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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科技·健康

新华社南京 6 月 7 日电(记者王珏玢)7
日，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子刊《科学进
展》刊发了中美科学家在中国三峡地区发现距
今 5 . 4 亿多年前动物足迹化石的研究成果。
这些足迹由生活在寒武纪前的一种类似虾的动
物留下，也是迄今发现的地球上最早的动物足
迹化石。

科学家发现十几块“足迹化石”

由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美国弗
吉尼亚理工大学组成的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在
湖北宜昌三峡地区距今 5 . 51 亿至 5 . 41 亿年
的前寒武纪石灰岩地层中，发现十几块远古动
物足迹化石。

其中一块化石上，两列动物足迹清晰可
见。这两列足迹间相距 1 至 2 厘米，明显由两

侧对称的动物爬行留下，岩层表面还留下了
这只动物由海底地表爬行转而钻孔进入沉积
物中的痕迹。

什么动物留下“最早足迹”

“三峡地区发现的，是目前已知最古老
的动物足迹化石。”该研究领导者、南古所
研究员陈哲说，科研团队倾向认为，留下足
迹的是寒武纪前一类接近于虾的动物。这一
发现也说明，在寒武纪之前，具有附肢且两
侧对称的复杂动物已经出现，寒武纪大爆发
即将拉开序幕。

已知的地球生命历史上，绝大多数现代
高等动物的祖先，直到 5 . 4 亿年前的寒武
纪早期，才以爆发的形式突然出现，被称为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三峡地区发现最古老的动物足迹化石
经中美科学家研究，“足迹”或由 5 . 4 亿多年前的类似虾的动物爬行留下

新华社北京 6 月 7 日电（记
者吴雨）“移动支付风险正逐渐成
为主要的支付风险类型。”日
前，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
马国光在移动支付安全与创新研
讨会上提出了行业挑战。当下，
移动支付亟待在便民与安全之间
找到平衡点。专家认为，加强大
数据建设可更高效地帮助消费者
在支付时证明“你是你”。

移动支付“量级”惊人

移动支付连续多年保持高速
增长，渗透在居民交通出行、消
费购物、日常缴费等方方面面，
为百姓生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服
务。

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
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
移动支付业务 109 . 63 亿笔，金
额 70 . 8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17 . 84% 和 16 . 76% ；非银行
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1101 . 91 亿笔，金额 51 . 13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 3 4 % 和
93 . 15%。

享受便利也要当心风险

“移动支付在改进体验、便
利百姓的同时，其风险也随之发
生变化，呈现出隐蔽性、复杂
性、交叉性等新趋势。尤其是移
动手机端的账户盗用和欺诈屡有
发生，给用户资金造成一定损
失。”马国光表示，移动支付需
要安全升级，跟得上效率的提
升。

中国银联年初发布的移动支
付安全调查报告显示，八成以上
的受访者通常使用二维码扫码支
付，近五成人群即使在二维码来
源不明的情况下，仍会因为优惠
信息扫码。“一些消费者扫了‘李
鬼’二维码被钻了空子，有的扫
了来路不明的二维码被嵌入木马
病毒，还有人贪图扫码注册账户
的赠品而导致个人信息被盗。”
中国银联云闪付事业部助理总经
理张凉说。

有关方面要负起责任

去年底，人民银行发布了
《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
同时配套印发安全技术和受理终端技术两个规范。其中，
对使用静态条码和动态条码的单日累计交易金额做了不同
要求。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支付工具管理处副处长翁泉表
示，移动支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前提是安全、便民和
创新，其中安全是支付业务的首要目标。人民群众用得不
放心，便民惠民就无从谈起。“监管机构对待创新要趋利避
害、扬长避短，市场机构在创新中也要负起责任，筑牢安
全防线。”

用大数据发现可疑交易

目前，包括商业银行、银联、支付机构在内的多个市
场主体都在积极推进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在保护好客户钱
袋子的要求面前，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已成为市场机构颇为
重视的风控方案。

“大数据能让我们更了解客户，证明消费的就是
你。”招商银行零售网络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刘衍波介绍，
通过大数据分析，支付机构可以掌握消费者支付的时间和
地点、登录的移动设备和时长、浏览的习惯和喜好，更高
效地判断“你就是你”。

