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技术能完成一些重复性、简单
化、标准化的工作，帮助提高工作效
率，也在替代部分工作任务与流程，使
得部分工作和岗位受到冲击。这要求
劳动者积极学习新技术，持续学习、提
升技术技能。

不用到照相馆做“妆造”，花 9.9 元
就能用AI技术生成一组精美的写真照；
想写文章，在AI工具里输入诉求与关键

词，即可生成文本；做题遇到困难，用AI
模型工具就能找到答案……

AI 即人工智能。“30 秒搞定一张插
画图、5分钟生成一篇爆款文章。”近来，
AI 正在从抽象的概念走进日常工作和
生活。这让一些人产生了职业危机感：
我们的“饭碗”还能端稳吗？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在绘画、写
作、客服等领域，AI 技术已较为广泛地

应用在具体工作中。受访者认为，当前
AI技术虽谈不上足够“智能”，但能帮助
提高工作效率，完成一些重复性、简单
化、标准化的工作。

业内人士指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加
速发展的大趋势下，新技术新应用将持
续涌现，劳动者要积极拥抱新技术，持
续学习提升技术技能，与AI技术“共生
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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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认为脑部进化以线性方式发
生：它不断增大，然后进入平台期，最后停止
发育，但事实并非如此。对122个人群开展的
测量显示，现代成年人的脑容量为900-2100
毫升，全球范围内人类的脑容量平均为1349
毫升，小于人类石器时代祖先的脑容量。

长久以来，发育形成更大的脑容量一直
被视为人类增强智力并得以“统治”地球的
标志。人类进化最后200万年来，人类大脑
的容量曾增加到原来的近4倍。但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在上一个冰川期结束后的某个
时候，人脑变小了。德席尔瓦研究小组的计
算显示，在过去数千年里，人类的脑容量迅
速下降了约10%，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瑞士

《生态学和进化前沿》杂志。
那么，导致人脑缩小的原因是什么呢？

人脑变小了对其功能会产生影响吗？

人脑人脑““悄悄悄悄””变小了变小了

美国《发现》杂志在报道中指出，人类大
脑的平均尺寸正在缩小，这种缩小始于数万
年前。在过去10万年里，智人的平均脑容量
减少了约40%。

生活于大约400万年前，被认为代表人
类最古老祖先的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
pus tchadensis）的脑容量约为 350 毫升。此
后，人类的脑容量开始增加。从大约400万
年前到大约 200 万年前，南方古猿（“露西”
及其同时代人）的脑容量为 500 毫升左右。
到 100 万年前，一些直立人的脑容量超过
1000毫升。大约13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标
本的脑容量范围为1172-1740毫升）和智人
（1090-1175 毫升）的平均脑容量达到 1500
毫升。值得注意的是，自直立人时代以来，
人类的体型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
脑容量的增加大部分时间都与体型增长无
关。

但人类的脑容量一直在不停增加吗？
非也！对122个人群开展的测量显示，现代
成年人的脑容量为900-2100毫升，全球范围
内人类的脑容量平均为1349毫升，小于人类
石器时代祖先的脑容量。

集体智慧发挥作用集体智慧发挥作用

人类的脑容量为什么会缩小呢？
有研究人员认为，大脑是人体最耗费能

量的器官，虽然现在大脑只占人类体重的
2%，但它消耗了近四分之一的能量。通过发
明在外部存储信息的方法：洞穴艺术、写作、
数字媒体，人类脑容量减少了一些。

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
家克里斯·斯特林格和美国艾伦研究所的神
经学家克里斯托夫·科克9月8日在接受《华
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书籍、个人设备和互
联网被用作信息储存器，这很可能加剧了脑
容量缩小的趋势。克里斯·斯特林格表示：

“我们的大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
因此变小了。”

《发现》杂志的报道指出，人类脑容量为
何变小？也许最有说服力的假设是：智人经
历了“自我驯化”。这一术语源于人类对动
物驯化的理解。人类或许也对自身进行了
驯化：在石器时代，善于合作的、头脑冷静的
个体比好斗的个体更有可能生存和繁殖。
这些倾向受到基因的影响，这些基因也会影
响人类的身体特征，包括体型和大脑的大
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这种自我驯化导
致了大脑变小。

