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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茜

刚 刚 过 去 的 2021 年 ， 被 看 作 是 元 宇 宙 元 年 。

一些人相信，互联网的“转型窗口期”已经开启，

而转型的方向，就是元宇宙。

科幻作家刘慈欣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元宇宙架

构 师 ”， 前 不 久 ， 网 上 流 传 着 “ 刘 慈 欣 怒 怼 元 宇

宙”“刘慈欣称元宇宙将引导人类走向死路”的消

息。谈及这些传闻，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没说过。此前，我没有对元宇宙发表过评论，我

不是很了解这个, 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谁真正了解元宇宙？

何展是英伟达中国区一位业务发展经理，他所

负责的实时仿真和协作平台被看作是连接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的“数字虫洞”，也有人将其称为通往

元 宇 宙 的 “ 管 道 ”。 何 展 并 不 认 为 自 己 了 解 元 宇

宙，但这一概念走红后，他的工作量却是实实在在

增加了两三倍。

廖勤樱是微软云计算与人工智能事业部语音组

首席产品经理，前不久，她所在团队帮助打造的虚

拟艺人推出最新单曲，引发关注。不少人认为这项

工作颇具元宇宙范儿，廖勤樱作为当事人却表现得

比较冷静，在她看来，元宇宙是语音技术的应用场

景之一，不管外界的潮水怎么涌动，他们要做的还

是把技术和市场做好。

在科幻和科技人士之外，普通人又将如何与元

宇宙发生联系呢？有人调侃说，如果不打游戏、不

被诈骗，可能暂时就不会发生联系了。是这样吗？

设 计 虚 拟 形 象 月 入 5 万 元 ，社 交
元宇宙初现端倪

虚拟人被认为是元宇宙的标志性要素之一。设

计虚拟形象的人，被称为捏脸师，这也被看作是带

头冲进元宇宙的一个新职业。

毛 万 金 就 是 一 位 85 后 兼 职 捏 脸 师 。 2021 年 ，

随 着 “ 元 宇 宙 第 一 股 ” Roblox 在 美 国 纽 交 所 上

市、扎克伯格宣布 Facebook 转型元宇宙公司，网

上有关元宇宙的消息明显增多，元宇宙的风也吹到

了毛万金的身上。

在江苏做皮具定制师的毛万金，因在某社交软

件平台兼职“捏脸”，最多的一个月增加收入 5 万

余元。他说：“ （兼职） 比我工资高。我当时跟我

老板开玩笑说，我可能要辞退他了。”

按虚拟头像约 30 元的平均售价来算，该平台

当月有超过 1600 人购买了毛万金设计的作品。“数

量太庞大了！”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这个计算结果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2018 年，与相处 8 年的女友分手后，毛万金无

意中走进了这家网络社交平台。起初，他只把“捏

脸”当成交朋友的纽带，但随着作品越来越受到认

可，“捏脸”成为他自我表达的精神寄托。他说：

“通过创造这些形象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让别人

理解自己。”

