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聰明電腦 

IBM 宣布擬人腦電腦的研發工作已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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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這個時代，個人電腦已經表現得有如超級電腦，而超級電腦更是可執行人類無法辦到的高超

運算技能，但矽谷才智最頂尖的菁英卻指稱，電腦在許多關鍵層面，仍然比不上人腦解決問題的能力。 

不過，IBM 和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指出，他們進行了一項電腦模擬，其規模和複雜

度皆不下於貓的大腦；而來自 IBM 和史丹福大學的專案成員也研發出一種演算法，能夠更精細地測知人

腦的構造。科學家期盼這種詳盡的知識最終將可協助他們打造出能模仿人腦複雜運作的電腦。 

這條漫長（的研發）之路，終有一天可能會產生出可供商業、科學乃至軍事使用的應用裝置，而前

述發展只不過是這條路上的初期里程碑。儘管如此，遠觀集團資深運算分析師里克．多爾提卻聲稱，這

些進展的規模與重要性「令人瞠目結舌」。 

舉例而言，該項模擬雖然並沒有精確模仿真實的貓兒捕捉老鼠的行為，但已經超越了先前（一些其

他研究）的努力成果，因為先前（研究）所模擬的大腦結構（比貓）簡單得多，擁有那種大腦的生物只

和老鼠同樣大小。 

 

體積小但功能強大 

前述研發工作隸屬於（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計畫，目的是研究所謂的認知運算，首先由 IBM 專

案經理達曼德拉．莫哈所稱的「人腦反向工程」做起，也就是先進一步了解大腦的運作方式，以便設計

新式的電腦。 

「大腦非常了不起，」莫哈說。這位電腦科學家一談起人腦的灰質就滔滔不絕地美言起來。「大腦

的能力令人驚嘆不已。因為大腦能夠依據情境而對複雜的現實環境起反應或互動，但所消耗的能量卻比

一顆燈泡還少，所佔據的空間也還不到一只兩公升的汽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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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指出，人腦和傳統電腦的一項關鍵差異，就是當前電腦設計所依據的基礎模式，是把資訊的處

理和儲存區隔開來，因此資訊的更新就可能會有所延遲。人腦的運作基礎是更為複雜的生理結構，能夠

整合持續不斷的一連串影像、聲音及其他感官訊息，並且對此做出反應。 

「大腦接收到的資料可能非常含糊不清。我們如果在人群中看見一位朋友的臉，」莫哈說：「她也

許穿著紅色毛衣或藍色洋裝，也可能換了髮型，但我們還是能夠抓住對方樣貌的精髓本質，而認出她是

我們的朋友。」 

莫哈希望未來能出現一種認知電腦，能夠分析大量不斷更新的訊息，可使用在證券交易所、金融機

構，甚至世界各地的房地產市場中──以便從各種不同的混雜資訊中，過濾辨認出關鍵趨勢及其後果。 

「數位和實體世界一旦交會，就會產生大量資訊，」莫哈說：「我們需要一種新式的智能，它具有

過濾資訊的能力，能優先揀選出最重要的資訊，就和人腦處理影像、聲音、口味、觸覺及氣味的方式差

不多。」 

 

值回票價的研究工作 

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布萊恩．王德爾專精神經科學，他參與的團隊研發了一種新式演算法，可用

於詮釋一種非侵入性腦部掃描所取得的資料。藉由超級電腦，這個團隊已利用這種方式取得的資料來測

量並描繪出軸突的結構。所謂軸突，也就是協助傳送大腦訊號的白色細線。 

王德爾表示，明瞭這些結構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多發性硬化症或自閉症之類的疾病。 



「你一旦看到一件事物的構造，即可深入理解這件事物實際的運作方式，」他補充說：「所以，一

旦看到大腦的連線圖，也將有助於了解大腦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