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阿尔法狗”（AlphaGo）到

“阿尔法折叠”（AlphaFold），人工

智能AI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

深刻影响着基础研究、前沿科

技、产业变革、乃至我们日常生

活的热点概念。

你 知 道 AI 并 非 一 个 新 词

吗？你知道人工智能正在影响

着包括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

等诸多领域前沿科学研究吗？

11月15日，浦江科学大师讲

坛首期三位报告人——2013 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复旦大学复

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荣誉院长

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

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院长马

剑鹏，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

院院长漆远，于讲坛开讲前汇聚

一堂，解答计算生物学、人工智

能领域最前沿的问题。

“地球上最复杂的学
科可能是生物学”

“生物学是非常复杂的，非常

复杂的，是很多不同对象以非常

多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被问到

计算生物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时，莱维特连续说了两遍复杂。

在他看来，生物学要比物理、化学

复杂得多，甚至可能比经济学还

要复杂得多。他说：”地球上最复

杂的学科可能是生物学。”

计算生物学又名定量生物

物理学，是用计算方法来解决生

物学问题，虽是生物学的一个分

支，但具有极强的学科交叉性。

“观察一个系统，收集大量数据，

检查数据，确保数据无明显错

误，分析数据，建立一个简单的

模型，使用这个模型来更好地理

解这个系统并做出一些预测。”

作为这个交叉学科的先驱，莱维

特认为计算生物学始于脱氧核

糖核酸（DNA）结构和蛋白质结

构，就是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理解

从生物中获得的数字。

专长于计算机，又深耕生物

学，莱维特把计算生物学看成是

一个更大的领域。在他看来计

算生物学的核心就是，“如何处

理复杂性，生物学的这种复杂性

意味着你必须非常聪明，才能应

对复杂所带来的压力。”

“事情永远不会像看
起来那么糟糕，也永远不
会像看起来那么好”

“AI是一个具有魅力的词，也

是一个很古老的词。”1967年，莱

维特在剑桥大学读博时，就在图

书馆看了很多相关内容，在他看

来，人工智能真正实现质的飞跃

是因为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强大。

计算生物学是最早使用计

算机进行研究的领域之一，计算

机也一直与生物学有着紧密的

联系。“1959年，当人类使用计算

机解开第一个蛋白质三维结构，

即血红蛋白时，彼时世界上的第

一台电脑，才刚刚诞生 10 年而

已。”他向在场的人挥了挥他手

中的智能手机说：“我认为需要

认识到计算机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告诉大家这款手机比世界上

所有的电脑都重要。”

但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魔

术，也不是一种魔法，它包含着算

法、计算等等这些技术，所以从这

个角度说，其实人工智能也是计

算机算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事情永远不会像看起来那

么糟糕，也永远不会像看起来那

么好。而人工智能并不是神奇

的东西，它并不总是有效。”莱维

特举例说，当一个人既会英语又

懂中文，那对他来说语言间的转

换，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如果用

机器去翻译的话，有时就会很糟

糕，甚至听起来很怪异。他回忆

起一个月前的某个论坛上，一位

非母语英语发言者，用带有浓重

口音的英语进行演讲时，人工智

能翻译机就无法识别出他的讲

话内容，这让莱维特印象很深

刻，“所以人工智能不一定在所

有的事情上面都能够取代人类，

或者说能够做得跟人一样好。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不能完

全地应对个性化的问题，还需要

一些突破。”

“AlphaFold 是很棒
的统计技术，但不是一种
数据创造技术”

已经能够预测超过100万个

物种的2.14亿个蛋白质结构，几

乎涵盖了地球上所有已知蛋白

质，被称为改变游戏规则的科学

突破——AlphFold，可以说是计

算生物界的大明星。人们认为

它解决了蛋白质折叠问题，在结

构预测上向前迈了一大步。

“AlphaFold以一种强大的方

式结合所有数据和方法，让人类

到 达 以 前 从 未 涉 足 的 未 知 领

域。现在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

到，如果没有70多年来几十万个

实验科学和 15 个诺贝尔奖所获

得的数据，加之人们所使用过的

方法论，那么将是一无所有。

AlphaFold 仍旧完全依赖于所有

这些已经被获取的数据。“莱维

特提醒说，“这是一种很棒的数

据统计分析技术，但它不是一种

数据创建技术。”

“希望科学能让更多
人理解”

“希望科学能让更多人理解”

