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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AI）的普及，越来越多科研
人员开始使用AI工具。近日在英国《自然·人类
行为》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未提及AI
的科研论文相比，提及AI的科研论文引用率更
高。

美国西北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分析了1960
年至2019年发表的约7500万篇论文，涵盖19个
学科。结果发现，标题或摘要提及“机器学习”

“深度神经网络”等AI术语的论文，更有可能跻
身其所在领域引用次数最多论文的前5%之列，
在其他领域往往也能获得更多引用。

研究还发现，过去 20 年中，研究所涉及 19
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加强了对AI工具的使用，
但存在较大差异，计算机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的
使用率最高，历史、艺术和政治学的使用率最
低，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使用率则
介于两者之间。

这项研究对AI如何改变科研进行了量化分
析。不过，鉴于调查的截止日期，这项研究没有
捕捉到AI的最新进展，例如ChatGPT等大型语
言模型已经改变了一些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式。

该研究结果也引发了担忧。美国耶鲁大学
关注科技领域的人类学副教授莉萨·梅塞里表
示，她担心有些科研人员会为了增加论文引用
率而滥用AI工具。 来源：新华网

论文也要“蹭热点”，提及AI会使引用率上升

这是2023年11月30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日本国际机器人展上拍摄的一款会写书法的智
能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钱铮 摄

最新一期《自然》同时发表两篇论文，揭示了到达地球的陨石最常见
的来源：可能仅仅来自数个小行星的解体事件，而且有些事件发生在相
对较近时期。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了解目前最常见的地球陨石的来源，
以及这些陨石撞击如何塑造了地球的历史。

了解陨石起源是天文学领域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从更大尺度来看，
还具有人类学意义。因为陨石对地球历史的影响和塑造，涵盖对地球大
气的影响、对地质结构和地表形态的影响、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以及对生
物生存和生态的影响。研究团队表示，截至目前，只有大约6%的陨石能
明确其来源。

在撞击地球的陨石中，80%是被称为普通球粒陨石的一类，其中包
括那些来自数亿年前“密集撞击期”的陨石，这些撞击事件可能引发了冰
河时代。过去的研究表明，大约70%的地球陨石具有称为H型和L型的
球粒陨石成分。对地球上的L型球粒陨石的氩—氩测年表明，这些样本
可能起源于一颗小行星的灾难性解体——该小行星曾遭受了一次超音
速撞击。

在第一篇论文中，欧洲南方天文台（ESO）团队利用甚大望远镜，汇
集了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主小行星带中小行星的光谱数据，发现一组被
称为王后星族的小行星，和地球上L型球粒陨石的构成非常接近。

经过计算机建模，研究人员提出，在约4.5亿年前发生的撞击，令一
个L型球粒陨石小行星碎裂，形成了王后星族，并提供了之后让陨石流
入的大量碎片。

在第二篇论文中，捷克共和国查理大学团队发现，当前流入地球的
H型和L型球粒陨石可能是3次较近时期的解体造成的，分别发生于约
580万年、760万年和4000万年前，小行星直径均超过了30公里。

该团队推断，相对年轻的“凯琳”和“鸦女”小行星族的撞击事件，和
较古老的王后星族第二次撞击事件（约4000万年前），可以解释目前坠
落到地球上的绝大部分陨石的形成原因。 来源：科技日报

地球陨石常见来源之谜揭示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慧
眼”天空地植物病虫害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日前在杭州发布，该系统将人
工智能技术、空天信息和植物保护理论深度融合，助力我国病虫害监测
预警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据介绍，“慧眼”系统团队自主研发了芯片级病虫害智能检测装置，
开发了低空病虫害巡检专用无人机遥感整体解决方案，构建了基于遥
感、气象、植保等信息的多尺度病虫害监测与预警技术体系，为传统植保
测报工作赋能。

“借助‘慧眼’系统，可有效解决传统植保测报技术田间调查识别难、
低空监测精度低、区域预警能力弱等痛点。”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研究员黄文江说。

“慧眼”系统在近地尺度上，实现了适应实际植保场景的病虫害快速
精准检测；在地块尺度上，实现了地块级病虫害的动态监测与高效管理；
在区域尺度上，可对20余种重大病虫害开展多尺度动态监测预警。

据悉，“慧眼”系统是在日前开幕的第五届植被病虫害遥感大会上，
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中科空天
数字研究院、安徽大学联合发布的。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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