工商银行网络金融部场景合作处处长谢翔表示，以
前，银行想通过电子证书和密码器这种强认证方式把风险
拦在支付前端，但安装硬件大大影响了客户的支付体验。
“现在，各家机构在安全方面都尽量希望做到无感，对涉
案账户进行黑名单管理，加强中后台的数据分析，通过大
数据发现可疑交易。”

专家表示，除了设备核身、知识核身，越来越多的支
付机构在积极探索生物核身，基于指纹、人脸、虹膜等多
种生物识别技术验证“你就是你”，通过交叉验证提升身
份验证的精准性。

不过，在当前阶段，许多大数据风控系统仍存在一些
不足。例如，数据的真实性不高、有效性有待市场验证、
数据收集和使用面临合法性等。

“在大数据时代，移动支付的安全离不开数据隐私保
护。”蚂蚁金服安全管理部总监郑亮表示，从数据储存、
数据展示到数据使用，再到数据核算，需要全链路进行保
护，防止数据泄露危害消费者支付安全。

翁泉表示，新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消减旧的风险，但也
将带来新的风险。安全关系到百姓的钱袋子，不能有任何
懈怠，市场机构要不断提升风险防控水平和能力，始终将
安全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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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披露，五角大楼正开展多个秘密
项目，研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系统，以
侦测和应对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导弹袭击。

路透社 5日报道，这类研究尚处襁褓阶段，
风险相当大。

渐受重视

包括数名政府官员在内，至少 6 名不愿公
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这一动向。

如果研究成功，人工智能将使计算机系统
具备一定的自我思考能力，以超出人类能力范
围的速度和准确度筛查卫星图像等海量数据，

查找导弹处于准备发射状态的征兆。

获得人工智能系统预警后，美国政府可选
择外交手段应对；如果导弹发射迫在眉睫，美国
军方可以获得更多时间予以摧毁或中途拦截。

美国政府已对这些人工智能项目加大投
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下一财政年度
国防预算案为其中一个项目划拨 8300 万美
元，是最初所获资金的 3 倍多，显示人工智能
侦测导弹研究正受到重视。

这些秘密项目此前鲜有报道。不过，五角
大楼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明确，曾承认正利用
人工智能辨别无人飞行器所拍摄视频中的物
体。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军方已对一个追
踪导弹移动发射装置的早期原型系统作内部
测试。首都华盛顿的军方和私营企业研究人
员参与研究，所采用的技术来自中央情报局
In-Q-Tel 风险投资基金资助的几家商业企
业。

这项研究动用了美国情报系统的商用云
服务，以搜寻数据模式和数据异常。

不容有错

一些美国官员预计，人工智能导弹侦测
项目的基本要素有望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期
具备实用价值，但另一些官员和国会议员认
为，研究投入不足。

对人工智能应用于导弹侦测，美国国内
有共识，即这一技术有重大风险，可能加快核
危机中的决策进程，增大计算机预警失误风
险，甚至引发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继而破坏全
球核平衡。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核武部队最高指
挥官约翰·海滕说，一旦使用人工智能的计算
机系统能够全面运转，五角大楼需要考虑采
取安全防范措施，确保人类、而非机器掌控核
决策节奏。

五角大楼高级研究项目局局长史蒂
文·沃克说，军方依然需要由人审核人工智
能系统所获结论 ，“因为系统可能受到愚
弄”。这一部门正研究如何让人工智能系统
更好地向分析师作“自我解释”，这在高风险
国家安全项目中至关重要。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自动化、人工
智能和数据增强项目主管威廉·罗伯茨正为
联邦政府研发能辅助分析卫星图像的人工智
能系统。卫星图像是搜寻导弹的关键数据来
源。

这一情报机构去年利用人工智能扫描并
分析 1200 万张图像。罗伯茨说，研究已取得
一定进展。他说，在商业领域，机器学习、计算
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如果准确率能
达一半，已相当不错”，但“我们不能犯错”。

(海洋 新华社专特稿)

五角大楼想用人工智能侦测导弹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6 日电(记者周舟)中美
两国科研人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动物
“脚印”。这些“脚印”由生活在埃迪卡拉纪
的一种有附肢的动物留下，为动物进化史提供
了新证据。

