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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元的成功
只是一种投缘

� � � � 阿尔法狗在业内的影

响 力 并 不 像 在 大 众 中 那 么

大。 因为在人工智能领域，
每 个 方 法 都 有 局 限 性 ， 没

有 一 种 方 法 是 万 能 的 。 等

到 对 新 出 现 人 工 智 能 的 每

个 部 分 都 有 比 较 清 晰 的 了

解 时 ， 它 的 神 秘 感 也 就 和

现 在 的 这 些 疑 惑 和 担 忧 一

起， 烟消云散了。

阿尔法狗的厉害之处在于结合

了工程和科研两方面的工作 ， 通过

大量计算资源和工程优化将人工智

能在某一个方向推向了极致 。 它同

时借鉴了十年来大家在围棋上以及

在计算机视觉上的点滴进展 ， 比如

围棋和强化学习方向上蒙特卡罗树

搜索、 自对弈 （俗称 “左右互搏”）、
随机走子盘面估值 、 用人工特征加

浅层网络进行快速走子 、 权衡广度

和深度搜索 、 权衡从头探索和先验

知识 ， 计算机视觉方向上像卷积神

经 网 络 （ CNN） 、 残 差 网 络

（ResNet）、 旋转翻折样本增强等等。
这些都不是 “深思” (DeepMind) 团

队率先想出来的 ， 而是过去的经验

一点点积累起来得到的 。 只是过去

的点滴进步并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
而阿法尔狗达成了这最后的一步。

这个成功有几个先决条件。
其 一 是 模 型 和 问 题 相 互 匹 配 。

对阿尔法狗来说 ， 模型和问题的匹

配度非常重要 。 卷积神经网络和围

棋非常匹配 ， 所以仅用 490 万样本

就可以学到超过人类的能力。
对于人类来说， 这种匹配性是

通过各种直觉和实验去找的 ， 而机

器则可以快速试错 ， 并很快地实现

人的想法。 若是模型和问题不匹配，
那样本再多， 用处也不大 ， 因 为 机

器学习中 “维数灾难 ” 的问题 ， 要

凭暴力填满高维空间 ， 实在不是目

前 任 何 数 目 的 计 算 资 源 所 能 搞 定

的。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能 和 围 棋 如 此

投缘 ， 还是因为围棋本身的规则比

较 纯 粹 ，存 在 某 种 内 在 美 ，而 CNN
很适合这种美 ， 一旦适应了 ， 计算

机所具备的高速计算能力就可以全

面发动 ， 即便从零开始 ， 完全不通

过人类棋谱 ， 仅靠左右互搏 ， 也可

以成功 。 路线正确之后 ， 计算机所

具备的稳定性 、 精确性 ， 和超过人

类 几 十 亿 倍 的 计 算 速 度 叠 加 起 来 ，
这 才 是 使 得 阿 尔 法 元 能 在 三 天 内

远 远 超 过 人 类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用 三

千 年 走 过 的 路 程 的 关 键 。
其二是要身处一个完全信息透

明的理想世界 ， 并且在做出决策之

后 ， 对这个世界的规则 、 变化和发

展有绝对正确的认知。
围棋每下一子， 大家都非常清

楚地知道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子 ， 输

赢也非常清楚明白 。 阿尔法元虽然

没有使用人类棋谱 ， 但它已经从人

类这里得到了围棋世界的规则 ， 对

于过去七步之内双方下了哪些招法

也完全知晓 。 这让它对局面的推演

变得非常容易 ， 在先天上就比人类

强太多 。 从零开始到超越人类 ， 这

确实非常厉害 ， 但仅仅在围棋世界

这个规则分明的地方可以做到。
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大量的计

算资源 。 发表于 《自然 》 杂志的两

篇阿尔法元的文章 ， 无一例外都强

调了对战时所用的资源数 ， 而有意

无意地隐去了训练时所用的资源数。
后 者 从 文 章 （及 实 验 ） 可 以 推 算 ，
大约在上万台甚至更多 。 这还仅仅

只是复现结果需要的资源数目 。 而

作为开拓者， 能成功 的 路 线 百 中 无

一 ， 那 综 合 各 种 探 索 试 错 的 耗 费 ，
最后使用的资源更加是个天文数字

了。
阿尔法狗能如此惊人地处理围

棋 问 题 ， 是 因 为 满 足 这 三 个 条 件 ，
然 而 人 工 智 能 在 处 理 其 它 问 题 上 ，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 智能对话系统