虚拟形象的表现力会被谁重视呢？一个可能的

答案是，Z 世代。

1995 年到 2009 年出生的人被称为 Z 世代。毛

万金所在社交平台的副总裁、产品负责人车斌介

绍，该平台目前近 3400 万月活跃用户中，大部分

是 以 Z 世 代 为 代 表 的 年 轻 人 。 该 平 台 数 据 显 示 ，

热 衷 购 买 虚 拟 头 像 的 消 费 者 主 要 来 自 一 二 线 城

市 ， 占 比 超 过 44% ； 18 至 27 岁 的 用 户 占 比 达

50.4%。

“为了去除颜值压力，我们不支持用户使用真

实照片当头像。”车斌说，“Z 世代又是高度追求个

性化的一代人，怎么可能会愿意用千篇一律的头像

呢？那多不酷啊！”随着虚拟头像的需求和供应双

双上升，该平台目前约有 80 位像毛万金这样的签

约捏脸师。

因为“捏脸”，毛万金结交到不少志同道合的

网 友 ， 他 感 到 “ 邻 里 之 间 的 热 络 感 ” 重 回 生 活 。

“就像以前在农村，大家都爱串门儿一样，在线上

看到哪个朋友开了‘捏脸’主题的语音房，就想过

去看一下。”毛万金说。

在他看来，在这个网络空间中，大家更倾向于

选择相信彼此所展现出来的虚拟形象，“你可以成

为你想成为的人”。他有一个“流量信任”理论，

认为流量会筛选出“真相”，“一个人能在这里待住

就待住了，待不住就走了”。

现在，毛万金和身边的网友觉得，线上关系并

非线下关系的补充，线上关系“既不排斥、也不强

求”转化为线下关系。

毛万金认为，这种线上相处模式就是他想象

中的元宇宙模式。从网络社交的角度来看，他甚

至一度疑惑，自己好像已经生活在元宇宙那个概

念里了。

车斌说，正是看到这种异于传统的人际交往需

求，他的团队探索了未来社交的场景和应用，并在

2021 年 年 初 提 出 要 打 造 “ 社 交 元 宇 宙 ”。 他 说 ：

“不论现在元宇宙概念火爆与否，都不影响我们对

未来社交进行思考和探索”。

元宇宙敲锣打鼓之前，科技已悄然上路

前不久，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在谈到该公司

的 元 宇 宙 平 台 时 表 示 ：“ 今 天 我 们 展 示 的 只 是 开

端，现在元宇宙这个新平台、新应用程序，与我们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谈论网络和网站时无异。”

在一些科技界人士看来，元宇宙这一概念，更

像是需求牵引着技术一路走到今天，“有人给这条

路插了一个路标，上面写着前方是元宇宙”。或许

普通公众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一前进方向将如何改

善现实生活。

廖勤樱说，此次用于打造虚拟艺人的语音合成

技术，微软已经有近 30 年的积累。2018 年，该团

队实现了端到端深度神经网络语音合成产品化的技

术突破。在她看来，这一突破，让降低该技术的使

用门槛成为可能，相当于在人工智能“平民化”的

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要让虚拟声音“从无到有”，需要先给人工智

能寻找一个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一个真人。廖

勤樱介绍，以往的主流语音合成技术，比如拼接

合成法，往往需要发音人提供超过 10 个小时的稳

定录音，录制时间前后可达两三个月。而最新的

深 度 神 经 网 络 计 算 机合成技术，可将这一成本缩

小到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这有利于让技术

触达更多人。

她透露，该团队正在尝试用这项技术，帮助

渐冻症患者在彻底失声之前，提前保留下自己的

声音。

何展认为，技术之所以在朝着 3D 虚拟世界发

展，是因为它能够回馈现实社会，提升人们在现实

社会中的生产、生活品质。

虽然何展的业务量被元宇宙概念拉升，诸如银

行、金融机构、电信公司等非传统合作领域的公司

纷纷前来咨询，但他并不愿意把 Omniverse 平台包

装成实现元宇宙的工具。他说：“我们更乐见于大

家关注技术本身，而不是关注概念。”

英伟达高级解决方案架构师宋毅明解释，基于

强大的算力，该平台的通用场景描述技术，可以将

现实世界的场景“传递”到虚拟世界中，从而帮助

大家在虚拟世界中解决现实问题。

何展举例说，基于该平台，爱立信公司正在采

用数字孪生方法，模拟 5G 基站与城市环境之间的

作用，更好地布局 5G 基站的位置；近期，美国某

地的火灾预防与控制部门，决定使用该平台的人工智

能和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实现火情可视化，预测火情

的发展。

普通人如何不被割韭菜，神话往往
都是假话

不过，在技术耐心迭代的时候，资本已跑出了加

速度。这对于有意搭乘元宇宙发展快车的普通人来

说，机遇与风险并存。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将资本对元宇宙的态

度分成三类：理性、泡沫、诈骗。

首先是专业机构和个人的部分理性投资，这部分

资金流向了掌握关键技术的企业。

第二种是泡沫资本非理性的、甚至是带有炒作性

质的追捧。想避开泡沫，就要看看它以前做成过什

么，是不是这次还能做成，如果一家公司以前什么也

没做成过，现在看来也不具备做成的条件，那就需要

警惕。

第三种则是诈骗行为。无论是“用后入场的资金

填补前面窟窿”的元宇宙区块链游戏骗局，还是打着

元宇宙虚拟房地产名义进行的炒作和投机行为，沈阳

都 将 其 诈 骗 原 理 统 称 为 “ 击 鼓 传 花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普通人很容易被割韭菜”。

他给出建议，首先要培养风险感知的能力，从

正 规 渠 道 获 取 信 息 ； 同 时 要 善 于 学 习 ， 可 以 先 体

验 一 下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 找 找 感 觉 ； 最 重 要 的 是 ，

凡 是 涉 及 “ 要 掏 钱 的 事 情 ”， 一 定 要 慎 重 。 他 提 醒

大 家 ：“ 不 要 相 信 一 夜 暴 富 的 神 话 ， 神 话 往 往 都 是

假话。”

元宇宙离普通人还有多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备受瞩目的科研“减负”行动，正迎来实

实在在的效果：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结题上

花费的时间均有所下降。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石长慧团队的研究结果。石长慧长期从事科技

