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发现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
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发现X

射线、英国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
盘尼西林……科学史上，偶然发现并不鲜
见。科学家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某个预期目标
时，却在不经意间有了其他科学发现。

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
荫”的故事不断在科学舞台上演。

酒精误用开出“绣球花”

由孙立成教授领衔的西湖大学人工光合作
用与太阳能燃料中心研究团队，成功合成出可
用于电解水制氢的非贵金属催化剂——CAP-
ist-L1。发表在今年8月《自然》杂志的该项研
究显示，这种新型催化材料浸在碱性水中，在
安培级电流密度下稳定工作超过19000小时
后，表面仍能源源不断产生气泡，其催化效率
和稳定性远超其他公开报道的催化剂。

据孙立成介绍，此次发现纯属偶然。一
次，团队成员在利用浸泡法制备镍铁基OER
催化剂时，误将乙醇（酒精）当作去离子水
使用，结果发现在泡沫镍上长出来的催化剂
OER性能极好。电镜观测结果显示，这一催
化剂如同花朵般层层叠叠，因此获得了一个
浪漫的名字：“绣球花”。

基于“绣球花”良好的催化表现，研究

团队深入开展理论探索，并不断优化制备方
案，成功开发出一种新型催化剂制备工艺，
即向溶液中人为加入不溶纳米颗粒，在常
温、常压条件下通过简单浸泡法，一步合成

出非贵金属催化剂——CAPist-L1。
科研团队历经数年探索，一次意外成就

了神奇“助攻”。科研探索中，偶然与必然
彼此交错，撞击出创新火花。

忘插电源收获空气发电机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姚军教
授领导的团队，找到了一种从空气中捕获连
续电力的方法。

该项目的初衷是创建一个湿度传感器。
不过，在实验过程中，一名学生忘记了插上
电源。

研究团队随后意外地发现，直径仅为人
头发丝千分之一的微型管阵列，在没有外加
电源的情况下产生了电信号。

在此基础上，他们研制出一款空气动力
发电机系统。简而言之，新装置由导电聚合
物的薄片制成，薄片上有直径小于100纳米
的微孔。薄片位于玻璃基板之上。空气中的
水分子天然携带负电荷离子。当水分子撞击
纳米孔顶部并使这些离子脱落时，就会产生
电荷梯度，然后被薄膜上下的电极捕获，从
而“发电”。

目前该团队仍在继续进行这一研究，他
们研制出的空气动力设备只有指甲盖那么
小，产生的微小电流仅能照亮LED屏幕的单
个像素，但它为从空气中收集电力的更大项
目奠定了基础。

来源：科技日报

从空气中捕获电力（艺术图）。图片来源：The cool down网站

我国成功回收首颗
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

试验卫星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10月11日，我国在
东风着陆场成功回收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
验卫星——实践十九号卫星，搭载的植物及微生物
育种载荷、自主可控和新技术验证试验载荷、空间
科学实验载荷、社会公益和文化创意载荷等回收类
载荷已全部顺利回收。

实践十九号卫星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
新技术试验卫星，于9月27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通过飞行试验突破了可重复使用、无损回
收、高微重力保障等关键技术，验证了新一代高性
能可重复使用返回式空间试验平台各项技术指标，
达到了各项预期试验效果。

实践十九号卫星具有微重力水平高、时效性
好、下行能力强等特点，是高效的高微重力水平空
间试验平台，可支持微重力科学、空间生命科学等
方面研究。此次飞行任务，开展了航天育种、新技
术验证与空间科学实验，着力推动空间新技术发展
和应用，同时，搭载多个国际合作载荷，成为促进
航天国际合作的良好平台，对推动探索太空、利用
太空有着重要意义。

