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小明，中国人最普
通的名字。从算术题，到
造句讲故事，谁都能麻
烦到他。不过这次在里
约奥运会上，张小明可
真是“高大上”了一回。
他的大名变成了《奥运
!" 小记者张小明》，更
有注脚是“基于大数据
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和
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机
器人”。

这位机器人记者
#$%&'$()*&+，由今日头
条实验室与北京大学计
算机所（万小军团队）联
合开发，结合了最新的
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
习和视觉图像处理的技术，通过语
法合成与排序学习，自动生成新闻。
小明提前一周到奥运“上岗”，

任务是报道乒乓球、网球、羽毛球
和女足的赛事。机器人天生勤快，
不知劳累，,月 -.日他一天“写”
了 /,篇稿件；整个奥运时段发稿
超过 ./0篇。内容包括比赛名称、
场地、开赛时间、运动员姓名国籍
和年龄、世界排名、比赛持续时间、
大比分、小比分，并能根据新闻人
物添加了不同的配图。除了短讯，
小明也能自动撰写长达千字的赛
事报道。

当然，里约奥运会上，小明并
不孤单。美国《华盛顿邮报》派出一
支机器人报道团队，以 123$&)4%5

软件从运动数据公司 6+%+678&'获
取数据，自动生成多句子的短新
闻，编辑成快讯在邮报及其推特上
实时发布，或供通过邮报 9::阅
读。123$&)4%5报道的内容略少，提
供每天的赛事时间表、比赛结果、
奖牌榜等，不过也有“贴心”之举，
比如会在某赛事开赛前 -/分钟提
醒读者。奥运期间推送的实时消息
不下 ;00则。
“自动成稿有可能改变邮报的

报道。借助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讲更
多故事，将导致更个性化的定制新
闻经验，”华盛顿邮报战略计划主
任杰米·吉尔伯特说，“奥运会是证
明该技术潜力的完美方法。两年前
我们的体育记者还花很多时间手
动发布赛况。被解放的记者和编辑
将能添加现场分析和花絮，以自己
独特的视角洞察故事。”

数据科学工程总监山姆·汉
说，“123$&)4%5 接下来的挑战是扩
大涵盖的主题，深化可能的分析种
类，为我们的新闻编辑室确定潜在
选题。”

123$&)4%5将继续提高，适应对
数据驱动的大型重要新闻的报道，
包括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这项技
术也将能整合不同的数据源，如犯
罪和房地产数字，根据个人用户的
喜好定制故事，并会关注可能引发
潜在新闻的异常数据。
看来，机器人写手不仅是写个

天气预报、股市行情那么简单，在
奥运连发快讯也只是小试身手。百
度的度秘就更加专业化，报道时能
与人互动而更显加人性化。他甚至
在先前的中美男篮比赛中展示过
“资深篮球评论员”的风范。而主播
风格灵活多变的微软小冰，则依托
微软的人工智能体现了高超的预
测技能。
一个不得不想的问题是，智能

机器人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作者
记者编者会不会失业。我的想法
是，双方都得努力才行。不过，如果
法制节目老有“一个身影进入了刑
警的视线”；致富节目总是“就在她
信心满满大干一场时，意想不到的
厄运降临”的话，让机器人学会这
几句，是“小菜一碟”的。 凌启渝

! ! ! !每天，幼小的向日葵都追随
太阳，就像观众在观看非常缓慢
的网球比赛。但是，科学家们从来
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清楚
为什么向日葵长大之后就停止
了追随。现在，一项新研究表明这
种每天对太阳的崇敬是生长过程
中由昼夜节奏引导的。在一系列
实验中，科学家们将幼小的向日
葵捆绑起来，阻止它们转动，或者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让它们朝向错
误的方向。当向日葵的正常转动
受到阻挠之后，它们的生长比正
常的向日葵要慢得多，不管是生
物量还是叶片的面积，均下降了
大约 -0<。

研究人员称，有节奏地追随
太阳有助于使向日葵生长得更
大，允许它们在“拉伸”的那一边
增加细胞：白天东边增加细胞，
夜晚西边增加细胞。日前，研究
人员在《科学》杂志上报道说：当
向日葵最终停下来，不再每天追

随太阳的时候，它们的位置也对自己有好
处。另外一套实验表明：成熟向日葵永久
地朝向东方使花的盘面比较温暖，这样会
使前来光顾的授粉昆虫大大增加，比朝向
西方的成熟向日葵多五倍。看起来，向日
葵追随太阳并不仅仅是进行一场观赏性
的运动。 胡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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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维打印机似乎能吐出任何东西，全尺寸
的跑车，能吃的食品，还有人体皮肤。但也有难
倒这一热门技术的活，比如毛发、毛皮这些排列
密集而非常精细的东西，因为这需要搭上大量
的计算机时间和功耗去预先完成设计。
设计人员必须在 =9>中为毛发建模，画出

