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横天下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李卓斌 美编/黄武圣A04 2024年10月13日

星期日

1010月月99日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
的的2024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现场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现场，，屏屏
幕显示奖项得主戴维幕显示奖项得主戴维··贝克贝克、、德米斯德米斯··哈哈
萨比斯和约翰萨比斯和约翰··江珀江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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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很多人大呼意外。紧接着颁发的化学奖中，三名获奖者中有两人是“程序员”。

对此，不仅诺贝尔奖得主表示大感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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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智
能
何
以
成
为
诺
奖
大
赢
家
？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美
国科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和英
国裔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欣顿
获得。

约翰·霍普菲尔德1933年出
生于美国芝加哥，1958年获得美
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杰弗里·欣顿
194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78年
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现
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1982年，约翰·霍普菲尔德创
建了一种用于机器的联想记忆方
法，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网络结
构，被称为“霍普菲尔德网络”。
这个网络能够存储多个模式（比
如图像），并且在面对不完整或有
噪声的输入时，能够重构出最相
似的模式。

杰弗里·欣顿在此基础上更进
一步，他希望机器能像人类一样自
主学习和分类信息，于1985年和
同事提出了“玻尔兹曼机”的网络
模型，这个名字源于19世纪物理
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的方程。
该模型通过统计物理学中的玻尔
兹曼分布来识别数据中的特征，成
为了现代深度学习网络的基础。
欣顿的研究继续推进，导致了当前
机器学习领域爆炸式的发展。

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由美国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教授戴维·
贝克以及谷歌旗下“深层思维”公
司的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
珀分享。

戴维·贝克1962年出生于美
国西雅图，1989年获加利福尼亚
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现为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教授。20
世纪 90 年代末，他开发的名为
Rosetta的软件成功构建出不是天
然存在的全新蛋白质。此后，他的
研究小组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
具有新功能的蛋白质，可用于催生
新的纳米材料、靶向药物、疫苗研
发、微型传感器以及更环保的化学
工业等，为实现人类福祉开辟了无
限可能。

德米斯·哈萨比斯1976年出
生于英国伦敦，2009年获得伦敦
大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深层思
维”首席执行官。他从4岁开始下
国际象棋，2009年获得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学
位。他还曾领衔开发“深层思维”
公司的“阿尔法围棋”程序，该程序
在复杂的围棋游戏中击败世界冠
军、韩国围棋选手李世石。

约翰·江珀1985年出生于美
国阿肯色州小石城，2017年获得
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深层
思维”高级研究科学家。2021年，
《自然》杂志曾将他列入年度“十大
科学人物”。

“30年前，如果能用实验设备解
析一种蛋白质结构就完全可以发表
一篇博士论文，因为那是一件极为困
难的事情，”诺贝尔化学委员会评委
邹晓冬表示，得益于今年诺贝尔化学
奖获奖成果，人们现在可以设计蛋白
质，还可通过人工智能预测蛋白质三
维结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革命”。

蛋白质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大分
子。它们是构成骨骼、皮肤、头发等
组织的基石，是驱动肌肉的马达，是
读取、复制和修复脱氧核糖核酸
（DNA）的“机器”，是让大脑中神经
元随时准备运转的“泵”，是促进机体
免疫反应的抗体，是细胞向外界传递
信息的传感器，是调节人体内所有细
胞的激素。

蛋白质通常由20种不同的氨基
酸组成。在蛋白质中，氨基酸以长链
连接在一起，折叠起来形成独特的三
维结构，这对蛋白质的功能至关重
要。要了解生命如何运作，首先就需
要了解蛋白质的形状和结构。

自19世纪以来，化学家就已了
解蛋白质对生命过程的重要性。但
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研究工具
精度的提高，研究人员才开始借助仪
器解析蛋白质三维结构。到20世纪
70年代，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决定
蛋白质如何折叠的相关信息蕴含在
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中。从那
时起，研究人员一直怀有一个梦想，
即试图根据已知的氨基酸序列预测
蛋白质三维结构，但这非常困难，甚
至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然而，就在4年前，出现了一个
惊人的突破。2020年，德米斯·哈萨
比斯和约翰·江珀提出名为“阿尔法
折叠2”的人工智能模型。

“阿尔法折叠2”模型曾赢得有着
生物计算领域“奥运会”之称的“蛋白
质结构预测关键评估（CASP）”比赛，
并成为第一个能准确预测蛋白质三
维结构的机器学习模型。

“阿尔法折叠2”模型成功解决了
科学家苦苦思索了数十年的难题
——从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结构，
它能够预测几乎所有已知的2亿种
蛋白质的结构。

自问世以来，“阿尔法折叠2”已
被用于海量科学应用中，例如人们用
它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寻找疟疾等疾
病的新疗法等。“阿尔法折叠2”极大
缩短了人工确定蛋白质结构的时间，
展示了人工智能对于科学发现的影
响。此外，这项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
好地了解疾病，并能加速新靶向药物
开发。到今年10月，已有来自大约
190个国家的200多万人使用了“阿
尔法折叠2”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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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表示，他获得这一殊荣是
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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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学习的迅速发展不仅带
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引发人们对于伦理
和安全方面的担忧。