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 人类的语言

既有基本语法规则 ， 又有大量打破

这个规则的例外 ； 既有此时此境下

的约定惯例 ， 又有与时俱进的林林

总总的变化 。 一个能与别人对话的

智能系统 ， 既要从过去的含糊的交

互中深刻了解现在的基本规则 ， 又

要时刻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 能够

抽象计划出说话的大概方案 ， 还要

及时推测别人的隐藏状态和世界的

发展趋势———这些都 是 现 在 人 工 智

能的难点。
所以说 ， 阿尔法狗在业内的影

响力并不像在大众中那么大 。 因为

在阿尔法狗上做出惊人结果的卷积

神经网络 ， 早先在计算机视觉上已

获得巨大的成功 ， 但让它去拟合含

有大量离散特征的广告数据 ， 大家

都知道效果不佳 。 同样 ， “左右互

搏 ” 对其它游戏也有相当不错的效

果 ， 但让它去做优化机器翻译 ， 未

必有人工标定的数据好。
相比之下 ， 国外对于阿尔法狗

的看法要理性很多 ， 在各大论坛上

也有更多技术上的深入探讨 。 等到

大家有实力将阿尔法狗拆解得七零

八落 ， 对它的每个部分都有比较清

晰的了解时 ， 它的神秘感也就会和

现在的这些疑惑和担忧 ， 一起烟消

云散了。

人工智能还无法与
大脑中的神经系统相比拟

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本质

上都是寻找一个算法， 有效

构建世界模型。 大脑经过长

久的进化， 固有自己的运行

方式， 而人工智能则可以在

数学原理和大数据的基础上

独立发展， 就像飞鸟和飞机

一样， 找到各自的规律。

现实的神经元是由微分方程描述

的连续信号处理器， 有精细的时序结

构， 有电生理、 离子通道和神经递质

受体， 有能量供应和免疫系统。 碍于

测量的局限和生物系统的复杂性， 我

们现在对于大脑的单个神经元还没有

完全了解清楚， 更不用说大量神经元

组合在一起的系统了。
而现有的人工智能算法基本上

是和脑科学相互独立的 。 在各类问

题上卓有成效的统计学习方法 ， 比

如说线性及非线性拟合方法 、 最近

邻 、 决策树 、 随机森林 、 支持向量

机等 ， 在大脑结构中鲜有对应 。 即

便在深度学习中所谓的神经元 ， 也

不过是线性叠加及非线性操作的组

合 ， 是现实大脑中神经元的极大简

化 ， 简化到脑科学家都不承认其为

神经元的程度。
不过 ， 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确是

可 以 相 互 启 发 的 。 比 如 CNN 的 思

路 ， 就和大脑中感视野受限的神经

元相似 。 最近 ， 神经网络之父 、 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杰弗里·辛顿试着用大脑中的柱状体