是莱维特选择在浦江科学大师讲

坛开讲的原因。对于当天的报

告，他精心制作了近 140 张幻灯

片，而这些背后，他想说明的一个

核心问题就是：“何谓科学”。

虽然与同台演讲的马剑鹏

已熟识近30年，但二人却做着不

同的事情。对莱维特来说，能够

把来自同一所大学从事不同领

域研究的科学家聚集起来进行

一场大型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

的主意。“这是一件非常特别且

重要的事情。”他希望这个讲坛

能继续下去。

“人工智能就是新时
代的望远镜、显微镜、雷达”

“人工智能开启未来的科

研。”漆远教授在采访中提出，就

像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列文虎克

发明显微镜一样，人工智能就是

这个新时代的望远镜、显微镜、雷

达，能让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也

能让我们看到更小的细微之处。

人工智能将在可预见的未

来，能对基础研究方法带来全方

位的助力提升。包括但不限于

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新药研发、

数学研究、大气科学乃至金融经

济学等基础学科研究领域。

“每个人都可以看作
一台计算机”

“每个人都可以看作一台计

算机，‘硬盘’是父母给的。”漆远

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什么是

“计算生物学”。

就像计算机编码使用的是

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数一

样，人体 DNA 中的 ATCG 的碱

基序列就是人类一切生命活动

的编码语言。ATCG碱基序列排

列组合构成 DNA，DNA 转录产

生蛋白质，蛋白质的互相结合变

成网络，组成机体并调控着复杂

的生命活动。但最底层的生命

逻辑其实还是 ATCG 碱基序列

构成的复杂信息网络——要想

解码人类基因，对生命微观结构

的研究必不可少。

那么，如何知道微观结构是

如何对宏观产生影响的呢？庞

大的基因片段、复杂的蛋白质结

构中，究竟是哪一部分起到关键

作用？其中的关键联系，如今可

以由人工智能在学习、对比庞大

数据后给出可靠预测，大大缩减

以往所需的时间、金钱成本。

“人工智能赋能科学
发现，用原始创新推进科
创发展”

人工智能正在切实推进助

力科研的发展。“随着生命科学

数据采集成本降低，人工智能在

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漆远指出，今天人工智能在多个

领域的大放异彩，得益归功于过

去的数十年内，计算机算力的大

幅提升，以及数据测量采集技术

逐渐成熟后带来的成本大幅降

低。同时他也提示“人工智能需

要数据，同时也要研究如何结合

其它基础模型，并‘教会’人工智

能学会自我提升、自我净化。”

同时，漆远强调，AI 助力科

研不仅事关基础研究，更要将人

工智能与产业应用结合起来，用

原始创新推进科创发展，让人工

智能和产业的结合推动底层的

科研，用底层创新推动行业发

展，顺应时代国家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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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林 伟
数学科学学院
智能复杂体系实验室教授

三位科学家的报告饱含人文
情怀、哲学思想，更葆有科学精神、
产业畅想。他们既强调计算生物
学最前沿突破在新药创制开发中
的引领作用，也强调高校多学科融
合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砥柱作
用。有了一大批从事基础与交叉
研究的生力军，AI一定会加速重大
科学问题的解决，推进产业变革；
反之，重大科学问题解决也会为AI
发展提供更多路径和无限可能。

◎ 金 俊
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
青年研究员

我的研究聚焦于免疫衰老，利
用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我想不仅
能帮助更快更精准找出免疫衰老
的新靶点，还能更高效找到针对这
些衰老相关靶点的药物分子，最终
为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很荣幸
今年6月份归国加入到莱维特教授
和马剑鹏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复
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开展以人工
智能为基础、多学科交叉合作的免
疫衰老相关研究。

◎ 郭 翌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正高级工程师

聆听完世界级顶尖科学家的前
沿报告，我深受启发。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
应用，为生命健康领域带来了巨大
变革。人工智能赋能其他学科是多
学科交叉的新范式，只有坚持融合
创新，开展原创性研究，才能促进多
领域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性发现。

◎ 孙 晗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2019级本科生

作为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
学生，今天我很荣幸现场参与了浦
江科学大师讲坛首讲，与诺奖得
主、行业大咖近距离接触。我在三
位大师的分享之中对计算机生物
学这个引导性的产业有了更加全
面而清晰的认识。期待今后在复
旦、在相辉堂，能够更多地感受科
学之美、科学之光、科学之慧。

◎ 孟繁玥
复旦二附校七年级学生

与科学大师面对面，聆听他们
对于科学的见解，不仅能了解到更
为专业的知识，更能提升对于科学
的兴趣，让我感到耳目一新。三位
教授的讲解让我对于科学、对于计
算生物学有了全新的认知，也让我
对科学的兴趣更甚。

复旦师生感想

浦江科学大师讲坛首期报告人汇聚一堂

研讨计算生物学、人工智能领域最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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