欣顿曾表示对自己所做工作感到
“后悔”，并多次表达他对人工智能发展
的担忧。在获悉自己获奖后，欣顿表

示，这一技术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但也必须警惕这一技术可能造成的

威胁。
“在同样的情况下，我还会

再次这样做，但我担心，这种
情况的总体后果可能是比我
们更聪明的系统最终会掌控
一切。”他说。

哈萨比斯则表现得更
为乐观，他今年初曾表示：

“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风
险的问题，但我认为我们应
该拥抱机遇。”

“如果我们聪明的话，
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作为解

决方案的一部分。”哈萨比斯
表示，“如果我们以一种负责任

的方式使用它，我认为它可以帮
助我们应对当今社会面临的许多挑

战。比如我们的医疗系统，让它们更
有效率，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新技术，
融合，以及其他可以应用人工智能的

事情。”
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主席埃伦·穆

恩斯表示，人类有责任以安全且道德的
方式使用这项新技术，以确保它能为全
人类带来最大的利益。

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秘书乌尔夫·
丹尼尔松指出，机器学习与基因编辑等
众多前沿技术的发展是“双刃剑”，人们
必须警惕出现坏的结果。在这方面，尤
其需要全球合作。

而创造和预测蛋白质的重大突破
也让科学家们担心这项技术可能被用
来制造新的病毒或有毒物质，用于生物
攻击。今年90多名科学家签署了协议，
以规范制造新生物武器所需的设备，以
确保他们的人工智能研究不会造成伤
害，贝克也在其中。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专家曾
毅表示，目前并不存在并且很难实现绝
对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但是我们需要
以此为目标，采用科学的方法继续寻找
可能的科学路径。他认为，真正负责任
的科学家，不但需要有能力做出科学突
破，还要对科学可能给社会造成的风险
与影响给予充分关注，并要通过科学的
方法解决可能的隐患，使科学贡献于全
人类福祉。

文/新华社、新京报、扬子晚报 图/新华社

获奖者何许人也？ 物理学奖：
凸显跨学科

研究的惊人力量
事实上，今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不仅是对霍普菲尔德
和欣顿成就的肯定，更是极大
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向人们展示了物理学的深刻
洞见与计算机科学创新“碰
撞”可以产生的巨大能量。

当前人们谈论人工智能
时，经常指的是使用人工神经
网络的机器学习。诺贝尔物
理学委员会秘书乌尔夫·丹尼
尔松强调，人工神经网络在物
理学中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持
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本次诺
贝尔物理学奖并非颁发给过
去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
针对大语言模型或类似的东
西，而是针对基础发明。

远在人工智能成为今天
的科技热词之前，这两名科
学家从20世纪 80年代起就
在人工神经网络领域做出了
重要工作。这项技术最初的
灵感来自大脑的结构。就像
大脑中大量神经元通过突触
相连一样，人工神经网络由
大量的“节点”通过“连接”组
成。每个节点就像一个神经
元，而连接的强弱则类似于
突触的强度，决定了信息传
递的效果。

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
院认知神经科学教授罗德里·
丘萨克指出，人工神经网络最
初受到神经科学的启发，并且
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蓬
勃发展。人工神经网络已被
证明是大脑学习过程的宝贵
模型，机器正在帮助我们了解
自己，这反过来又为技术发展
提供了新的途径。如果没有
霍普菲尔德和欣顿的开创性
工作，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霍普菲尔德和欣顿的工
作不仅推动了机器学习的发
展，还对物理学产生了深远影
响。丹尼尔松表示，物理学的
原理为两名科学家提供了思
路，同时，人工神经网络在物
理学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催
生新的惊人发现。

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主
席埃伦·穆恩斯表示，两名获
奖者利用统计物理的基本概
念设计了人工神经网络，构建
了机器学习的基础。相关技
术已被用于推动多个领域的
研究，包括粒子物理、材料科
学和天体物理等，也已用于日
常生活中的人脸识别和语言
翻译等。

化学奖：
人工智能助力破解
蛋白质神奇结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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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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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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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科研范式推动突破学术边界

人工智能安全性引发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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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意外”垂青人工智能，让
多个诺奖预测集体“翻车”，就连获奖者之一的杰弗里·欣

顿也坦言自己“完全没想到”。看似不属于传统物理学任何
一个分支领域的成果斩获诺贝尔奖，让不少学者开玩笑说，诺
贝尔物理学奖在跟计算机界的图灵奖“抢饭碗”，更有网友感
慨，“物理学（奖）不存在了。”

事实上，诺贝尔物理学奖没颁给物理学家，并非首次。
20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样出人意料地颁给了气候

研究者，由日本气象学家真锅淑郎、德国气象学家克劳斯·哈
塞尔曼和意大利物理学家乔治·帕里西分享奖项。南信大
气候与应用前沿研究院院长罗京佳曾与真锅淑郎在同

一个研究机构一起工作过，他表示，物理学是一门基
础学科，而气候研究则是物理学科的应用方向，

所以，不要认为物理学奖的颁奖是“跑
题”，气候专家的获奖是完全“认

真的”。

物理学奖没颁给物理学家
并非首次

1010月月88日日，，在瑞典斯德哥在瑞典斯德哥
尔摩举行的尔摩举行的20242024年诺贝尔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公布现场物理学奖公布现场，，屏幕显示屏幕显示
奖项得主约翰奖项得主约翰··霍普菲尔德霍普菲尔德
和杰弗里和杰弗里··欣顿欣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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