人才政策研究，过去 10 年，他的团队对科研

人 员 的 职 业 倦 怠 做 了 4 次 测 量 ， 结 果 发 现 ，

2010-2020 年，科研人员的职业倦怠总体呈现

先升后稳的态势，其中，36-45 岁、副高级职

称的科研人员，所占高度倦怠的比例更高一

些，这些正是当打之年的青年学者。

“ 保障时间就是保护创新能力！”在 2021
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

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建立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

障机制，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

新和研发活动。

石长慧团队对科研人员的时间利用做了调

查，对比 2011 年和 2020 年的状况，科研人员

总的工作时间和用于科研的时间都有所增长，

同时用于行政事务的时间在减少；从 2005 年

到 2019 年 ， 科 研 人 员 全 年 用 于 科 研 项 目 申

报、中期、结题平均花费的时间，也有大幅度

下降。

但调查同时发现，仍有相当比例的科研人

员认为“科研时间不够用”，原因包括科研任

务重、项目日常管理占用时间多、单位行政活

动占用时间多等几个方面。

“ 这 些 年 ， 青 年 科 研 人 员 的 数 量 越 来 越

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对经费、对职称

的竞争。”石长慧说，激烈的竞争导致青年科

研人员投入科研的时间越来越长，结果就是压

力越来越大，反映在职业倦怠上就是倦怠程度

有所上升。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

机科技论坛上，一位 985 高校青年教师坦言，

“学校每年都对教师有明确的考核指标，如果

达不到指标，年底就没有绩效，这个绩效对我

来说非常重要。”

他 还 表 示 ， 今 年 立 下 军 令 状 要 拿 “ 帽

子”，为什么要拿“帽子”？因为可以带来“票

子”和项目。学校向他允诺，“拿到一个‘帽

子’工资翻倍，科研项目优先资助。”

石 长 慧 提 到 ，2015 年 之 后 ， 国 家 进 一 步

加大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力度，出台了很多好政

策，2018 年以来，科技部等部门还开展了科

研人员“减负”行动，对科研人员职业倦怠的

上升起到了对冲作用。

此外，这些年的科研投入也在持续增加，

比如科技部的重点研发计划，扩大了青年科学

家申报项目的比例。财政部也强调，基本科研

业务费用于支持青年科研人员的比例，一般不

得低于年度预算的 50%。

“总之，‘减负’行动产生了显著效果 。”

石长慧认为，今后要做的是，加大科研经费的

稳定支持力度，配备专业的财务助理和科研助

理，让科研人员有更多时间投入科研工作。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鄂维南也从科

研人员的角度呼吁“不忘初心”，“为什么要做

科研？”他在论坛上抛出这个观点，“如果为了

挣钱，你干别的可能更好。”

“青年学者经历了博士、博士后等阶段的

锤炼，最终进入学术圈，相信能坚持下来的大

多数都对研究感兴趣，那么为什么随着时间推

移，一部分人初心不再？”北京大学副教授董

彬提出这样的疑问。

他说，“我们一边说要破除‘帽子’，一边

又对各种‘帽子’和奖项津津乐道，习惯性地

把‘帽子’和学术水平画等号；在一些评审

中，非学术因素占比较高，从而导致了一定程

度上的不公平，也使得青年学者难以保持初

心。”

清 华 大 学 长 聘 副 教 授 崔 鹏 认 为 ，“ 帽 子 ”

“票子”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引导机制，总

体来讲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把精力放在创新研究

上，这是在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鼓励和调配的

手段。但同时，需要引入额外的机制保证公

平，建立一套更有利于青年学者的发展机制。

“帽子、票子，其实都是面子，我们应该

更强调里子。”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山世光结合

自己的科研经历，分享了他的思考，“我们要有

强大的内心，而且要想方设法去锤炼自己，独立

思考，不过多地受到帽子、票子的影响。”

他解释道，人的动力分为两类，一类是靠

自我驱动，一类是靠外部驱动。年轻人要发展

自我的内心驱动，做一个为理想、梦想、好奇

心、兴趣而奋斗的人。

零距离

□ 张 渺

“嫦娥”在月亮上发现了“水”！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浪漫，但眼下正与之相关的

这条新闻，却充满了属于科学、属于未来的另一种
美感：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的土壤里，发
现了“水”。

更准确一点说，这里的“水”，可不是能直接
喝到嘴里的液态水，而是指藏在月壤颗粒里面的水
分子或羟基 （OH）。

2022 年 1 月 8 日，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行星科学团队，与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夏威夷大学、南京大学合作的科研团
队，一同在 《科学-进展》 上发表了关于“月球表
面水探测”的研究成果。

2020 年 12 月，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
区着陆，着陆区的玄武岩已形成了 20 亿年。嫦娥
五号携带了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一边采样带回月
球样品，一边在采样区约 2 米×2 米范围的区域进
行了光谱观测。