来源：央视新闻

资讯人工智能何以成为今年诺奖“大赢家”
贵州发现

两个洞穴鱼新物种

位于地下700米

这一大国重器即将建成

“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进入收官阶段：最内层
的有机玻璃球已合拢，外层的不锈钢网架和光电倍
增管也在有序合拢中，预计11月底完成全部安装任
务，并启动超纯水、液体闪烁体的灌装。”10月11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门中微子实验首席科学
家、项目经理王贻芳透露。

江门中微子实验以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为首要
科学目标，并进行其他多项重大前沿研究。2013年
立项，2015年开工建设地下实验硐室，2021年年
底，地下硐室交付使用并开始探测器安装。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设备为一个有效
质量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
的实验大厅内、44米深的水池中央，能量分辨率达
到前所未有的3%。

据了解，江门中微子实验将于2025年8月正式
运行取数，预计运行约30年。“精确测量中微子振
荡参数，使检验中微子混合矩阵的幺正性、发现新
物理成为可能，对中微子物理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王贻芳说。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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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科研工作者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
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的两处洞穴分别发现两个洞
穴鱼新物种，它们均隶属于高原鳅属，专家将其命
名为“紫云高原鳅”和“亚鲁王高原鳅”，这一研
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动物学期刊ZooKeys上。

论文第一作者、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兰昌婷介
绍，经过形态比较和遗传分析，这两个新物种与此
前发现的高原鳅有明显不同。新物种的发现，让贵
州高原鳅属的物种记录增加至15种。

贵州省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丰富的地下水
系和溶洞资源，在过去5年间，研究人员已发现多
个金线鲃属、高原鳅属、爬鳅属等洞穴新物种。

2024年诺贝尔三大科学奖项中，两大奖项与人工智能研究相
关，先是物理学奖颁给了曾获图灵奖的机器学习先驱，紧接着化
学奖也将一半颁给了“程序员”。

不仅诺奖得主在接到获奖电话时表示大感意外，就连诺贝尔
奖官方也就此发起两起投票，强调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的互动。
一则是：你知道机器学习的模型是基于物理方程的吗? 另一则是：
你知道人工智能被用来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吗?

不少人疑惑，人工智能这一近年来才频频进入公众视野的技
术热词，何以俘获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芳心”，并一举成为本年
度科学奖项的“大赢家”？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约翰·J·霍普菲尔德和杰弗里·E·辛顿，表彰他们在使用人
工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亚鲁王高原鳅”活体照。

“紫云高原鳅”活体照。
贵州师范大学动物生态实验室供图

AI获诺奖
带来革命性突破

孔德淇

近日，人工智能（AI）领域迎来了
璀璨的荣耀时刻，两组AI先驱科学家
分别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
学奖。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科
学界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它彰显了
AI技术在科学研究中的巨大潜力，引
发了人们对于科学发展走向的深刻
思考。

有人也许疑惑，传统物理学、化学
在今年诺奖的缺失，是否意味着不再
需要相关方面的研究了？答案是否定
的。传统科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发
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为我们奠
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传统科学的研
究方法，如实验、观察、推理等，仍然是
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
传统科学与 AI 技术并不是对立的关
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比如，
传统科学可以为AI技术提供数据和理
论支持，而AI技术反过来可以帮助传
统科学解决复杂问题、提高效率。

与其说今年的诺贝尔奖是人工智
能的胜利，不如说是复杂系统研究的
胜利。在过去的科学研究中，科学家
们往往致力于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关
系，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来解释自然现
象。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
越多的现象被发现无法用简单的因果
关系来解释，而是涉及多个因素的相
互作用和复杂的反馈机制。在这种情
况下，研究复杂系统成了科学发展的
必然趋势。AI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
而生，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
方式和研究手段。

面对科学范式的转变，既不能故
步自封，也不能盲目跟风。既要不断
夯实科学基础，培养更多的优秀科学
家，又要加大对AI技术的研发投入，推
动AI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和创新。
与此同时，积极打破学科间壁垒，促进
不同领域的智慧在跨学科的合作与交
流中相互碰撞、相互启迪，进而不断突
破认知的边界，为人类的未来创造更
多的可能。

