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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人是左撇子

脊椎神经也是重要原因

科学家一直在试图解释为什么存在左撇
子和右撇子的差异，几十年来的主流观点都
认为,其根源在于大脑不同。

1980年的一项超声扫描研究表明，左右
手的使用偏好在胚胎发育8周时已经出现，在
10周时就能被轻易检测到。

不过，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最新研究揭示，
大脑不是决定用手习惯的唯一因素，脊椎神
经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研究人员分析了5个胎儿在发育8-12周
时脊髓神经中的基因表达情况，结果显示，在
8周左右，胎儿脊髓神经中控制肢体运动的相
关基因就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表达差异，并形
成不对称。

他们认为，这与婴儿出生后的左右手偏
好存在一定联系，因为此时脊髓神经与大脑
还没有产生连接。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基因表
达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环境。

（据新华社）

本报记者 任志方

第一部由人工智能
创造的诗集

1950年，英国数学家、逻辑学
家艾伦·麦席森·图灵在《Mind》杂
志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机器能思
考吗？”他设想通过让机器参与一
个模仿游戏来验证“机器”能否“思
考”，进而提出了经典的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终
极目标，图灵本人因此也被称作

“人工智能之父”。
可以说，聊天机器人是图灵测

试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图灵测试是
人工智能领域王冠上的明珠。

在图灵提出这个设想后的16
年，最早的聊天机器人ELIZA诞
生。ELIZA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瑟
夫·魏泽鲍姆开发，用于在临床治
疗中模仿心理医生。ELIZA的实现
技术仅为关键词匹配及人工编写
的回复规则，模仿了心理学家和病
人之间的对话，但其表现已让发明
者感到吃惊。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基于聊
天机器人系统的应用层出不穷。在
过去两年内，聊天机器人、人工智
能以及机器学习的研发和应用取
得了巨大进展。无论是好莱坞大片
还是文艺电影，对此探讨也日益增
多，如《终结者》中的天网、《钢铁
侠》中的贾维斯、《超能查派》中的
查派，甚至是文艺腔十足的《机械
姬》中也将女主设定为人工智能角
色，显示出一种全球化的流行趋
势。

就在上个月，微软旗下的聊天
机器人“小冰”，发布了独立完成的
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据说，这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100%由人工
智能创造的诗集。

对这件事，微软称，“小冰”是
师从1920年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
人，经过了几千首诗1万次的迭代
学习，用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写
出来的。让机器去写诗，“小冰”并
不是最早的，在此之前，“百度大
脑”还曾为老板李彦宏的新书写
序，题目是，“那一刻，我们已身处
未来”。

当然，聊天机器人的功能不止
于此，6月7日，斯坦福大学临床心
理学专家发布了抑郁症治疗研究
新成果，其中就用到了聊天机器
人。该方法通过聊天机器人Woebot
与抑郁症患者对话，来减轻患者的
抑郁情绪，并且可作为新型低成本
的辅助治疗方法。

背后都有一个庞大
的数据库

聊天机器人越来越善解人意，
这是如何做到的？

一般来说，人机对话有三个层
次，一个是聊天，一个是问答，还有
一个是面向某一特定任务的对话。

比如，购物网站的智能客服，在
你登录界面时会自动打招呼说，“你
好”。如果你回复“你好”，接着她会
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你说

“我想买一个充电宝”，她接着就会询
问品牌、价格等。在这个过程中，不需
要人工干预就能完成一次导购。

可以注意到，在我们每天都会
产生的对话中，基本上都包含了三
个最基本的人类智力的活动。第一
个，聊天。聊天一般没有太多实质
性的内容，主要是拉近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第二个，问答。比如“你买
什么东西”这是提问，它的目的是
提供信息。第三个，面向特定意图
的对话。比如智能客服知道你的意

图是买充电宝，就会围绕这个意图
进行目的对话，最终完成购物。这
是聊天机器人最重要的三个技能。

掌握了这三个技能，人机对话
又是怎样展开的？

有两种办法。一种比较简单粗
暴，就是将网上的论坛、微博或是网
站里出现过的对话句子抽取出来，
当成训练语料库。当你提出问题时，
系统会从语料库里找到一个类似的
句子，这个句子对应的答复就可以
直接输出作为电脑的回复。

第二个方法则是根据意思的关
联程度，把问题和回答的每个词都
算一个距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
似度的矩阵。在实际操作中，根据一

段短文本，例如用户问的一句话的
语义，推测出最可能的意图，然后从
海量知识库内容中找出相似度最高
的结果，其中还涉及对话过程中语
义上下文、语义规则的优先级等等。

无论哪种方法，其本质都是提
取问题的关键字，然后在庞大的数
据库中搜索对比，离真正的能自助
思考的人工智能还有很大一段距
离。比如，在苹果手机中，语音助手
Siri常常被调用，但总会有人反映
其对于中国用户似乎不那么友好，
内容也不够丰富。