思路， 去改进现有神经网络的性能；
也有学者用统计学习及神经网络的

方法 ， 对大脑中某些神经元的行为

进行建模。
我个人的意见是 ， 不管是脑科

学也好 ， 人工智能也罢 ， 本质上还

是如何找到一个算法有效地构建世

界模型的问题 。 大脑经过长久的进

化 ， 固然有自然界的鬼斧神工 ， 但

也带着大量增量进化而带来的累赘，
不必对它顶礼膜拜 ， 奉为智能的唯

一模板 。 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在数学

原 理 和 大 数 据 的 基 础 上 独 立 发 展 ，
就像飞鸟和飞机的区别一样 ， 找到

自己的规律。
以 前 教 科 书 上 高 估 了 人 的 能

力 ， 把人类特殊化了 。 其实在历史

长河中来看 ， 人没有那么特殊 ， 人

作为一种智能体 ， 遵从自己的发展

规律 ， 在自然进化的基础上 ， 一点

点 认 识 自 身 及 完 成 对 自 身 的 改 造 。
而我们被进化赐予的那些优点 、 缺

点和弱点 ， 也会缩写成茫茫历史中

的某一页 ， 成为将来叱咤星海的地

球文明的注脚。

我们刚隐约看到了
人工智能的一丝月光

人 并 不 需 要 恐 惧 害 怕

机器， 因为机器也需要人。
现 实 世 界 无 比 复 杂 ， 其 中

暗 含 着 无 法 准 确 预 测 的 未

来 。 在 现 实 世 界 这 个 庞 然

大 物 面 前 ， 机 器 和 人 一 样

渺小， 也必然会携手同行。

站在业内人士的角度 ， 人工智

能 还 有 很 多 问 题 没 有 解 决 。 比 如 ，
我们可以模糊地说 CNN 和围棋很匹

配， 或者 CNN 和计算机视觉非常匹

配 ， 所以放在一起得到了出乎意料

的效果 。 但究竟怎样才算匹配 ？ 什

么是 “匹配 ” 这个词定量及精确的

定义 ？ 对于其它问题 ， 什么是最好

的模型 ， 需要用什么样的数据 ？ 神

经网络究竟建模了什么 ， 和我们的

认知有什么区别 ？ 这些本质问题都

还没有答案 ， 而且目前看来 ， 不论

是从工具上还是从观念上看 ， 离摸

到答案的边缘还远得很。
二十世纪初 ， 除了上空有两 朵

乌云之外， 物理学的大厦基本建成；
与之相比 ， 人工智能可以说是还处

在铅云密布、 大雪弥漫的漫漫极夜，
人们才隐约看到头顶黑云缝中有那

么一点点的月光 。 我们只是摸黑摸

久了， 不习惯看到光罢了———其实，
太阳还远未升起。

不过， 首先基本肯定的一点是，
未来世界必然是人与机器合作 ， 并

且逐步融合的世界。 在短短十年中，
我们都已经离不开电脑和手机 ， 以

后 如 果 能 有 更 强 记 忆 、 更 快 推 理 、
更准预测的人工智能产品出现 ， 可

以 帮 助 人 类 看 得 更 远 、 听 得 更 清 ，
大家一定会争相使用 ， 并在这基础

之上制造出更好的物品 。 试想 ， 如

果有装入大脑就可以提高一倍反应

速度的芯片 ， 那谁会拒绝 ？ 这样的

大潮， 无人能够反抗。
所以说， 与其害怕， 不如融入。

人工智能你不做 ， 我不做 ， 总有人

做 ， 而做出来之后 ， 就会有极大的

竞争优势 。 现在基于机器学习的广

告系统已经是这样了———写好了 程

序 ， 躺着可以赚钱 ， 而人要做的是

如何改进它 。 这和传统行业需要不

停维护才能有稳定利润率相比 ， 已

是高了一个境界 。 以后人工智能做

得 更 好 的 话 ， 可 以 自 动 改 进 算 法 ，

那又是高了一个境界 。 而且这并非

几百年后才会出现的事情 ， 而是在

当下就会发生的现实 。 历史的列车

正在加速前进 ， 以前或许还可以小

跑跟随， 以后只能搭车借力。
最后 ， 我不觉得人需要去恐 惧

害怕机器 ， 因为机器也需要人 。 现

实世界暗含着无法准确预测的未来、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联系 ， 庞大

到不可想象的行动空间， 以及千亿

亿亿种自洽自足的目标和意义 。
围棋棋枰上的状态数已远远超

过了宇宙中的原子总数 ， 然

而 它 不 过 是 后 院 的 一 张 茶

几， 和煦春日下的几粒石

子， 还有随风飘散的一

口香茗。
在现实世界这个

庞然大物面前， 机

器和人必然会携

手同行。
（作者为脸书
人 工 智 能
研究院研
究员）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你在熬夜时， 一项有关熬夜的研

