研和教
学工作。2001年，他回到母校重庆大学任
教。当时，电网覆冰还是一个冷门领域。

“有一年，我去一家电力企业谈科研项
目，对方不屑地说，‘研究冰雪没什么搞头，七
八年才遇到一次，大不了停电把冰融化了就
是’。”虽然经常被泼冷水，但在蒋兴良看来，
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就要坚持下去，这也成
为他人生的信条。

这样的“冷板凳”，蒋兴良从1985年毕
业，一直坐到了2008年。这年1月，我国南
方地区遭遇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连最新最
先进的输电线路杆塔都被冰雪压垮了，多地
电网全面崩溃，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

当时，全国只有蒋兴良带领的团队还在
坚持研究电网覆冰。经过实地考察重庆、湖
南、贵州、江西等10省（市）严重冰灾现场，他
和团队因地制宜提出解决方案，为电网恢复
作出重大贡献。

蒋兴良带领团队登上雪峰山开山辟土建
立起国际上第一个能源装备安全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15年来，雪峰山观测研究站为蒋
兴良团队收集了气象参数、覆冰环境、复合材
料老化、冰灾防御等7类数据累计77万条。
他和他的团队揭示了电网覆冰形成及其导致
灾害的机制；研发出全世界首套电网覆冰预
报预警系统；研制出不停电智能融冰装置；牵
头制定了8项行业标准、6项国家标准。他们
的研究成果在全国电网大规模推广应用，抑
制了电网大面积冰冻雨雪灾害再次发生。

蒋兴良也因此收获了一项项沉甸甸的荣
誉——2013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2014 年，获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2016年，获评科技部“最美野外科技工
作者”；2017年，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2020年，获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终身
成就奖；2023年，带领的团队被评为全国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

“电是工业的基础。”蒋兴良说，随着疆
电、藏电入渝等重大工程的启动，进入重庆的
特高压输电线路达几千公里，沿路冰雪、泥石
流等灾害频发，如何获取能源电力装备安全
与保障的原创性科学数据，是保障该工程的
重要一环。

基于此，预计投入1.5亿元，位于武隆火
炉镇的能源装备安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项
目，已于今年7月动工，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
使用。“这将是又一个世界级能源装备安全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蒋兴良说。

治学严格，学生作业标点符号
错误都会指出

蒋兴良性格很随和，但在治学方面却格
外严格。

11日中午，下午还要开会的蒋兴良顾不
上休息，打开电脑修改起了讲义。

“蒋老师，您科研任务这么重，还在坚持
给学生上课吗？”记者问。

“不上课的老师，那是不合格的。”蒋兴良
指着电脑里的文件夹说，里面全是他这个学
期的课程讲义。他说，自己每年都要修改、更
新讲义，加入新内容。

考入重大前，蒋兴良曾是湖南省邵阳市
玻璃厂的一名技术员。半工半读的求学之
路，让他深刻体会到求学不易，这也成为他日
后严谨治学的原因之一。

“在同学们眼中，蒋老师是一丝不苟的
‘学术犟人’。”蒋兴良的科研助理李卓君说，
蒋兴良的考核方式不是试卷答题，而是让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上台演讲。平时学生们交上
来的作业，哪怕是标点符号错误，蒋兴良都会
指出来。

蒋兴良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一沓他手
写的 2023 年秋季博士生课程考核成绩评

语。11个博士生的评价中，得到90分的不
多。

“我希望他们能说、能写、能做，拥有这3
个基本能力。”为此，蒋兴良在博士研究生的
评价表上设置了6个考核标准：题目内涵理
解、内容掌握、思考与创新、PPT美观与合理、
语言表达规范、装束整洁规范及姿态。其中，
他特别看重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创新意识。

“我也不喜欢填鸭式的教学，不希望学生
考完了就把知识忘了。”为此，蒋兴良将自己科
研工作的现场和工程实际的视频、图片做成
PPT，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专业知识。

继续发挥光和热，让年轻人尽
快接过接力棒

常年野外艰苦环境下的高强度作业，曾
使得年轻时的蒋兴良变得骨瘦如柴。2005
年夏天，在青藏高原做试验时，他就出现左腿
麻木、肋骨疼痛的症状。而蒋兴良没有时间
到医院进行系统检查，直到2015年9月，蒋兴
良已无法行走，几近瘫痪。那时他才到医院
系统检查，被确诊患有胸背脊柱脊椎管瘤，医
生劝告他，尽快手术。

由于肿瘤离心脏位置很近，手术难度很
大，蒋兴良拒绝了手术。神经疼痛让他服用
止痛药长达7年多，也让他突发心肌梗塞，从
此他便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从去年开始，
我什么药都没有吃了，按照医生的嘱咐，不吃
油炸食品。”蒋兴良一脸高兴地和记者分享他
的日常保健秘诀。

他说，自己年轻时也喜欢打羽毛球、游
泳。现在，闲暇之余，他会种种花、种种蔬
菜。每天，蒋兴良还要喝一点自己酿的高度
粮食酒，用来舒筋活血。

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做饭、做家务还是一
把好手。“脑力工作做累了，就做做体力工
作。体力工作做累了，再转换到脑力工作。”
蒋兴良说，就在这样的调节之中，他保持着旺
盛的精力和科研、教学的激情。

“我要继续发挥光和热，让年轻人尽快地
接过接力棒。”蒋兴良向记者挥手告别后，又
扑在了电脑面前。

人物名片 蒋兴良，1961年6月出生，重庆大学教授（国家二级），湖南雪峰
山能源装备安全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国际大气覆冰委员

会委员和主席，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士。
作为“能源电力装备安全与自然灾害防御”学术带头人，蒋兴良长期致力于极端环境

电气外绝缘和电网冰灾防御的科学技术研究。至今完成国家自然基金、科技攻关、973计
划和重大工程等基础研究30余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5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文章400余篇，授权专利20余项，负责制定国际国家
和行业标准近20项。蒋兴良在野外极端条件持续十余年的科学观测，支撑青藏、川藏铁路
和特高压等重大工程建设，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推进了我国电力科学技
术进步和能源安全的学科交叉，取得国际上领先的突破性创新成果并在全国推广应用。

重庆大学教授蒋兴良长期致力于让电网与冰雪“绝缘”，正牵头
再造一个世界级能源装备安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他把冰天雪地里的研究做到全球领先

位于两江新区鱼复新城的凌云西南工业有限公司，机器手臂正在进行焊接作业。（摄于11
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