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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
员7月9日说，他们训练出一个能利用人
工智能（AI）自主完成胆囊切除手术的机
器人。这标志着人类向自动化医疗迈出
一大步。

路透社援引该项目负责人阿克塞
尔·克里格的话报道，当前，外科手术中
使用的机器人仍需由外科医生操控。而
这一新型SRT-H机器人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有能力做出独立判断和决定，以应
对手术中突发的各种情况。“这一进步使
机器人从只能执行特定外科手术任务转
变成能够真正理解外科手术程序。”

克里格将这种新型机器人比作自动
驾驶汽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道

路上行驶，智能地应对遇到的一切情况”。
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机器人学》

杂志上发表文章说，SRT-H机器人通过
人工智能框架，利用外科医生给猪实施
胆囊切除手术的视频接受训练。机器人
后来在取自猪的8组不同胆囊和肝脏上
进行实操。分离胆囊和肝脏需要几分钟
时间，其中涉及“多种工具的使用、外科
手术中常见的抓、剪、切等操作”以及决
策和实时应对。试验中使用的猪器官和
血管在外观和解剖结构上差异很大，“反
映了人类手术中遇到的多样性”。

研究人员说，SRT-H机器人在这些
试验手术中的成功率达到100%，但是完
成手术所耗费的时间要比人类医生长。

等到它们完全成熟，可以投入临床使用后，
将可以帮助解决外科医生短缺的问题，最
大程度地减少人为错误，为医疗服务缺乏
地区提供稳定、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路透社说，当前，机器人已经在人类
手术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高科技医疗
设备公司直觉外科手术公司推出的“达
芬奇机器人”2000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批准后，已经在全球范围参与
了超过 1200 万台手术。但现阶段临床
中使用的机器人完全靠人类医生操控才
能“行动”。

业内人士说，2024年，全球共实施了
270万台有机器人参与的手术，全球外科机
器人市场规模接近100亿美元。据新华社

美国研究人员训练机器人自主完成胆囊切除手术

日本警察厅7月10日宣布，将提高外
国人换发日本驾照的门槛，并停止为外国
游客和其他短期居留日本的外国人换发
日本驾照。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依据现行规
定，持有外国驾照者在日本经过简单考试
后，可以获得日本驾照。去年通过该制度
取得日本驾照的外国人超过6.8万人，人
数创新高。但先前有日本国会议员指出，
外国人在换驾照时，居住地址通常会填写
酒店，这加大了警察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
执法难度。另外，考试内容“过于简单”，
很多外国人根本没弄清日本交通法规就
开车上路。

鉴于此，警察厅决定要求申请日本驾
照的人无论是哪国国籍都必须提交居住
证明。另外，考试难度将提高，除了考试
题数量将从10道增至50道，正确率需达
到九成以上，还增加实际驾驶能力考核项
目。新规经公开征求意见后拟于10月1
日施行。 据新华社

日本停止为外国游客

换发驾照
拟于10月1日起提高换发门槛

新华社拉萨7月11日电（记者 格桑
边觉）记者 11 日从西藏（当雄）金丝野牦
牛繁育基地了解到，10日中午12时40分，
该基地剖腹诞生了第一头克隆牦牛，体重
33.5公斤。

记者在繁育基地看到，这头新出生的
克隆牛犊个头比正常新生牛犊较大，全身
通黑，能够正常行走，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据悉，这一成果是浙江大学方盛国团
队和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攻
关取得的。从2023年7月起的两年来，科
研人员克服高原缺氧、实验设备短缺等困
难，通过全基因组选择和体细胞克隆的复
合技术，培育诞生了第一头克隆牦牛。

浙江大学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质
基因保护中心主任方盛国教授说：“西藏
是牦牛的主要生活区域，数量较大。开展
牦牛克隆工作，不仅有助于西藏构建牦牛
繁育体系，还可以精准复制繁育能力强、
肉产量高、抗病性强的牦牛个体，快速扩
大优质种群，提升牦牛养殖的经济效益。”

我国科学家

成功克隆牦牛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河
北南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
陕西关中、四川盆地等地将出现持续
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9℃至 41℃，大部地区湿度较大，体感
闷热。

每当遇到高温天气，总有公众感觉
“怎么比预报的温度更热”，也有网友怀
疑气象部门的高温预报是不是“刻意压
低数值了”。

“气象工作者不会有意将气温报高
或报低，我们也会对预报员的预测进行
评分，预报38℃但实际气温达到40℃以
上，预报员是不得分的。所以作为预报

员，一定会努力报得越来越准。”中国气
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特聘专家朱定
真说。

事实上，气象部门发布的温度是百
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温度。百叶箱须
设在草坪上，离地面1.5米，周围较开阔，
无高大建筑、树木等阻挡风或遮挡阳
光。这是世界气象组织的规范标准，全
球用同样的标准化尺度去测量气温，才
能进行对比。

在同一座城市内，百叶箱和水泥路、
柏油路上的温度不一样。在阳光强烈的
情况下，水泥路、柏油路 1.5 米高度上的
温度，比百叶箱里测得的温度可能会高
4℃至 5℃。这也就有高温天气下，有人
测出路面温度高达 50℃，但预报数值偏

低的“温差”了。
那为什么预报的气温和大家的感觉

也差不少呢？
“因为气象的观测环境和个人在室

外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气温是近地层大
气环境的温度，而大家感受到的是体感
温度，其受到气压、风力、湿度等多重影
响。”朱定真说。

比如体感温度和大气湿度密切相
关，空气湿度较大时人就会感到闷热。
只要气温达到 33℃左右、相对湿度达到
80%，人就会感到非常闷热、不舒服，甚至
引发中暑。此外，个体差别也导致体感
温度不一样。人的胖瘦、所穿衣服的深
浅、进行不同强度的活动，甚至个人心情
起伏等都会影响体感温度。

朱定真表示，未来气象部门的预报
会越来越向人们的需求倾斜，比如可能
会预报体感温度，而不再是简单告诉大
家气温为多少度，播报的信息中还要包
含气温38℃和39℃有什么差异、哪些领
域会受到影响等。

不久前，国家疾控局和中国气象局
就联合发布了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
预警和健康提示。和一般天气预报不
同，预警分5个等级，按照与高温相关疾
病风险分析得出。公众可按照风险等级
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保持室内凉爽、避开
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
饮水等，更有效地减少高温带来的不利
健康影响。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大范围高温来袭

天气预报会刻意压低数值吗？

7月9日，在西夏陵管理处文物库，工作人员在整理文物。
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