究得了诺贝尔奖！”今年 10 月，随着三位

美国科学家———缅因大学的杰弗里·霍

尔教授、 布兰迪斯大学和霍华德·休斯

医学研究所的迈克尔·罗斯巴什教授 ，
以及洛克菲勒大学的迈克尔·扬教授 ，
因 为 对 生 物 体 昼 夜 节 律 的 分 子 机 制

研 究 ， 分 享 了 今 年 的 诺 贝 尔 生 理 学

或 医 学 奖 。 这 个 话 题 随 即 在 医 学 科

学 界 火 了 。
科 学 家 发 现 ， 昼 夜 节 律 的 紊 乱 ，

与肥胖、 糖尿病、 高血压等内分泌代谢

疾病， 乃至肿瘤的发生发展都有关联。
因而医生直言， 这项有关生物钟的研究

很直白地提醒大众：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

确的事， 按时吃饭， 到点睡觉！

墙上的钟，
为何在指挥我们的行为？

我们来看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每天早上七八点起床， 每天晚上九十点

睡觉， 一日三餐， 到点要吃饭……你有

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要按这个节奏来

生活？
“因为有钟， 时间到了！” 有人会

这样答。
第二个问题来了 ， 这个钟表是我

们人造出来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听命于

这个钟？ 我们是钟的创造者， 还是钟的

奴隶？ 再深入思考， 钟到底是什么， 我

们为什么需要钟？
深究下去， 其实就是很多大牌实

验室专家的科研命题了 ， 我们不 用 再

“烧脑” 细究， 这里只谈一个事关我们

生活的简单命题： 钟到底跟我们有什么

关系。
到什么时间， 干什么事 ， 这个习

惯似乎已存在千年。 典型的比如植物花

朵的开闭和叶片的光合作用， 动物的产

卵 、 排精 、 冬眠 、 苏醒等 。 不 要 小 看

这些周期变化 ， 这些规律可不是 听 命

挂在墙上的钟表 ， 而是植根于生 物 体

特有的生物钟 。 我们的身体里也 住 着

这样一座钟， 提示着人以 24 小时为周

期的血压 、 体温 、 体力 、 情绪等 生 理

指标的律动。

简言之， 生物钟是指地球上的生

命随地球的周期性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周

期性变化的生理生化活动。 人类最早认

识到的生物钟现象就是对人自身的周期

性变化， 以及植物的朝夕节奏的变化。
我国古代哲学家对人体和自然的相互关

系就特别重视。 早在战国时期， 《黄帝

内经》 就描述了人的身体状况随季节变

动而变化的周期性现象， 以及人体的脉

象节奏。
既然存在着这种生命节律 ， 那么

如果打破它， 要不要紧呢？ 看看科学家

发现了什么。

罕见的早睡早起家族提示
人体内有 “时钟基因”

苏州大学剑桥-苏大基因组资源中

心教授、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生物节律

分会会长徐璎长期关注生命节律研究，
她对生物钟基因的研究要追溯到 2003
年， 当时她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神经科学部门从事博士后研究。 她见过

一个奇怪的家族成员总在凌晨三四点起

床， 晚上六七点就睡觉。 这显然不符合

常人的生活节奏。
通过研究， 他们发现这个家族成

员身上的一种名为 “PER2” 的基因发

生了突变， 这是一种掌管睡眠的基因，
正是这个突变导致他们的早睡早起。

更奇特的是， 当研究人员把突变

基因转给小鼠 ， 小鼠也同样早睡 早 起

了 ， 而且进食变得更早 ， 比正常 小 鼠

吃得更多 。 研究人员进而发现 ， 这 些

实 验 小 鼠 不 仅 管 睡 眠 的 PER2 基 因 发

生 了 突 变 ， 连 带 着 管 吃 饭 的 PER1 基

因 也 突 变 了 。 而 且 ， 因 为 吃 得 更 多 ，
还导致了这群小鼠发胖 ， 肥胖问 题 紧

随而来。
此类基因又称“时钟基因”。 正常情

况下，它们会在相同的时间打开和关闭，
以保持睡眠和饮食周期的均衡。 但如果

其中有基因发生突变，就会打破规律，使
得机体的各类生物钟无法步调一致。

这 项 研 究 解 释 了 某 些 “夜 食 症 ”
患者或许是因为基因出了问题， 而这只

是印证生物体昼夜节律影响行为的众多

研究之一。
徐璎告诉记者， 自上世纪 70 年代

分子生物学大发展， 人们才得以从遗传

学角度在低等哺乳动物乃至人体中发现

时钟基因， 进而不断理解 “基因决定了

我们的行为”。

一旦精妙的生物时钟被打破，
疾病匍匐而来

围绕生物钟的有趣研究和发现远远

不止这些！
瑞金医院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

所副研究员王计秋与记者说起另一组罕

见病例： 近二十年来， 各国医生发现了

一些 “睡不着觉的家族”， 他们至少在

三四十年里都没好好睡过觉。 科学家逐

渐发现， 在这些人的大脑下丘脑、 杏仁

核等区域， 控制节律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或紊乱。
“科研人员已发现一些经典的节律

基因 ， 它们很精细地工作着 ， 相 互 牵

制， 此消彼长。 它们还通过大脑神经调

控着全身器官， 让大家有节律地工作，
由此形成精妙的外周节律环， 一旦固有

节律被打破， 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疾病

可 能 匍 匐 而 来 。 ” 王 计 秋 告 诉 记 者 ，
2013 年 ， 他们在中国工程院院士 、 瑞

金医院内分泌专家宁光教授领衔下完成

的一项肥胖研究就发现， 通过调节小鼠

体内 LGR4 基因开关， 可以影响肥胖的

发生。
简单说， 如果在小鼠体内去除这个

LGR4 基因， 小鼠的体重会减轻， 各项

代谢指标均明显好转 。 研究进 一 步 发

现， LGR4 基因其实具有某种节律基因

的特征和功能， 它会控制小鼠体内某些

代谢功能的延迟或提前， 进而影响到小

鼠的体重。
长期的昼夜颠倒、 节律紊乱， 可能

引发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 临床医生、
医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 自从