聊天机器人难过图
灵测试关

2013年底上映的电影《她》就讲
述了一个“宅男爱上了AI操作系统”
的故事。电影中，操作系统化身为一
个叫作萨曼莎的“女性”聊天机器
人，通过语音和男主人公谈起了恋
爱。随着剧情的发展，萨曼莎最终坦
白，她总共有8316位人类交互对象，
而且与其中的641位发生了爱情，西
奥多只是其中的一位。

不过，这毕竟是科幻电影。现
阶段，如果Siri和那些自动聊天机
器人参加“图灵测试”，肯定全都
不及格。虽然如今的计算机运算
速度已达每秒百亿千亿次，人用
笔和纸算一小时才可以算出来的
算术题，对于计算机就是瞬间的
事情，可是一旦和人聊起天来计
算机就显得很笨了。计算机的计
算能力很强，但是思考能力和智
能水平还远远比不上人脑。

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一
个世界勒布纳人工智能奖比赛，各
国最顶尖的研究自动聊天机器人
的计算机科学家聚到一起，大家一
比高低，看看自己的计算机程序有
没有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

在比赛中，这些计算机并不
需要像Siri那样发出声音，只需要
打字聊天，任务难度已经降低，可
是，在20年的比赛中，还没有一次
自动聊天机器人能把评委完全唬
住，评委只要和计算机打字聊上一
小会儿，立刻就发现和自己聊天的
不是真人，而是一个计算机程序。

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到处流
传着调戏微软小冰或是苹果Siri的
段子，此时我们由于感受到“优越
感”而对智能机器人表示宽容。若
是它们进化后，我们需要与其交流
获得帮助，或是未来我们的调戏很
容易被识破，交流从人类自上而下
变成平等乃至仰视，你是否还会如
此轻松？毕竟，没有人喜欢看起来
很像人类的聊天机器人。

心理学家解密“个性”

个性开放的人有特殊视觉

心理学家开始解密“个性”的概念，这是一
种非常重要却又模糊不清的个人特征。近来研
究表明，个性特质不仅会影响你对人生的态
度，而且会影响你感知现实事物的方式。

今年早些时候在《个性研究》双月刊上发
表的一项研究甚至提出，经验开放型个性可
以改变人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东西。它让这种
人更容易体验到特定的视觉。

在这项研究中，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的研究人员招募了123名志愿者，并对他们
进行了五大性格特质测试，即外向型、亲和
型、尽责型、神经过敏型和经验开放型，最后
一种性格特质与创造力、想象力和愿意尝试
新事物有关。

随后，他们对体验到一种被称为“双眼竞
争”视觉的人进行了测试，向每只眼睛出示不
同的图像——— 一只眼前是一条红色的道路、另
一只眼前是一片绿地时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报道称，大多数人面对这两种不相容的
图像会前后转换，因为大脑一次只能看到一
种，但有些人可以将这两个图像融合为一个
统一的红绿块，在经验开放型上得分越高的
参与者越可能看到这种混合图像。

研究人员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新体
验的开放态度与创造力有关。他们发表的一篇
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章中写到，将两种图像融合
在一起的能力“对两种不相容的刺激带来的问
题似乎是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式”。

（据《科技日报》)

研究发现

睡觉超9小时老年痴呆风险高

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的保证，但睡太多可
能就存在健康隐患，此前研究人员发现，睡太
多会长胖、增加患糖尿病风险甚至导致不孕。
美国波士顿大学近期刊登在《神经病学》上的
一项研究还发现，每天睡9个小时以上的老
人，患老年痴呆症的几率更高。

研究人员招募了2400多个平均年龄72岁的
老人，持续10年让他们告知各自的睡眠情况，研
究期间发现有234人患上老年痴呆症。分析发现，
与睡9小时或以下的参与者相比，每晚睡眠时间
超过9小时的老人，在10年内发生老年痴呆的风
险是前者的2倍；高中以下学历、每天睡眠超过9
个小时的老人，患病风险高出平均水平6倍。研
究还发现，每天睡9个小时或更多的人，脑容量
相对较小，需要更长时间处理信息，记忆力明显
衰退。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因为，一方面，睡眠
可起到修复作用，清除脑部代谢废物，防止β
-淀粉样蛋白堆积(脑组织内β-淀粉样蛋白
明显增多是老年痴呆症的主要特征)，另一方
面，痴呆患者大脑中负责睡眠和清醒的区域
萎缩，易造成睡眠紊乱。

研究人员指出，睡太多只是患老年痴呆
症的先兆，而非引起该病症的原因，因此，刻
意缩短睡眠时间不能降低患老年痴呆的风
险。该研究作者马休·佩斯建议，要养成自我
记录睡眠时长的习惯，这可以帮助预测10年
内患老痴的风险。

（据《北京日报》）

唠嗑、写书、出诗集
聊天机器人真这么有才吗

出诗集、写文章、陪你唠嗑，还会打情骂俏，听起来这是一位很有才华还很
贴心的伴侣，但现在这些事儿聊天机器人也能做，不仅如此，它们还具有情绪感
知能力，能做到悲你所悲，喜你所喜。

智能聊天机器人微软小冰出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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