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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复旦大学团队在《自然》期
刊投下一枚“深水炸弹”。全球首款基
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 32 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WUJI）”正式诞
生。

在复旦大学的实验室里，金灿灿
的芯片看似普通，但每块芯片被塞进
了5900个二维半导体晶体管，直接把
国际纪录从115个增加到5900个，性
能飙升 51 倍。这一使用二硫化钼为
基材的芯片，厚度仅0.7纳米，比头发
丝细百万倍，不仅省电80%，还能弯折
变形。

“无极”芯片用微米级工艺实现
纳米级功耗，如果配上先进光刻机，
性能还能再翻倍。据了解，该芯片
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硅基芯片，而是
要开辟“低功耗赛道”，专攻可穿戴
设备、物联网等万亿级市场。

点评：面对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
限这一全球性挑战，二维半导体是目
前国际公认的破局关键，也可以认为
是晶体管的“最终形态”。

据《科普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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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安徽黄山、山东泰山、江西武功
山的登山道上，一群腰间系着金属支架、腿
上绑着液压装置还健步如飞的游客，成为
景区新风景线。社交平台上，这种被称为

“登山神器”的外骨骼机器人，也正以不足
万元的价格刷屏。

电影《流浪地球》中曾经让人惊艳的科
幻神器，正加速走进日常生活。

“所谓外骨骼机器人，其实是一种通过
机械结构与人体关节紧密耦合，增强或替代
人体上肢、下肢运动能力的智能辅助设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
学院博士严伟栋用“游戏外挂”比喻其核心
价值——它就像给人体安装了“第二套动力
系统”，能帮助人们轻松应对各类体力挑战。

景区出现的“登山神器”，属于配备了
传感器，能实时感知使用者动作与姿态的
下肢外骨骼设备。目前，各种功能更齐全
的外骨骼机器人已经在众多领域展现出广
阔应用前景。在医疗康复领域，它与脑机
接口技术结合，已经成为中风、瘫痪患者康
复训练的得力助手；工业领域，工人穿戴后
搬运重物变得轻松自如；军事领域，它能有
效提升士兵作战能力与耐力……

“外骨骼机器人在医疗康复领域的应
用相对成熟，部分定价在10万至30万元，
主要用于偏瘫、截瘫患者步态训练的产品
已通过了FDA、CE等医疗认证。”北京市社
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说，在更广阔的消
费级和工业级领域，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

和人机协同时的安全性，依然是外骨骼机
器人需要突破的技术痛点。

技术痛点之外，外骨骼机器人商业化
还有价格“拦路虎”。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
席经济师郑磊认为，虽然目前一些功能相
对简单的产品价格已进入万元以内，但行
业整体成本过高依然是亟待跨越的难关。

当然，市场已经开始出现积极变化。已
有企业推出“家庭共享计划”，支持用户按次
租赁，缓解成本压力。政策东风也在助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将外骨骼纳入《康复辅助
器具产业规划》；工信部《“机器人+”应用行动
文案》明确支持工业外骨骼发展，京东、顺丰
等物流巨头已启动规模级采购计划。

产业界人士认为，目前外骨骼机器人

正处于技术成熟度曲线“期望膨胀期”向
“务实落地期”的过渡阶段，商业化还需要
逐一解决技术、成本、安全等痛点。“相信随
着材料、AI、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政
策对适老化、工业智能化的大力支持，外骨
骼机器人有望成为‘人机共生’的核心载
体。”王鹏说。

严伟栋预测，未来5年，消费级外骨骼
机器人有望借助模块化设计和成本优化实
现普及；医疗级外骨骼则需等待脑机接口
技术成熟和医保覆盖后迎来爆发式增长。

“当登山客、快递员、老年人都能穿上这件
‘钢铁外衣’，老龄化社会面临的‘行动自由
’难题，或许将迎来新解法。”

据《科普时报》报道

在小说《哈利・波特》的世界里，轻挥魔杖即
可将记忆从脑中抽出，一句咒语便能抹去至亲存
在的痕迹。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记忆不是可储存
的液体，也不是能轻易从人们脑海中删除的文件。

要形成记忆，人们必须先经历某些事情，比如
骑自行车、掉牙，或是与宠物嬉戏。随后，电流会
在大脑神经细胞（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处流动。人
们对某种经历的体验越多，这些连接就越牢固。
此后，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连接也会逐渐减弱，从
而导致遗忘。

但要让人完美记住或彻底遗忘某件事，这种
能力目前还只是幻想。不过，美国《科学新闻》网
站近日报道，科研领域已有先行者开始探索调控
记忆强度的可行路径，并在增强或抑制记忆方面
取得了阶段性突破。这些研究有望为阿尔茨海默
病等记忆衰退疾病患者带来福音，同时也为创伤
后应激障碍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增强记忆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罗伯
特・汉普森专注于记忆研究领域。他和团队发
现，对人的大脑施加微小电击，有助于人们形成
更牢固的记忆。

