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知
2023年11月19日 星期日 责编/周德庆 美编/唐昊 校对/德峰

A03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近年来，国际科学界
发现火星上存在大量的
水，那么在火星上利用太
阳能发电，再用电从水中
解析出氧气，成为可行的
技术方案之一。

但是，“电解水”还需
要使用催化剂，来解决制
氧速度慢、能耗高等问题，
而从地球运送的成本非常
高昂。因此，能否在火星
上就地取材研制催化剂，
成为一个关键技术问题。
此外，低温、低气压、高辐
射的火星环境，对人类登
陆后“就地研发”很不利。

如今，人工智能（AI）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
一挑战。针对这些问题，中
科大和深空探测实验室科
研人员合作，利用自主研发
的智能机器人“机器化学
家”，其可以从火星陨石中
制造出催化剂，再测试其制
氧性能，并不断重复这个过
程，直到找出最好的催化
剂，且无需人类干预。

中科大合肥微尺度物
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罗毅说，这项研究成功验证
了人工智能可以自动研制
新材料，有望为人类在远离

地球的星球上制备氧气、建
造基地、生产食物等作出贡
献，并利用火星资源研制出
更多化学品，帮助我们进一
步探索太阳系深处。

据悉，中科大研制的
“机器化学家”名叫“小
来”，它不仅“会学”还“会
想”“会做”。这次研制催
化剂，根据火星陨石的多
种化学成分，一共有376万
多种可能的组合配方，如
果靠人类科研团队一一实
验验证需要两千多年。

“‘小来’学习了5万多
篇相关的化学论文，用‘智

能大脑’思考并设计出一
个基础配方，然后做实验
并根据结果不断调整配
比，用6周时间找到最佳配
方。”中科大教授江俊说，
机器人自主发现并研制化
学品，为人类探索星空提
供了一条新路，“最大的意
义是，受AI引导的机器人
能够在未知条件下利用未
知材料制造出有用的化学
物质。我的梦想是，或许，
我们可以先将几个机器人
送到月球，开始利用月球
资源为人类准备必要的化
学物质和材料。”

人类移居火星又近一步
中国科研团队用AI化学家成功研发火星制氧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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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松下公司、东急公
司和国土交通省下属都市再
生机构 18 日在东京附近的
郊区启动试验，探索依靠空
中索道运行的机器人配送服
务，以解决物流从业人员不
足、成本上升和郊外居民尤
其是老年人购物不便等问
题。

试 验 于 11 月 18 日 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期间在神

奈川县川崎市一个住宅区进
行。居民通过专用手机程序
订购商品，大约 30 分钟，空
中配送机器人就能把商品送
到住宅区内，并自动存入取
货柜。居民凭手机程序发送
的二维码提取商品。

试验主要验证空中配
送机器人的相关技术，以及
这种新物流技术提高居民
购物的便利程度和存在问
题等，了解居民使用这项服
务的情况以及对他们生活

的影响。
这款空中配送机器人由

松下公司研发。该项目负责
人鹫见阳介 17 日在媒体会
上介绍说，这款机器人依靠
空中索道运行，与无人机送
货相比有不少优点。首先是
更安全，货物落下的概率非
常低，大概是无人机的百万
分之一。其次是噪音更低，
深夜和清晨送货不会扰民。
此外还更省电，无人机消耗
电力中约80%是被自身重量

消耗，而这款机器人不存在
这部分能耗。据介绍，目前
这款机器人运载能力为 3.5
公斤，随着今后不断改进，运
载能力有望提升。

鹫见阳介也提到使用
这款机器人需要架设索道，
前期投入较大。他表示正
在和电力公司探讨利用现
有电线杆的可能性，未来有
望使空中配送机器人的配
送成本降至目前人工配送
的一半以下。

日本试验空中索道机器人配送服务

寻找火星上过去的生命迹象，并在火星上建造适宜生存的潜在居住地，是人类梦寐以求
的目标。而火星制氧，是人类移居火星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罗毅、江俊、尚伟伟教授团队与深空探测实验室张哲研究员等合
作，运用智能机器人“机器化学家”，采用火星陨石成功研制出新型催化剂，为利用火星上的水
制备氧气提供了高效率、低能耗的解决方案，探索出一条在地球外星系就地取材研制化学品
的新路。日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合成》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

