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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类脑计算的主流思想是“用脑的机理做计算

机”；

Ø 脑科学专家：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工作机理；

Ø 计算机、AI、材料：忆阻器、忆阻器神经网络；

Ø 神经形态计算的发展；

Ø 关于类脑计算的思考；

北京脑科学和类脑计算——神经芯片和众神（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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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人类大脑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它是

智力演化的伟大奇迹；

Ø 脑似万丝网，中有千千结；

Ø 人脑有100 亿神经元，1000亿神经

胶质细胞，10倍于整个银河系；

Ø 10兆组突触连接，人类脑神经纤维

总长度 18万公里，绕地球4周；

Ø 记忆存储在哪里？如何被提取？

Ø 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事，可能都

对应特定脑区的一群神经元，这些

“概念细胞”是我们的记忆、思维

以及认知能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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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计算机一般由硬件和软件组成，而人类大脑并不是，它是通过突触连接，释放神经递质来激活
不同的神经细胞，这种生物系统结构被称为“Wetware”湿件。

Ø 忆阻器是除电阻、电容、电感之外的第四种基本电路元件；和电阻不同的是，忆阻的阻值是由
流经它的电荷确定。因此，通过测定忆阻的阻值，便可知道流经它的电荷量，从而有记忆电荷
的作用。

Ø 忆阻器神经网络就是利用电子元器件模拟人脑神经元和突触功能实现人工大脑，硬件实现将是
人工智能领域的革命；

忆阻器神经网络



优点：

Ø 可以很好模拟人脑突触和神

经元功能；

Ø 结构简单，能耗低；

Ø 易高密度集成。

忆阻器的优缺点

缺点：

Ø 忆阻器工作不稳定，故障率高；

Ø 频繁的读写操作引起阻值漂移；

Ø 多层忆阻器神经网络数据吞吐量

快速衰减、后一层的忆阻器阵列

经常出现闲置状态。

Ø 针对上述问题，在目前的研究已

得到改善。



Ø 目前的人工智能在感知上有一定的突破，但在认知方面还差很远。

Ø 人类大脑基于遗传进化具有先天优势，出生至三岁左右基于大量的数据学习；而
知识的学习需要记忆能力（长期记忆），这是目前神经网络并没有解决的问题。

Ø 目前神经网络中的BP算法学习方式，跟大脑的学习方法完全不同；大脑中的“软”
体现在结构上。

类脑计算的思考

功能 动物智能 人工智能1.0

感知与注意

感觉器官分别率有限；
语义级别的物体识别；
根据任务动态筛选信息；
不受光照、天气的影响

依赖多种高精度传感器；
底层特征的匹配；
信息处理模式单一；
抗干扰能力差；

学习与记忆

在线自组织学习；
能应对新场景；
能记忆大规模复杂环境；

需要较多的教师信号；
不能举一反三，泛化能力
差；
性能随规模增大下降；

行为与决策
主动探索；
群体智能的涌现

预编程；
简单的交互协同



Ø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许需要学习人类

大脑的工作方式，才能取得突破，

但这条路非常漫长，是多学科相向

而行的艰难过程。

Ø 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要保存一颗敬畏

之心；图灵计算至今未被超越，这

个模型是在附录中证明可计算的数

被提出的，而论文的主旨是证明不

可被计算的数。

类脑计算的思考



学期计划

1. 基于远程心电去噪，用深度学习的方法，从流式大数

据、计算结构方向继续下一步研究；

2. 开题；

3. 文献阅读&文章写作；

4. 完成课程；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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