在一项实验中，汉普森团队选取了17名癫痫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患者大脑中已植入了细
如发丝的电极，除了治疗癫痫，这些电极还能记录
患者海马体（大脑中负责记忆的关键区域）中脑细
胞的电活动。

实验开始后，研究人员让患者凝视电脑屏幕
上展示的图像。仅仅几秒钟后，屏幕上再次出现
同一图像，同时还伴有另外 3 张截然不同的图
像。此时，研究人员要求患者从这4张图中准确
选出最初看到的那一张，这一过程重复了100次。

短暂休息后，患者迎来新一轮测试。这次屏
幕上展示的100张图像中，既有他们在实验第一
阶段见过的，也有一些是全新的。研究人员要求
患者选出他们认为最熟悉的图像。

汉普森解释道，当人们看到一张图像时，电流会在大脑中流
动，但每张图像产生的电活动都是不同的。他们深入分析了9名
患者看到图像时产生的电模式，然后利用数学方程来模拟这些模
式。随后，他们给另外8名患者施加了模拟这些电模式的微小电
击。在后续的图像记忆测试中，与微小电击配对的图像在患者记
忆中的表现有了显著提升，幅度高达35%―40%，而那些未与电击
配对的图像，在患者记忆中的表现则未出现任何提升。

未来，能植入大脑并施加此类微小电击的设备极有可能会被
用于增强记忆。汉普森表示：“首批使用者很可能是那些患有阿尔
茨海默病的人群，或者是因头部受伤而导致大脑与记忆相关部分
受损的患者。”

蔚蓝色的大海中，十多只中华白海豚“组
团”出游，如同灵动的精灵，在碧波间追逐戏水、
翻转跳跃，优雅的背鳍和尾鳍划过水面，奏出欢
快的音符。这一景象令人惊叹。

在惊叹之余，人们或许会好奇：为什么它的
名字前冠以“中华”？为什么体色粉红却被称为

“白海豚”？又为何被称为“微笑天使”和“水上
大熊猫”？

4月20日是第八个“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
日”。让我们从这些奥秘开始，深入了解它吧！

◇最早发现于中国

中华白海豚俗称妈祖鱼、粉红海豚或太平
洋驼海豚，属于海豚科白海豚属，是海洋哺乳动
物而非鱼类。其体型中等，通常体长 2.0-2.5
米，最长可达2.7米，体重约200-285千克。

18世纪50年代，在广东省广州市附近的一
个河口，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观察到一头白
色海豚，并将其记载于《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游
记》中，命名为“中国白海豚”。

随着人们不断了解和认识各海域内白海
豚亲缘关系很近的物种，多次更改了它们的属
名，最终仍以最早发现于中国而得名，也就是

“中华白海豚”。这也使中华白海豚成为全世
界 93 种鲸类动物中，唯一以中国命名的鲸类
动物。

实际上，中华白海豚并非仅分布在中国，东
南亚及孟加拉湾沿海地区也有其踪迹。

◇体色与年龄、血管有关

既然名为“白海豚”，为何我们看到的却是

粉红色？其实，这与中华白海豚的年龄密切相
关，大致分为3个阶段：幼年阶段的体色呈暗灰
色；亚成体阶段的体色逐渐变浅，呈现灰色与粉
红色相杂；成年阶段的体色变为纯白色。

粉红色并非由它皮肤色素造成，而是表皮
下血管透出的颜色。中华白海豚的真实体色其
实是纯白色。

◇天生嘴角上扬

中华白海豚的嘴角自然上翘，看起来仿佛
始终在微笑，“微笑天使”的美名由此而来。

这种独特的外形不仅让人感到亲切，也反
映了其友善的天性。中华白海豚喜欢群居，社
群成员关系紧密，常表现出互助行为。它们通
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传递信息，常在风
和日丽时嬉戏玩耍，在浪花中腾空跳跃，展现出
活泼乐观的性格。

◇一年只生一胎

中华白海豚喜欢栖息在亚热带海区的河口
咸淡水交汇水域，偏好浅水区和多岩石环境，很
少进入水深超过25米的海域。它们以咸淡水
鱼类和头足类为食，是典型的“顶级掠食者”，但
繁殖能力较弱。雌性9-10岁、雄性12-13岁才
性成熟；每年繁殖一次，妊娠期长达 10-12 个
月，每胎仅产一仔；一生仅能生育十多次，幼豚
成活率有限。