人类学会使用火把照明， 后来又出现了

电灯等发明， 人们不再 “日出而作， 日

落而息”， 在节律上逐渐变得失调， 由

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导致了部分疾病的

出现。 不按时吃饭、 不按时睡觉， 这不

仅引发肥胖 ， 还会引发糖尿病 、 高 血

压 、 高血脂等代谢疾病 。 已有研 究 发

现， 调节节律的关键基因也左右着肿瘤

的发生。

生物钟研究的现代提示：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到点就该睡觉， 到点就要吃饭， 这

个 “到点”， 说的就是一种节律。 如果

说杰弗里·霍尔等三人， 以及比他们更

早的那群先驱者在果蝇中的发现按下了

开始键， 后来者逐渐认识到， 节律是一

把认识生命、 认识疾病的重要钥匙。
倒时差、 熬夜、 借咖啡提神……在

医生看来， 现代人的很多行为与进化而

成的某些节律背道而驰， 对健康造成的

不利影响正被逐步发现。
有人会问， 那什么叫 “到点”？ 到

底几点睡觉、 几点吃饭、 几点吃药好？
不要怀疑 ， 生物节律研究里真 有 专 门

研究给药时间的专家 ， 简单说 ， 就 是

在什么时间给药 ， 药物效果发 挥 得 更

好 。 不过 ， 即便再负责任的医 生 也 说

不出一个精准无比的起床、 入睡时间。
医 学 界 的 普 遍 看 法 是 ： “日 出 而 作 ，
日 落 而 息 ” 的 古 老 原 则 是 有 道 理 的 ，
但一定要精确到几点几分睡觉 ， 未 免

刻板 ， 甚至要沦落到不科学的 怪 圈 里

头 。 另外 ， 医生担忧的是 ， 现 代 人 不

是不清楚晚上就要睡觉 ， 而是 因 为 生

活方式 、 工作节奏的改变 ， 一 再 延 迟

睡觉时间到后半夜。
“夜行族” 的健康风险与夜班的诸

多“不是”，已有众多研究证实。 医生担

忧归担忧，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 作为

“夜班模式经典人群 ”， 医护人员上夜

班很平常。 今年 5 月，美国梅奥诊所开

展的一项随机交叉研究发现，夜班工作

与医护人员糖代谢异常相关 。 研 究 纳

入 12 名健康护士， 在六周内随机进行

连续两天的模拟白班 （7∶00-19∶00）或

连续两天的模拟夜班 （19∶00-7∶00）工

作 ，并接受同位素标记的混合餐测试 ，
以了解 β 细胞功能和血糖水平。

结 果 发 现 ， 医 护 人 员 夜 班 工 作 期

间 ， 餐后血糖更高 ， 餐后血糖 、 空 腹

胰岛素和 C 肽浓度达峰时间延迟 ， 并

且夜班期间 β 细胞功能受损 。 这一研

究 呼 应 了 此 次 诺 奖 的 昼 夜 节 律 研 究 ，
进一步验证了夜班可能引起 β 细胞时

钟基因表达改变 ， 进而导致胰 岛 素 分

泌能力变化 ， 提高肥胖或Ⅱ型 糖 尿 病

的风险。
从事睡眠研究的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于欢教授告诉记者， 很多职业需要值班

或跨时区旅行， 这是对人体生物钟的一

种挑战。 对于生物钟及其基因机制的研

究， 有助于人类克服昼夜节律对职业能

力的限制。
那么， 生物钟已经乱了， 是不是就

没救了？ 并不是， 人体有奇妙的自我调

节功能。 “长途旅行会出现时差， 飞机

上， 会通过调整饮食供应时间来帮助你

调节时差———本该是平时睡觉的时间，
却给你来一份正点的正餐。” 徐璎告诉

记者 ， 良好的睡眠习惯或有规 律 地 吃

饭， 会对人体的生物钟起到重新设定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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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熬夜时， 一项有关熬夜的研究摘得诺奖

我们身体里有一座“钟”
人与机器必将走向合作融合

阿尔法狗的升级版———阿尔法元

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 只学习了三天

就打败了阿尔法狗； 沙特阿拉伯王国

最近刚授予 “女性” 机器人索菲娅沙

特公民身份， 使之成为有史以来首个

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人工智能

的发展会威胁到人类社会吗？ 机器人

控制人类的那一天已经逼近了吗？
大多数时候， 恐慌来源于大众对

于技术的无知。 在人工智能科学家的

眼中， 目前的人工智能与人类大脑相

比， 就如同几个简单的符号与一部小

说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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