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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音公司17日发布声明
称正在完成波音737 MAX系列客
机的软件升级开发。 不过美国航
空专家认为， 要解决该型号客机
潜在安全问题， 升级软件与改变
硬件设计同样困难， 而让飞行员
重拾信心则需要更长时间。

3月10日 ， 埃塞俄比亚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737-8客机 （属于
737 MAX系列） 失事， 这是继去
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
公司同型号客机失事坠海之后，
波音737-8客机发生的第二起空
难事故。 美国联邦航空局13日发
出 “停飞令”， 要求该型号飞机
至少停飞数周， 直至软件升级得
到测试， 并被安装到该型号的所
有飞机上。

波音公司总裁丹尼斯·米伦

伯格17日表示， 此前公布的软件
升级计划及更新飞行员训练指南
的工作均已进入收尾阶段， 旨在
通过飞行控制系统等方面的升级
改造， 应对传感器输入故障等问
题。 同时， 波音将继续配合空难
事故调查。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航空航
天软件工程教授埃里克·费龙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升级软
件并不比升级硬件更加容易， 且
耗费成本一样多。

费龙分析说 ， 传统的波音
737飞机把发动机安装在机翼下，
但其机翼太低， 要改用更大且更
节能的新型发动机并不容易。 为
解决这一问题， 737 MAX系列飞
机将新型发动机向前、 向上移，
但这必然改变飞机的空气动力特

性， 于是选择更改控制软件以保
持传统机型的相关特性。

费龙说， 原则上讲， 在新型
发动机改变飞机的空气动力特性
自然特性后， 通过重新设计软件
让飞机保持飞行姿态， 这是可以
的， 也很常见。 但问题在于， 波
音 希 望 在 降 低 油 耗 、 提 高 经
济竞争力的同时， 仍保持737的
原机型。

费龙认为， 航空管理部门普
遍认为改变软件和改变硬件同样
重要， 而飞机制造商与分包商不
愿对现有飞行软件进行重大改
动， 他们希望在局部修修补补，
避免全部重新认证。 但对软件进
行局部修改或增加新软件， 也会
对整个系统带来巨大且难以估量
的后果。

费龙说 ， 波音没有太多选
择， 因为改变737的物理布局相
当 于 推 出 完 全 不 同 的 一 款 飞
机 ， 这会扰乱波音的目标， 它
不希望新飞机 “破坏” 现有客户
基础。

美国联邦航空局民航安全专
家、 珀杜大学航空学教授卢建综
则不认为发动机和机身存在匹配
问题。 他对新华社记者说， 该型
飞机采用了更大比例的复合材料
和推力更大的发动机， 并对结构
进行了优化以更好满足空气动力
学要求， 它使用的电传操纵系统
也是迄今为止控制大型客机的最
有效方式。

尽管卢建综否认了对这款飞
机硬件设计的质疑， 但他认为，
根据此前飞行员的报告， 波音已

知道软件可能存在问题， 为何没
在第二起事故发生前采取行动，
而狮航坠机事故中究竟发生了什
么也有待解释。

调查显示， 狮航失事客机因
传感器读数错误使飞行控制系统
发生误判而导致坠毁。 美国联邦
航空局承认， 这两起空难事故中
失事客机的运动轨迹相似。 据美
国媒体报道， 至少两名美国飞行
员曾报告驾驶该型客机时出现意
想不到的俯冲情形。

有消息称， 波音公司打算一
周至10天内就发布升级后的软
件。 但卢建综认为， 即便软件系
统得到升级， 飞行员也需要一段
时间才能对驾驶该型号飞机重拾
信心。

据新华社

波音称将升级软件提升安全
专家认为重拾信心不易

陈小平呼吁， 为规避人工智
能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风险，
人工智能学术界和产业界， 以及
伦理、哲学、法律等社会学科各界
应参与原则制定并紧密合作。

他认为， 虽然从短期看还没有
证据指向人工智能有重大风险，
但依然存在隐私泄露、 技术滥用等
问题。而无人驾驶、服务类机器人
的伦理原则也须尽快探讨制定。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还规定，为了解决过错问题，避免

公众困惑， 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在
程序层面具有可追责性， 证明其
为什么以特定方式运作。

“就长期来看，不能等到出现
了严重的问题， 再制定措施去防
止。”陈小平认为，人工智能和其
他技术的特点不一样， 很多人工
智能技术具有自主性。 例如自主
机器人在现实社会中具有物理行
动能力， 如果没有适当的防范措
施，一旦出现严重问题，可能危害
较大。

陈小平希望更多人参与人工
智能伦理研究， 尤其是科学家和
工程师， 因为恰恰他们最了解问
题的根源、危险可能发生的方式、
细节和相关技术进展 ，“他们不
说，外界只能去猜，难以得出正确
的判断和适当的应对措施”。

他还提醒， 在防范风险的同
时应该注意平衡 ， 避免因为 过
度 限 制 或 使 用 不 合 适 的 降 低
风 险 方 式 造 成 遏 制 产 业 发 展
的副作用。 据新华社

超越“机器人三定律”
人工智能期待新伦理

人工智能的伦理原则近来备受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在3月初举
行的 “推动人性化人工智能全球会议” 上就表示， 目前还没有适用于所有人工智能
开发和应用的国际伦理规范框架。 对于科幻作家阿西莫夫上世纪设计、防止机器人失
控的著名“机器人三定律”，业界早已认识到其局限性。 “机器人三定律，历史上看贡献
很大，但现在停留在三定律上，已远远不够。 ”专家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3月18日是恐袭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多所
学校举行悼念活动， 纪念遇难者。 当日中午12点， 约1500名坎特伯雷
大学师生聚集在校园草坪， 举行集体悼念仪式。 下午4点， 上千名来
自克赖斯特彻奇各中学的学生来到15日恐袭案发生地点附近， 举行悼
念仪式。 图为学生们点燃蜡烛寄托哀思。