由于生存环境特殊、繁殖率低，加之受到
人类活动的威胁，2008 年，中华白海豚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我国
也将它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正
因如此，中华白海豚的地位与大熊猫相似，成
为海洋中的珍贵物种，被誉为“水上大熊猫”，
既形象又贴切。此外，这一称呼也借用了大熊
猫的全球知名度，让人们更能理解其珍稀程
度。目前，全球中华白海豚的种群数量约
6000头。

保护中华白海豚如同保护大熊猫一样重
要。如今，我国已在多地设立中华白海豚自然
保护区，包括福建厦门，广东珠海、湛江、台山、
江门等。珠海还将中华白海豚作为城市吉祥
物，以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据《科普时报》报道

只需向手机发出“帮我点一杯咖啡”的
指令，手机便能根据时间、定位、行为习惯
等信息识别出用户的品牌和口味偏好，再
主动打开常用的外卖App，完成点单、填写
配送地址、付款等操作，全程无须人为操
作。这样的便利生活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
实。

近期，许多手机厂商推出自研或接入
第三方大模型的手机智能体，如超级小爱、
蓝心智能、Bixby等。这些智能体在大模型
和人工智能（AI）技术支撑下，可以化身用
户“贴身助理”，自主完成点咖啡、群发微信
红包等操作。

“享受手机智能体带来便利的同时，我
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便利是通过让
渡个人隐私数据换来的。”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计算机学院信息安全系主任、网络空间
安全学科副教授刘慧勇解释，当 AI 开始

“接管”手机，“用隐私换便利”这一老问题
便在新技术应用场景中再次出现。如何保
护用户隐私，是手机智能体健康发展无法
回避的议题。

◎无障碍功能暗藏风险

记者通过查阅多个手机智能体发布会
发布的信息发现，此类智能体多以AI技术
为核心，整合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以及
多模态感知能力，具备信息查询、AI写作、
草图变图片、视频锁屏等功能，实现了从基
础问答到主动服务的跨越，手机俨然成了
用户的“贴身助理”。其中，少部分手机厂
商通过内置本地化端侧大模型，进一步提
升了人机交互的自然流畅度。

“手机智能体的使用是建立在大量数
据收集和使用基础上的。为实现 AI 读屏
以及模拟点击等功能，用户往往需要开启
无障碍功能。”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李瑞远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解释道，无障碍功能是安卓系统为
残障人士打造的一项专属功能，包括读
屏、放大屏幕、自动点击、增强音频、更改

字幕等便捷操作，旨在让残障人士和普通
人一样使用智能手机。手机智能体要实
现“接管”手机，需要用户授权开启无障碍
服务权限，再借助 AI 读屏功能，访问手机
全部应用，并像人一样获取、理解、分析屏
幕界面元素，包括银行卡信息、特殊密码
键盘和聊天记录。最终，模拟人的手指在
手机上完成线上购物、转账、下载软件等
操作。

刘慧勇进一步说，用户一旦开启无障
碍功能，相当于给手机安装了一张万能门
禁卡。用户在使用语音助手、智能推荐等
功能时，手机智能体可无限制地获取地理
位置、应用使用频率、微信消息等隐私数
据。部分手机智能体还会在用户不知情的
情况下，自动开启无障碍权限，“默默”收集
用户隐私数据。

“手机中的通讯录、短信记录、通话记
录等信息都属于敏感信息。操作系统通常
对其设权限保护机制，手机应用需经用户
显示授权后才能获取。”刘慧勇说，然而，当
用户借助手机智能体完成语音发微信、一
键发红包等操作时，情况有所不同。此类
操作需要跨应用进行捆绑授权，在此过程
中，操作系统会开放短信或微信权限，以确
保相关功能顺利实现。

◎多方发力守护个人数据安全

“技术的便利性与隐私风险，是一对天
然的矛盾。而行业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出台
常常滞后于技术应用。”刘慧勇认为，当前，
手机智能体所收集、使用的数据流转于手
机终端厂商、智能体开发者、云服务商等多
个主体间，其所有权、使用权和控制权归属
难以界定。一旦发生数据泄露，由于追责
链条长，难以有效溯源。

刘慧勇举例，部分安全性不高的手机
智能体，可能借助无障碍功能，在微信群中
自动发送红包并诱导他人点击，将资金转
入不法分子账户，造成用户财产损失；抑或
是将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出售给第三方公

司，造成算法歧视等。“由于技术规范和防
护机制的缺乏，用户即便遭受损失，也很难
通过有效途径挽回。”刘慧勇说。

对此，刘慧勇建议，手机厂商与操作系
统平台应不断完善相关技术，改善用户数
据处置流程，构建更加智能化的内部防御
系统，防止智能体技术在演进过程中出现
隐蔽的数据滥用问题。