每一缕。由专用的切片程序以网状小三角形表
示每根毛发，生成水平横截面，一一转换成位
图，才能交由打印机逐层打印。邮票大小的阵列
有约 ;千根毛发，上述设计过程将需要几小时。
更夸张的是，如果这个文件加载到普通的切片
程序，后者可能崩溃。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艺术与科学研究生欧
冀飞等人的团队找到了一种方法，高效建立成
千上万毛发样结构的模型，直接进入打印。设
计毛发时，研究人员不用 =9>来建模，而是建
了一个称为 =$333$%的新软件平台，其中用一定
高宽比的细长圆锥模拟一根毛发，圆锥从底部
开始，越往上直径越小。用户借助上述参数，迅
速完成对毛发的定义，包括其角度、粗细、密度
和长度。
怎样将结果扩展到有成千上万毛发的平面

（或曲面）。团队借助 :?图象处理软件建立颜色
映射，采用红、绿和蓝 @色分别代表毛发的高
度、角度和宽度。要改变毛发的尺寸，只要改变
圆锥中相应像素的安排即可。例如，表达某个圆
形范围的毛发比周围的长，需要画个红圈并让
颜色渐变。颜色暗，表示这里的毛比较长。他们
又开发了一个算法，将颜色的映射快速转化成
毛发阵列的模型。
研究人员将分辨率定为 /0微米，相当于人

毛发的宽度。他们使用不同的尺寸设计阵列，从
粗刷毛到细毛皮，有平面也有曲面的，然后在
A'*24 >B: 三维打印机上以光固化树脂打印
出来。
欧冀飞说，“看到这些毛发样结构顺畅地出

现，实现不同的功能，令人非常鼓舞。”
这项技术能用于打印假发吗？可能行。但研

究者关注的是用三维打印的毛发执行有用的任
务，如传感、粘附和做指定的动作。“我们想充分
利用三维打印的潜力，创建一些属性容易调节、
可控的新的功能材料。”
从他们完成的样品中能看到许多有趣的例

子。多个正立方体，表面覆盖着类似粘扣带的短
毛，并在一起就相互附着，而毛形不同时，附着

力就不同。毛茸茸的小兔子，当有人用适当方式
对它抚爱时，BA>灯切换，红色的小兔子会变
成通体绿色。一个小的振动源带动毛发覆盖的
面板，能使其上的硬币向某个方向移动，有望基
于振动频率和硬币重量对硬币进行分拣。

研究者总结道，“定制毛状结构的能力扩大
了三维打印的图形库，也使我们能设计替代的
执行器和传感器。三维打印毛发有望用于设计
日常的互动性物件。” 比尔

! ! ! !哈佛大学的工程师研制出新一代的软机器人，
完全由软质材料制成，化学驱动，自主且不需要操
作系统。这款机器人章鱼 C8+&*&+结合了三维打印
技术、机械工程和微流体技术（下图，哈佛提供）。
如果要研制软机器人，拜章鱼为师显然是高

招。它是最聪明的软体动物，也是最先进的无脊椎
动物之一。章鱼的身体除了喙完全没有坚硬部分，
却神奇地融合了灵活性和控制能力。要制造超越
机械蠕虫的软机器人，章鱼是理想的模型。
但由于各种限制，现今的一些软机器人并不

完全是软的。其中许多还保有硬部件，如电热丝、
电池、控制系统电路板；还有一些，更需要栓着外
部电源和控制电源。

要消除这些障碍，哈佛大学的罗伯特·伍德和
詹妮弗·刘易斯团队开发了 C8+&*&+。它没有任何
类型的内骨架，也不需要刚性电源。
该机器人是气动的。在一系列管道和气囊中

备有少量液体燃料———过氧化氢，当这种高反应
性的过氧化物遇到铂催化剂时，通过简单的反应
分解成水蒸气和氧。这种混合物体积膨胀，部分流
入 C8+&*&+的触手，使其伸展，让身体移动。且这
种反应很简单，不需要电子控制，只是由简单电子
振荡器的软性模拟实现的，它们引导和调节机器
人的动作，执行所需的功能。

C8+&*&+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它采用了
混合装配工艺，结合了软光刻技术、成形技术和三
维打印。三维打印让工程师能迅速而直接地制造
软机器人内部的燃料存储、电源和执行器系统，实
现集成的整体设计。
哈佛研究团队希望这一概念证明能引出更复

杂的 C8+&*&+版本。现在他们正在研究如何让机
器人游泳、爬行，以及与环境交互。
“软机器人领域的长期愿景是创建完全柔软的

机器人。大家一直在钻研如何替换掉刚性组件（如
电池与电子控制部件），然后把所有整合在一起，”
伍德说。“我们的研究显示了制造全软简单机器人
关键部件的可能，这为更复杂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该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 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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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打印化学驱动

机器人章鱼 全身软无骨

! 受抚摸会变色的小兔子

! 颜色的深淡描述毛发的长短 ! 带短毛的立方体!接触就相互附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