来源：湖南日报

10 月 9 日，2024 年诺贝尔化学奖
揭晓。戴维·贝克、德米斯·哈萨比斯
和约翰·江珀共享这一奖项。

人工智能技术俘获诺贝尔评奖委员会
的“芳心”更反映出人工智能与多学科融
合，推动科学研究突破边界这一重要的探
索趋势。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评委邹晓冬表示，
技术与基础科学的交叉融合未来将成为常
态，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这一融合过程中
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将推动科学研究不断
突破传统框架，实现更加深远、更加广泛
的创新。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引

发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诺贝尔物理学委员
会主席埃伦·穆恩斯说，人类有责任以安
全且道德的方式使用这项新技术。诺奖得
主欣顿在接受电话连线时也表示，相关技
术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但也必须警惕
技术可能构成的威胁。

毋庸置疑的是，传统科学研究的范式
正在转换。从问题出发，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寻求解决方案，这不仅将在生物、化学
和物理等领域中发挥革命性作用，更将推
动众多不同学科的融合，推动科学研究突

破边界，并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工程与物理科学研

究委员会执行主席、牛津大学结构生物信
息学教授夏洛特·迪恩表示，能在当今从
事科学工作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特别
是在这些跨学科领域，因为人工智能不仅
开始解决真正困难的问题，而且还改变了
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方式。

正如伯尼所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和技术发展的潜力是无限的——而这，只
是一个开始”。

本年度两大科学奖项不仅是对获奖者
和他们成就的肯定，更向人们展示出基础
科学的深刻洞见与计算机科学创新“碰
撞”可以产生的巨大能量。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
霍普菲尔德和杰弗里·欣顿是两名机器学
习领域的元老级人物。他们使用物理学工
具，设计了人工神经网络，为当今强大的
机器学习技术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相
关技术已被用于推动多个领域的研究。

“正是物理学原理为两名科学家提供
了思路，而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又被用于
推动多个领域的研究，不仅包括粒子物
理、材料科学和天体物理等物理学研究，
也包括计算机科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
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秘书乌尔夫·丹尼尔
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谈到诺贝尔化学奖成果时，欧洲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副主任兼欧洲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欧洲生物技术研究所主任埃旺·
伯尼强调，这一人工智能工具建立在数十
年的实验工作之上，得益于分子生物学界
内部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共享数据的文化。

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奖成果不
仅是基础科学的突破性进步，更显示出人
工智能已成为推动基础科学的重要工具。
利用这一技术，科学家得以基于此前研究
构建新型模型，得以处理海量数据，更新
传统的方法，得以加速研究，推动多领域
基础科学实现新的进展。

得益于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谷
歌旗下“深层思维”公司的德米斯·哈萨
比斯和约翰·江珀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设计
的人工智能模型“阿尔法折叠”，人们现
在已可以预测出自然界几乎所有蛋白质的
三维结构。

另一名对计算蛋白质设计作出突出贡
献的获奖者、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

的戴维·贝克在谈到人
工智能技术时指出，蛋
白质结构预测真正凸显
了人工智能的力量，使人
们得以将人工智能方法应
用于蛋白质设计，大大提高
了设计的能力和准确性。

人工智能正帮助科研人员
解决传统科学方法难以应对的问
题。曾作为“阿尔法折叠”早期测试
人员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学
教授丽夫卡·艾萨克森说：“我们传统上
采用费力的实验方法来分析蛋白质形状，
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这些已解析的结构
被用于训练‘阿尔法折叠’。得益于这项

技术，我们能够更好地跳过这一步，更深
入地探究蛋白质的功能和动态，提出不同
的问题，并有可能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

改变科研范式推动突破学术边界

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碰撞”产生巨大能量

助力解决传统科学方法难以应对的问题

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