新华社发

新西兰学生悼念恐袭案死难者

新华社电 美国研究人员日
前在英国 《自然·通讯》 网站上
发表报告说， 他们开发出一种基
因疗法， 通过病毒载体将视蛋白
基因导入视网膜的神经节细胞
中， 成功恢复了因视网膜退化而
失明的实验鼠的视力。

视网膜有两种感光细胞， 一
种是视锥细胞， 另一种是视杆细
胞。 感光细胞的表面分布着视蛋
白 ， 视杆细胞中的视蛋白 为 视
紫 红 质 ， 视 锥 细 胞 中 的 视 蛋
白 为 视 锥 蛋 白 。 视 网 膜 退 化
通 常 会 伴 随 感 光 细 胞 死 亡 ，
但 其 他 包括神经节细胞在内的
细胞层在人完全失明后的几十年
里仍可保持健康。

眼科界此前认为， 如果不移
植整个感光细胞信号系统， 视蛋
白在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之外无
法发挥作用 ， 而美国加利 福 尼
亚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等 机 构 的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 所 有 视 网 膜
细 胞 中 都 存 在 受 体 ， 视 蛋 白
会 自 动连接到视网膜神经节细
胞的信号系统。

研究人员在灭活的腺相关病
毒中植入了一种能识别绿光的受
体———中波敏感视锥 蛋 白 的 基
因 。 这种病毒可以直接被注射
到眼睛的玻璃体中。 病毒携带基
因进入通常对光不敏感的神经节
细胞， 使它们对光敏感， 并能向
大脑发送信号从而产生视觉。

研究人员最初尝试了视紫红
质， 但视紫红质分辨速度太慢，
无法识别图像和物体。 随后他们
尝试了反应速度更快的能识别绿
光的中波敏感视锥蛋白， 被植入
这 种 蛋 白 基 因 的 失 明 老 鼠 成
功 通 过了人类视力标准测试 。
它们能像没有视力问题的老鼠一
样轻松绕过障碍物， 并在平板电
脑上分辨变化范围超过千倍的运
动和亮度。

研究人员表示， 这种通过灭
活病毒传递基因的疗法， 在3年
内就可以在因视网膜退化而失明
的人身上开展临床试验。 理想的
情况是使他们恢复足够的视力四
处走动， 并有可能恢复阅读或观
看视频的能力。

基因疗法有望助失明者恢复视力

科学家先前一直希望以最简
单的办法， 确保以机器人为代表
的人工智能不给人类带来任何威
胁。 “机器人三定律” 规定： 机
器人不能伤害人类； 它们必须服
从于人类； 它们必须保护自己。
后来还加入了 “第零定律”： 机
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整体， 不得因
不作为使人类整体受到伤害。

“机器人不能伤害人 ， 但机
器人会以什么方式伤害到人？ 这
种伤害有多大？ 伤害可能以什么
形式出现？ 什么时候可能发生？
怎样避免？ 这些问题在今天要么

需要细化， 要么需要有更具体的
原则来防范， 而不能停留在七八
十年前的认识水平。” 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AI伦理专业委员会负责
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
验室主任陈小平教授说。

全球知名的艾伦人工智能研
究所首席执行官埃齐奥尼两年前
就在一次演讲中呼吁更新 “机器
人三定律”。 他还提出， 人工智
能系统必须遵守适用于其操作人
员的所有法律条文； 人工智能系
统必须明确表示它不是人类； 未
经信息来源明确许可， 人工智能

系统不能保留或披露机密信息
等。 在当时， 这些颇有新意的意
见引发业界热议。

美国人工智能伦理领域知名
学者、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泰格马
克近年推广的 “AI有益运动” 提
出， 需有新伦理原则确保未来人
工智能和人类的目标一致。 这项
活动曾获得霍金等众多全球顶级
科学家以及知名IT企业支持。

“人工智能在乘数效应的推
动下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留给人
类试错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 泰
格马克说。

新局面， 呼吁伦理新原则

当前全球对人工智能新伦理
的研究日趋活跃。 不少人对人工
智能心存芥蒂， 多半来自其高速
发展带来的未知性 ， “保护人
类” 成为首当其冲的关切。

“必须确保人工智能以人为
本的发展方向。” 阿祖莱呼吁。

美国机器智能研究院奠基人
尤德科夫斯基提出了 “友好人工
智能” 的概念， 认为 “友善” 从
设计伊始就应当被注入机器的智
能系统中。

新伦理原则不断提出， 但突
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不变。 百
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在2018年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提出
了 “人工智能伦理四原则”， 首
要原则就是安全可控。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规定， 人工智能要优先考虑对人
类和自然环境的好处的最大化。

新的伦理原则制定也正提上
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中国政府2017年7月发布《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时就指
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
规范和政策体系， 形成人工智能
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 ；2018年 4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欧盟
人工智能》提出，需要考虑建立适
当的伦理和法律框架， 以便为技
术创新提供法律保障；今年2月1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该倡
议的五大重点之一便是制定与伦
理有关联的人工智能治理标准。

人为本， 全球探路新伦理

存忧虑， 跨界共商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