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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尖大的类脑结构

研究人员因此寄希望
于生物计算机和“类器官”
智能技术。哈通将“类器官”
智能技术定义为，“在实验
室培养的类人脑模型内再
现学习、感觉处理等认知功
能”。

他说，对于发展“类器
官”智能技术而言，目前所
能培养出的类脑器官“太小
了”，每个类脑器官大小只
及人脑的 300万分之一，记
忆储存量仅 8 亿字节。另
外，“类器官”智能需要至少
1000 万个细胞，而目前每
个类脑器官只有 5 万个细
胞。

研究人员还得想招数：
如何向类脑器官输入信息，
以及如何从类脑器官读取
信息。目前，他们开发了一
种脑机界面装置，好似一顶

戴在类脑器官上的“脑电图
帽”。这是一层易弯曲的外
壳，上面布满微小电极，既
可以接收类脑器官发出的
信号，也可以向它输送信
号。

研究人员还计划将生
物工程学、机器学习能力和
其他创新技术应用到“类器
官”智能技术研究中。

“类器官”研究近 20年
来渐成规模，一些研究人员
在实验室培养出模拟肾脏、
肺等人体器官功能的小型

“类器官”，主要用于研究试
验，减少人体和动物试验。

“类器官”智能技术研究则
刚刚起步。哈通预计，要想
使“类器官”智能技术达到
与老鼠脑力相当的水平，仍
需要数十年时间。

据新华社

随着载人航天技术不断进
步，登上外星球，创建新家园，成
为人类宏大的未来目标。其中，
火星作为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
似的行星，有幸成为人类移民外
星球事业的首选地之一。

然而，建立火星家园面临着
重重挑战。比如，航天器采用传
统化学能火箭发动机，执行地火
往返任务至少需要两年多，而在

没有大气层削弱辐射的太空中
飞行时间越长，可能遭遇的故障
就越多，人员面临伤病乃至生命
危险的隐患也越大。因此，载人
探火任务要求尽量缩短飞行时
间，有必要创新航天动力技术。

近日，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国
防先进研究计划局宣布，将合作
研发核动力火箭发动机，争取
2027 年在轨验证技术。这项技

术有望显著缩短航天员往返深
空任务用时，将为执行载人火星
探索任务奠定基础。

总体上讲，核动力火箭在动
力输出功率上，或者在续航力方
面，对比传统的化学能火箭，预
计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所有论证的未来火箭动
力方案中，核动力火箭优势鲜
明，有望缩短航天器飞行时间，
减少航天员在失重状态和宇宙
辐射下的危险暴露，更有利于
保持健康，还有望简化航天器
生命保障系统的设计，降低负
荷和系统复杂度，从而提升可
靠性。

此外，核动力火箭的持续工
作能力强，任务适应性更好，便
于调整启动状态。如果任务临时
中止，它有望在太空中航行一段
时间后不补充燃料而安全返回
地球。未来从火星等外星球上起
飞时，核动力火箭有望简化操
作，更可靠地踏上归途。

不过，核动力火箭不能一概

而论。根据核能释放方式的不
同，核动力火箭可分为 3种：放
射性同位素衰变型、核裂变型和
核聚变型。

其中，放射性同位素衰变火
箭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是，将放射
性同位素衰变所产生的射线辐
射转变成热能，形成推力。研究
认为，它能够在持续数月的任务
中不断产生微小推力，但不宜充
当载人火星探测任务的主动力
装置。

核聚变火箭发动机最令相
关领域科研人员神往。其工作原
理是利用较轻的原子核聚合成
较重的原子核，在这种热核反应
的过程中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可
惜核聚变控制难题尚未被攻克，
高能激光点火技术仍不够可靠，
所以这种发动机仍处于理论研
究阶段，多见于科幻作品中。

目前，美国重点研制的核动
力火箭基于核裂变工作原理，又
称核热火箭，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核电站“上天”，同样消耗核燃

料。启动后，工质气体流经核反
应堆，吸收热量，再从喷管加速
喷出，产生推力。未来，核裂变火
箭发动机或许能使产物呈现出
等离子状态，工质气体被加热后
高速喷出，产生更可观的推力或
比冲。

使用核动力火箭不代表着
载人探火任务“高枕无忧”，反而
需要解决新问题。比如，随着航
天员及其生活用品、工作设备增
加，航天器会显著增重，必然对
核动力火箭发动机的推力提出
更高的要求。

同时，核动力固有的安全隐
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核
辐射对航天员健康的威胁。据
悉，新一代核动力火箭方案在核
辐射安全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畅想不久的将来，核动力火
箭有望实用化，移民火星将不再
是梦想，而是人类航天探索史上
的关键飞跃。

据《科普中国》

核动力火箭到底有多“香”

““类器官类器官””智能智能
或超越人工智能或超越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研究人员已着手探索更具潜力的“类器官”智能技
术。其中一个前景是以人脑细胞驱动的生物计算机，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或许
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有望重塑现代计算机的未来并开辟全新研究领域。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日报道，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以实
验室培养出的类脑器官为基础，进行“类器官”智能技术研究。他们在最新出版的
学术期刊《科学前沿》撰文介绍了研究构想和进展。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
人员自 2012 年尝试培养类脑器
官。他们从人体皮肤组织提取细
胞，将其改造成类似胚胎干细胞
的结构，用于培养类脑器官。类脑
器官只有笔尖大小，每个类脑器
官含约5万个细胞，相当于一只果
蝇神经系统的细胞数量。由于具

备神经元，类脑器官有可能具备
学习和记忆等基本功能。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表的声明中，主要研究人员托马
斯·哈通说，借助类脑器官展开研
究，可以避免用人脑做研究所面
临的不少伦理问题，为研究人脑
工作机制打开新局面。

哈通和自己的同事构想，以
类脑器官为“硬件”，有望开发出
比超级计算机更节能的“生物计
算机”。哈通认为，虽然当代技术
革命由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驱
动，但其发展已“接近天花板”。

计算机问世以来，人脑和电
脑哪个更强大的问题随之出现。

就快速大量处理数据的能力
而言，计算机似乎远远超过人脑。
以阿尔法狗为例，这款人工智能
围棋软件“轻松学过”16 万个棋
局，而一个人即使每天学习5个小
时也要 175年才能完成同等的训
练量。

然而，一旦涉及复杂的逻辑
问题，例如分辨猫和狗，人脑则轻
易胜出。就能源利用效率而言，人
脑表现也更为优异。

美国能源部下属橡树岭国家
实验室开发的超级计算机“前沿”
造价 6亿美元，重 3629公斤，每个
机柜重量相当于两辆皮卡。哈通
说，这台计算机的运算能力直到

去年 6月才首次超过单个人的大
脑运算能力，但所耗能量是人脑
所需的100万倍。由此可见，“现代
计算机还是没法跟人脑相比”。

人脑储存信息的能力超强，
估计能储存 2500万亿字节信息。
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储存能力已
接近极限，现有技术很难在微小
的芯片上再增加更多晶体管。

3 研究刚起步

2 人脑和电脑哪个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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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