德席尔瓦团队利用化石和现代标本资
料确定，人脑的缩小发生在3000-5000年前，
这是北非、中东和南美洲古代文明的繁荣时
期。他们认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可能对脑容
量缩小起到一定作用。

他们猜测，人类社会组织的合作在最近
3000 年来大大增强，集体智慧开始发挥作
用。德席尔瓦团队研究论文的合著者之
一、美国波士顿大学生物学教授詹姆斯·特
拉涅洛解释道，一群人比这个群体里最聪
明的那个人还要聪明。这有点像中国谚语

“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德席尔瓦表
示，人类的社会性很强，以至于每个单独的
个体不再需要知道一切。就像美国密苏里
大学认知科学家大卫·吉里解释的那样：日
益复杂的社会，让人类不用像原始社会的
人类那样需要掌握多种生存技能。基于
此，人类脑部的部分功能也逐渐退化，脑容
量随之缩小。

功能越来越发达功能越来越发达

人脑缩小对其功能会产生影响吗？
“损失部分大脑对其功能并不会产生太

大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
研究员仇子龙对记者表示：“人脑存在一定
的冗余，有时候即使失去一部分，对其整体
功能也并无太大影响。”

他进一步解释道，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
人脑的确存在一定的冗余——一些“闲置空
间”。例如，在临床上，有些儿童脑部受到重创，
接受脑外科手术切除部分大脑后，随着年龄的增

长，其大脑仍能恢复正常的功能。此外，有些癫
痫患者也被切除了部分大脑，仍能正常生活。

“可见大脑在功能上是存在一些冗余
的。如果损失的不是关键部位，其实并不影
响整个大脑功能的发挥。”仇子龙表示。

他指出，人脑的演化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几万年才有显著的变化。自古以来，人
类创造了一系列灿烂的文明，一系列高精尖
科技，都可以表明人类是越来越聪明了。“而
且，智商测试也证明人脑越来越发达”。新
西兰科学家詹姆斯·弗林在对人类智商进行
研究后发现，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

智商也在不断提高，这一现象也被命名为
“弗林效应”。仇子龙强调：“人脑的体积并
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功能越来越发达就好。”

人类拥有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大脑，但人
类聪明的头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人类
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和演化了数百万年的结
果。目前，人类的大脑仍在默默进化，未来
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链接
人体内细胞数量确定：成年男性约有36

万亿个 成年女性约有28万亿个
人体是一个由海量形状和尺寸各异的

细胞组成的复杂群落，共同维持生命。那么
人体内有多少细胞？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发表的一项研究估算，成年男性约
有36万亿个细胞，成年女性约有28万亿个细
胞，儿童约有17万亿个细胞。

此前，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整理了体重
70公斤的成年男性、体重60公斤的成年女性
和体重 32 公斤的儿童体内每个组织的质
量。利用该委员会的数据，研究团队估算出
每种剖析模型中有多少细胞。研究人员还
发现这些细胞关系中存在一个人们熟悉的
数学模式：即细胞大小和数量之间成反比关
系，这意味着小细胞比大细胞的数量更多，
但大小不同的细胞总质量相似。他们表示，
了解更多关于人体内细胞的信息对于理解
人类健康和疾病至关重要，比如癌症就是由
于细胞快速分裂导致数量失衡发生的。

本报综合消息

不少职场人面临AI带来的新挑战
“以前，AI绘画生成的图片比较粗糙，

对工作帮助不大，但现在不一样了。”硕士
毕业后，陈霖灵（化名）入职北京一家游戏
公司，成为一名游戏场景原画师，“现在，
AI已经被纳入工作流程，能帮我们‘打辅
助’了。”

AI 不是新概念，并且离我们越来越
近。2022年也被称为“AIGC（意为生成式
人工智能）元年”，多项AI技术得以迅速发
展，各种基于AIGC技术的产品不断涌入
工作和生活场景。在绘画等艺术领域，不
少职场人和陈霖灵一样，正面临AI带来的
新变化、新挑战。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数字艺术领域，
AI绘画虽然尚未能完全替代原画师、插画
师的工作，但已经对该行业产生冲击。不
少画师在网上分享自己与AI的“遭遇战”，

“AI可以帮助减少工作量，但也给一些技
能水平较低的画师带来了职业危机感。”