这是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在月球表面“近距离、
高分辨地探测到水的信号”，按照中科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林红磊的形容，相当于研究
者直接在月球上带着光谱仪出了一次“野外”。

作为目前“唯一一次既返回样品，又获取到月
表原位光谱的任务”，嫦娥五号显然给月球水的研
究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它带回来的样品，能够被用
于详细分析月球水在月壤颗粒中的分布、存在形式
和来源。而原位光谱可以与轨道遥感建立联系，能
够研究月表水的全球性分布和时间变化特征。

研究人员分析了嫦娥五号原位探测数据，最终
估算的结果是：1 吨月壤中，相当于有约 120 克

“水”，1吨岩石中相当于有约180克“水”。
关于月亮上究竟有没有水这件事，其实已经争

论了半个多世纪。
早在 1952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克

莱顿·尤里就提出，月球上“可能存在着太阳永远
无法照射到的洼地”，即“永久阴影区”，这些洼地
中或许存在一些挥发性的物质。1961 年，加州理
工学院的科学家，模拟展示了水蒸气是如何在漫长
的地质时间尺度上，困于永久阴影区的。

1969 到 1972 年，以希腊神话太阳神阿波罗为

名的登月任务，从月球上带回了大量样品，科学家
们终于能亲自动手，试着从这些月壤里翻找出水
来。可惜的是，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抑或
样品的选择问题，阿波罗带回来的这些月壤都是

“干巴巴的”。
用开玩笑的话来说，仿佛真的有太阳神将它们

烘干过似的。
“月亮是干的”，这事逐渐成为一个共识，哪怕

是 1978 年，苏联科学家在采集到的月壤样品中，
测量到了约 0.1wt.%的水——相当于 1 吨月壤中有
1000 克水，也没人敢说月亮上真的有水。将近半
个世纪，对月球水的研究止步不前，直到 1994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送了克莱门汀号探测
器，利用雷达技术探测了月球两极。

雷达波的反射模式显示，月球极区永久阴影区
的月壤中，可能存在水冰，即一种由水或融水在低
温下固结的冰。当时的研究者判断，测量月球氢的
含量，或许是“探测水的一个方式”。1998 年，月
球勘探者号利用中子谱仪探测到了大量的氢，模型
估计，月亮上的水，或许多达数亿吨。

2008 年，随着技术的发展，科学家终于在
“阿波罗”样品中探测到了水，但在嫦娥五号之前
还没有进行过在月表原位的测量。

月球上的水，主要的存在形式包括水冰、月壤
表层水和月球内部水。几个可能的主要来源包括：
太阳风注入，富含挥发物的陨石或彗星撞击，或是
存在于火山玻璃、磷灰石中的月球自己的水。

同位素分析表明，这回月壤样品颗粒里的水，
大部分来源于太阳风。太阳风中的氢粒子作用于月
壤的各种矿物和玻璃表面，通过碰撞，进入矿物和

玻璃的结构中，并与其中的氧原子结合，成为羟基或者
水分子，这些水大多存在于月壤颗粒表层。而月球岩浆
中的水，通常是以羟基的形式存在于矿物晶格中。

月表水的分布，很可能与“纬度的高度”相关。
嫦娥五号带回的样品，是目前采集到的所有样品中，
采集地区纬度最高的。

“新一轮的探月目标，开始从‘认识月球为主’
向‘认识和利用月球并重’转变。”林红磊说。他提
到，很多科学家一直在专门研究月表资源的原位利
用，特别是水的利用。

月表的水，理论上是可以提取的，但是含量太
低，开采利用也非常困难。目前更被科学工作者关注
的，是月球极区的水冰资源利用，已有很多相关研究
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展。一种设想是，可通过各种方
式加热极区月壤，让其中的气体挥发出来，再通过冷
凝，分离、收集储存水蒸气。

只可惜，月球的环境毕竟太复杂，水 （冰） 储量
还不完全清楚，水的收集工作也很困难。据林红磊介
绍，大多数月球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装置，都还只是一
个设想或建议，基本都停留在原理样机阶段。

水被称为生命之源，当我们把“水”“宇宙”这
些词联系在一起，总会有许多关于未来的想象从大脑
中迸发。

早期的火星可能存在过大量液态水，火星的地形
地貌和已经发现的很多含水矿物可以说明这一点。当
然，现在的火星探索中，还没有发现太多液态水仍然
存在的证据。哪怕如此，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中，未
来的人类也已经敢在火星上种土豆了。

既然这次，“嫦娥”发现了水，那我们或许也可
以做一做在月亮上种桂花树的梦了。

月亮上有“水”，但还没有桂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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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元宇宙”炒房。 视觉中国供图

1 吨月壤中约有 120 克水。 人民视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