未参与这项研究的英
国爱丁堡大学天体生物学
教授查尔斯·科克尔说：“没
有比用于呼吸的氧气更重
要的资源了。这是一个令
人激动的例子，证明我们能
够把机器人送往火星，并让
它们提取能在利用火星上
丰富的冰制取氧气时充当
催化剂的矿物，从而使我们
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给自足
的永久定居点。”

研究人员让他们的机器
人负责制造能够利用水源生
产氧气的材料。此前的研究
确认火星上存在水源。该团
队给这位“自动化化学家”提
供了 5份不同的陨石样本，
用于设计一种催化剂。

在 6周时间内，该机器
人分析了 243 个实验数据
集和近 3 万个理论模拟结
果，从大约 376.4 万种可能
的配方中挑出并合成了一
种可行的六金属催化剂。
研究人员在零下 37摄氏度
(与火星上的温度相当)的环
境中成功进行了这项实
验。他们在相距数百公里
的 3 座中国城市建起和管
理类似实验室，以此证明他
们能够远程操控。

中国和美国等国对AI和
太空科学的兴趣日益浓厚。

但是，要移民其他行星

类天体，仍然存在巨大障
碍。远程AI实验室和相关
制造活动需要高流程效率
和可观的算力，无论是在原
地还是在行星外。就火星
而言，其定居点必须能够抵
御比穿透地球大气层的辐
射强得多的辐射。

英国粒子加速器企业
“钻石光源”公司的斯蒂芬·
汤普森博士说，无论如何，
上述火星陨石研究带来了
许多有趣的可能性，包括让
一座AI实验室通过捕获用
水制氧后余下的氢来充当
航天器的星际“加油站”。

汤普森还说，上述论文
代表了利用AI发现新材料
这一快速发展领域中的又
一进展。

汤普森说：“AI正在取
得长足进展，因为它能够处
理大量数据。它以一种人
类需要若干年才能完成的
方式来识别新材料，效率很
高。”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电
化学和电化学技术教授马
克·赛姆斯说，这项研究将
化学、机器人和软件设计结
合起来，“真的很酷”。

近年来，AI不断拓展人
类探索宇宙的可能性。未
来，AI或许可以成为人类实
现在火星居住的“催化剂”。

火星大气中的含氧量
极低，无法满足人类生存。
如何能在火星上制备出氧
气？

据美国航天局网站消
息，今年8月，美国“毅力”号
火星车搭载的制氧设备完
成在火星上最后一次制氧
实验，相关技术被验证是能
为未来登陆火星的宇航员
提供氧气和返程火箭推进
剂的可行技术。

这台名为“火星氧气就
地资源利用实验（MOXIE）”
的设备随“毅力”号火星车
于 2021 年登陆火星。其工
作原理是通过电化学过程
产生氧气分子，即从火星稀
薄的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
从二氧化碳分子中分离出
氧原子，最终生成氧气。系
统通过分析气流，可以测算
出制氧量和氧气纯度。

美国航天局介绍，自登

陆火星以来，该设备已完成
16次制氧实验，总共成功产
生了 122 克氧气，相当于一
只小狗呼吸 10 小时所需氧
气量。在最高效情况下，该
设备每小时能够产生 12 克
纯度不低于 98%的氧气，这
个制氧量是美国航天局最
初设定目标的两倍。8月 7
日，该设备在第16次制氧实
验中产生了9.8克氧气。

美国航天局相关负责
人说，相关设备和技术能够
就地取材，将火星当地资源
转化为未来空间探索任务
所需的产品，通过在现实条
件下验证这项技术，距离让
宇航员在火星“以当地资源
为生”又近一步。

据介绍，美国航天局在
MOXIE任务后的下一步计
划是研发除制氧外还包括
液化和储存氧气等功能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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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毅力”号就地取材，火星制氧122克

AI或成为人类实现
在火星居住的“催化剂”

先例

中国AI机器人用火星陨石制取氧气新路

未来

11月10日，中科大科研团队与工作中的
“机器化学家” （新华/图）

智能机器人火星探矿制氧假想图（中科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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