中美科研人员合作对在中国三峡地区发现
的动物行迹和巢穴化石进行了研究，这些化石
的年代为距今 5 . 51 亿年到 5 . 41 亿年前。这
个时期属于地质年代上的埃迪卡拉纪。

这些化石中反复出现不规则的两排印迹，
科研人员推测它们可能是某种“两侧对称动
物”的附肢踏出的“脚印”。

科研团队认为，这种远古动物很可能是节
肢动物、环节动物或它们在远古时代的祖先。

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常有附肢，是地球上大
量存在的动物种类，此前它们被认为在
5 . 41 亿年到 5 . 1 亿年前的寒武纪突然出现
并发展。

最新的这些“脚印”化石成为动物有附
肢的最早证据之一，将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
等动物的出现时间从寒武纪推前到了更早的
埃迪卡拉纪。埃迪卡拉纪为距今约 6 . 35 亿
年到 5 . 41 亿年前。

遗憾的是，科研人员没有找到这些动物
躯干的化石，因此很难确定是何种动物留下
了这些脚印。可能由于动物自身结构和地质
环境等因素，生活在埃迪卡拉纪的动物罕有
化石保存下来。

 6 月 6 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展示在中国三峡地区发现
的距今 5 . 4 亿多年前的动物足迹化石。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神秘“脚印”透露哪些秘密

新华社柏林电(记者乔继红)当记者走进
位于德国中东部城市马格德堡的市政公司生
物质发电厂，看不到传统火电厂常见的灰尘
和滚滚白烟，也几乎见不到人，电厂旁边就是
住宅，一只大狗在悠闲踱步，丝毫没有印象中
发电厂的样子。

在这里，发电的燃料是像小山一样堆在
院子里的低价值木料，这些尺寸被严格要求
在 5毫米到 16厘米之间的废木材木料，每天
产生的能量可以为 4000 个家庭供电、6000
个家庭供暖。

这家发电厂的负责人托马斯·皮奇说，生
物质发电对环境非常友好，“木料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与当时树木吸收的二氧化碳平衡，
对环境不构成额外负担。”

这样的“绿色”发电厂，有助于德国的二
氧化碳减排计划，也契合德国的能源转型目
标：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比
例提至 40% 到 45% ，到 2050 年达到 80%。

为此，德国联邦政府在 2016年新修订并

通过了三部能源法案，包括《可再生能源法案》
《能源转型数字化法案》和《电力市场法案》。

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的专家认为，这
三部法案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法律框架，意在
将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进一步纳入电力市
场，并在主要用户和电力生产企业之间实现
数字联网。

马格德堡市政公司的生物质发电厂，装
机规模为 4 . 8 万千瓦，却只有两名工人，从
燃料收集、管理到填料，再到机器运转和整个
发电流程，基本实现数字化，非常高效。

德国政府为了支持能源转型，不仅提供
法律政策框架，还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仅
2017 年，德国联邦政府就拨款 40 亿欧元，用
于支持能源转型。而根据 2017 版《可再生能
源法案》，德国用溢价补贴机制取代了之前的
固定电价补贴机制，并引入市场招标机制，在
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也节约了政府
补贴资金。

德国“Agora 能源转型”智库专家克里斯

托弗·波德维尔斯说，这将吸引更多竞争者进
入市场，并给富有价格竞争力的电力公司带来
优势，利于市场健康发展，并推动能源转型。

关于绿色电力的市场竞争力，皮奇说，该
生物质发电厂的成本是每度电 7 . 14 欧分，在
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中，比最便宜的水电要
贵约 1 .6 欧分，但远低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皮奇介绍，风电成本约是水电成本的 10
倍，太阳能发电成本则是水电的 20 倍。“而
且，风能和太阳能季节性波动大，”皮奇说，
“相比之下，生物质发电更加可控。”

马格德堡市所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
州，是德国能源转型的先锋州，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在总发电量中占比高达 51%，远高于
33% 的全国平均水平。在这里，风电站、太阳
能发电场、生物质和垃圾发电被广泛使用。在
马格德堡市，单是垃圾发电就为近 45 万户居
民供应电力和集中供暖。这也为该州在创新
型能源储存设备领域的研发提供了产业基
础。