此外，李瑞远建议，手机厂商应尽量
提供支持端侧 AI 的手机智能体应用。云
侧 AI 虽然能提供更便利的服务，但用户
数据需频繁上传云端，隐私暴露风险较
大。而端侧 AI 支持数据在手机等终端设
备上进行计算和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
数据传输，是一种“更私密”的技术解决
方案。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任龙龙
说，技术的落地离不开法律法规的约束。
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等法律，包括2025年1月1日生效的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都对数
据、个人信息、生成式 AI 等新兴技术的使
用进行了规定。然而，手机智能体作为新
兴技术应用，目前仍存在一些法律模糊地
带。

任龙龙建议，职能部门应积极出台相
关政策、加大监管力度，通过构建更精细的
法律规则体系，细化数据分类，清晰界定数
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
经营权等，避免出现恶意授权导致的隐私
泄露事件。

“在相关技术和法规尚未完善的情况
下，用户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任龙龙说，
在使用手机智能体时，消费者应谨慎开启
无障碍功能，关闭智能体免密支付授权功
能，定期查看手机隐私报告，及时发现并处
理智能体的异常行为。

据《科技日报》报道

外骨骼机器人让你秒变外骨骼机器人让你秒变““钢铁侠钢铁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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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分公司谢运华：让保障穿透病魔阴霾
谢运华自加入新华保险以来，始终将客户需求放在首

位。2016年，赣州的Z女士在谢运华的细致介绍下，为全家
配置了重疾险、医疗保险。在Z女士看来，提前做好周全的
保险规划，就如同为生活的航船系上牢固的锚索。然而，命
运的波澜却在2024年7月无情地袭来。Z女士因子宫腺肌
病接受了子宫切除手术，不幸接踵而至，当月底她又因肠梗
阻再次紧急入院，可术后的病理结果却如同晴天霹雳—乙状
结肠癌。病魔的阴影再次笼罩了Z女士和她的家人。得知
这一消息后，谢运华迅速行动，她第一时间协助Z女士报案，
随后匆匆赶赴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虚弱的Z女士和一旁满

脸疲惫、忧心忡忡的家属，谢运华满是心疼。Z女士此前已
辗转多地就医，如今仍在与病魔顽强抗争，而家属们忙于照
顾，无暇顾及理赔事宜。谢运华轻声安慰Z女士，让她安心
养病，随后便有条不紊地协助收集各家医院的就医材料。新
华保险收到理赔申请后，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前十年关爱
金合计22万元。后续，Z女士定期入院化疗，医疗险也持续
发挥作用，截至2024年底，累计赔付医疗费用9次，合计3.35
万元。十次理赔，如同十次生命的接力，让这个家庭在面对
疾病挑战时多了一份底气和力量。

供稿：新华保险乌兰察布中支

抹去记忆

与增强记忆相反，也有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能否帮助人们忘
记某些记忆。这项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动物细胞实验表明，这
在未来或许能实现。

当人们感知外界事物时，无论是一幅绚烂画作中细腻的色彩，
还是在一朵花上才有的轻柔触感，这些感知都会激活大脑中的某些
神经元。这一过程会改变细胞内许多分子的位置，进而影响神经元
的工作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这种连接会编码或储存成对
某种经历的记忆。人们越关注的事物，越有可能被编码成记忆。

“你可以干扰这种编码过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
塞缪尔・沙舍尔说。他和团队通过海兔神经元实验，成功实现了
对记忆编码的操控。

在实验中，他们聚焦于一个由3个神经元构成的回路。其中，
运动神经元负责驱动肌肉运动，而与之相连的两个感觉神经元则
负责处理来自外界环境的信息。通过对这些神经元进行精细的分
子调控，他们消除了运动神经元与其中一个感觉神经元之间储存
记忆的连接。

这或许暗示着，人们有可能抹去某些记忆，同时保留其他记
忆。也许有一天会产生一种新疗法，诱导神经元消除那些特定的、
不愉快的记忆。

伦理争议

“从某种深层意义来讲，我们始终都在尝试对记忆进行操控。”
美国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安德烈・芬顿称。举例而言，当人们反
复练习一项运动技能时，本质上就是在有意识地强化以特定方式
移动身体的记忆。同样，当人们主动选择不去学习某些知识时，其
实就是默认让自己遗忘这些信息。

然而，在上述这些情形中，人们都是凭借自身的亲身经历来对
记忆进行干预和调整。

那么，在没有任何实际经历的前提下，就能瞬间创造或抹去记
忆，这种做法真的恰当吗？芬顿认为，这在伦理层面无疑是一个极
为复杂且棘手的问题。

芬顿强调，人们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所留下的记忆，共
同塑造了人们的自我认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改变一个人的记
忆，就可能使这个人发生本质转变。因此，人们在对待这一问题
上，必须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 据《科技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