“比如，我们要绘出游戏场景里的一
个小城市，如果人工来画，一天只能画出
两三张规划图，用AI，则可以生成三四十
种有差异的图片供挑选。”陈霖灵介绍，图
片里的细节，也可以用AI生成很多图片并
帮助细化。

除了艺术领域，AI的“靠近”让很多工
作发生着变化。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涉及金融、教育、智
慧医疗等多个领域的 AI 大模型纷纷“上
岗”。按照图片所绘讲述有趣故事、通过
数字技术帮助医生快速准确地进行手术
操作、用虚拟数字人服务金融客户，AI正
在由概念走到人们身边。

“跟不上新技术，或将遭受冲击”
今年7月，山东能源集团、华为公司联

合发布了盘古矿山大模型。该大模型是

全球首个商用于能源行业的AI大模型，覆
盖采煤、掘进、安监等 9 个专业 21 个场景
应用。山东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伟表示，大模型着眼于让人工智能持续赋
能矿山行业，以达到减员提效、降低劳动
强度、提高安全水平等目标。记者了解
到，AI 的应用，面临人才门槛高等问题。
目前，不少企业正在结合智能设备的应
用，开展新技术培训、提升人员技能水平。

眼下，快速迭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一
些岗位产生了冲击，不少人担心，他们的

“饭碗”还能端得稳吗？
“AI的引入，让我们看到了新变化，但

暂时还不用担心人工会被取代。”陈霖灵
说。在她看来，AI的应用并不像网上传言
得那么简单。“一个新的AI工具或模型好
比一张白纸，需要‘投喂’大量资源去训练
它。拿图片来说，数量至少得上千张，才
能让 AI 了解我们的喜好，生成理想的图
片。”

就职于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
AIGC研发工程师靳世凯告诉记者，“对艺
术工作者来说，需要具备鉴赏力，去甄别、
筛选、修改 AI 生成的海量图片。特定场
景、特定风格都需要画师去协助和调整。”
在他看来，AI虽能取代一些初级的、重复
的工作，但取代不了行业里有经验的“老
师傅”。

陈霖灵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AI 生
成的图片创意不足，有时还会出现错误，
例如会把人的手指多画一根等，实际上还
没有那么‘智能’。”在她看来，AI的到来，
是把挑战与机遇同时摆在了眼前，“跟不
上新技术，或将遭受冲击。”

据行业预测，重复性强、创造性低、人
力成本高的岗位，将率先遭受AI的冲击。

“熟悉大模型的原理，具备精调、预训练、

数据处理等方面经验”“了解或使用过
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者优先”……
记者在招聘平台搜索发现，已经有一些岗
位对应聘者的AI掌握程度提出要求。

“拥抱”AI，才能遇见成长
“公司领导强制要求我们使用AI来工

作，学习 AI 已经是‘必修课’了。”陈霖灵
说，她所在的公司鼓励员工学习AI，并成
立了AI组，“员工只要通过测试，都可以加
入，帮助处理急活儿，生成海量概念图、细
化AI成图。”

北京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北京
人工智能学会理事曾慧在接受《工人日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AI能够替代重复性、
简单化、标准化的任务与流程，以及基于
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的工作，“例如，文档
处理、数据输入与整理、生产线装配等工
作，已经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冲击。”

“这就需要劳动者掌握一些人工智能
方面的基础知识。对已经被人工智能技
术影响到的行业与岗位的劳动者来说，就
更需要在工作中主动拥抱新知识与新技
术。”曾慧表示，用人单位也应该给相关岗
位的劳动者提供学习与成长的机会。

技术加速迭代，招聘市场对掌握新技
术的人才需求量旺盛。脉脉高聘近日发
布的《2023 泛互联网行业人才流动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泛互联网行业最紧缺
的岗位主要集中在AI方向，算法研究员位
居人才紧缺度榜首。

“AI 会取代部分工作流程与岗位，但
行业也非常需要会使用AI的人才。”靳世
凯告诉记者。业内人士指出，AI将不断催
生新场景、新模式，赋能千行百业，在人工
智能迅速发展的趋势下，劳动者应该积极
学习AI等新技术，让技术“为我所用”、与
新技术“共荣共生”。 本报综合消息

数千年间人类脑容量减少约10%

AI“上岗”，我的“饭碗”还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