德国绿色发电厂：没灰没浓烟，边上是住宅
装机规模为 4 . 8 万千瓦的生物质发电厂基本实现数字化，只有两名工人

新华社北京 6 月 7 日电(记者王立彬)暑期将至，打算
出境旅行的人，听不懂声音、看不懂图文等痛点有望一体
化解决——— 包括 39 个语种 51 国口音、集成无线上网功能
的人工智能翻译一体机 7 日推出。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翻译机领域的创新者，清华分音塔
科技推出的清华准儿 WiFi 翻译一体机，在准儿 WiFi 翻
译机支持 39个语种 51国口音多机对话的基础上，新增支
持离线翻译， WiFi 、 4G 卡、虚拟卡联网，拍照翻译等
功能。这意味着在拍照翻译菜单、路牌、文字、标识之
外，拍动植物也能得到信息详解，可以说集 WiFi 、翻
译、讲解于一体。

据分音塔科技 CEO 关磊介绍，我国已成为第一大出
境客源国，语言不通是出境人群最大痛点，包括听不懂声
音、看不懂图文、咨询不便等。通过人工智能打破语言壁
垒是大势所趋。数据显示，准儿翻译机在旅游行业的复租
率达到 70% ，日调用 100 . 4 次，最高月调用率 15000+
次。预计准儿 WiFi翻译一体机将有更好表现。

新华社伦敦 6 月 7 日电(记者张家伟)自
然指数网站 7 日发布的“ 2018 自然指数年
度榜单”显示，中国在高质量科研产出方面
保持快速上升势头。

自然指数是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施
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的一个数据库，其
发布的年度榜单追踪了每年发表在 82 本高
水准期刊上的科研成果。

“ 2018自然指数年度榜单”以 2017年
全年自然指数数据为基础，归纳整理出了全

球排名靠前的高质量科研产出国及科研机
构。

榜单显示，尽管美国高质量科研产出
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全球领先
地位。延续快速上升势头的中国排名第
二，德国、英国、日本位居第三至第五
名。

在前十大高质量科研产出国家中，中国
是唯一实现相关指数正增长的国家。

全球顶尖科研机构排名中，中国科学院

位居首位，其余进入前十的还包括美国哈佛
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日本东京
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英
国剑桥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排在
第 12 位和第 15 位。

自然指数创始人戴维·斯温班克斯说，
中国在自然指数中的地位得到了持续和显著
提升。

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保持快速上升势头
“2018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全球顶尖科研机构排名中，中科院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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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语言不通不再“痛”

美国埃默里大学一
项研究显示，一天睡眠
7 小时的成年人心脏超
龄情况最轻，睡眠过多
或过少都会让心脏超龄
更严重。

心脏超龄是指心脏
年龄大于实际年龄。比
如，一名 45 岁男性，
爱吸烟，患有高血压和
糖尿病，他的心脏年龄
可能达到 75 岁，即超
龄 30 年。埃默里大学
这项研究涉及近 12 . 8
万名 30岁至 74岁的研
究对象。随访 7年间，
研究人员让研究对象自
我报告睡眠时长，把他
们分成睡眠不超过 5小
时、 6小时、 7小时、
8 小时以及至少 9 小时
5 组，用性别特异性弗
雷明汉心脏年龄算法计
算每个人的心脏年龄。

美国科学促进会主
办的 EurekAlert 网站
援引研究结果报道，每
天睡眠不超过 5 小时的
研究对象心脏平均超龄
5 . 2 年；睡眠 6 小时的
研究对象心脏超龄 4 . 6
年；睡眠 7小时者心脏
超龄 3 . 7 年；睡眠 8
小时，心脏超龄 4 . 5
年；睡眠不低于 9 小
时，心脏超龄 4 年。与
每天睡眠 7小时的研究
对象相比，睡眠不超过
5 小时的研究对象心脏

超龄 10 年的风险高 25% ，睡眠少于 6 小时
的研究对象心脏超龄 10年的风险高 15%。

研究人员在由最新一期《睡眠》期刊刊
载的论文中写道，这一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量化了睡眠时长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联，
有利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的临床护
理。 （黄敏 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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