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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在过去 50 年中，人工义肢

的研发几乎止步不前，虽然它们的外观和结

构有所改善，但在基本功能和控制方面的进

展乏善可陈。不过，《科学转化医学》杂志近

日发表了两项重要成果：用逼真的触觉反馈

引 导 假 肢 ，用 肌 内 电 极 发 送 可 靠 的 运 动 指

令。这使得目前义肢存在的巨大局限性有了

显著突破。

据《自然》杂志网络版近日报道，在第一项

研究中，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神经工程师达斯

汀·泰勒的研究团队给两位受试人员的指尖套

上压力传感器，传感器的信号可以转化成不同

电刺激模式，以模仿健康人的正常感受，比如

轻拍、持续压力或者轻抚触摸等。泰勒要求受

试人员摘除樱桃的梗，并进行了对比实验。如

果没有这套设备带来的触感，两位参与者只能

去掉 77％的樱桃梗；但有了触觉反馈，他们的

成功率飙升至 100％。

不过，要让神经与传感刺激器连接，必须

在受试人员上臂植入电极，连接线也必须穿透

皮肤，这极易造成皮肤感染或电极损坏。两位

参与者已经小心翼翼地让植入电极保持了大

约两年时间。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南加州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师杰拉尔德·勒布说。但他认为，泰勒

目前的设计“长期临床使用的话，可能太危险

了。”对此，泰勒正在研究如何缩小刺激器的尺

寸，使其有一天能完全植入皮下。

在另一项研究中，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师马克斯·奥尔蒂斯·加泰罗

尼亚的团队改进了人造义肢发送运动命令的

方式。

传统义肢系统通过外置电极记录肌肉活

动来破译佩戴者的行动意图。该方法是非侵

入性的，但肌肉和传感器之间的皮肤和组织

层会扭曲信号，影响义肢的控制性。为了直

接获取肌肉的信号，加泰罗尼亚采用了新设

计，利用钛螺丝将义肢直接与骨头相连，将记

录电极直接植入肌肉中。与以往插入式的设

计相比，这个义肢系统的稳定性更好，运动范

围也更大。

肌内电极此前仅进行过动物研究和短期

的人体试验。而加泰罗尼亚的新义肢从 2013

年 1 月起，便由一位名叫马格努斯的货车司机

在使用。“感觉就像一个真正的手臂。”马格努

斯说，他以前的义肢依靠皮肤传感器，不但难

以控制，冬天还经常不听使唤；而移动新义肢

只需用上以前五分之一的力气。

除了肌内电极，研究人员还在佩戴义肢者

残臂的一根神经周围置入了一个电极，希望有

一天能将其用于感觉反馈，就像泰勒的研究小

组所做的那样。

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凯文·奥托

评价说：“这两项研究是义肢领域正在大步前

进的例证。” （陈丹）

人工义肢研究有了显著突破

触觉反馈和肌内电极让义肢更真实

科技日报讯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近

日对第二颗超级类地行星——位于狮子座的

HD 97658b 展开了大气层研究。他们使用哈

勃望远镜来测量当该行星在其母恒星前穿过

时，一定红外波段内的光衰减，从而监测行星

大气层水蒸气引起的微小变化。最新一期的

美国《天体物理学报》报道了这一研究。

人类研究的第一颗超级类地行星是蛇

夫座的 GJ 1214b。该行星自 2009 年被发现

以来，就一直是哈勃望远镜的关注焦点。但

是，科学家的两次观测研究，都没有在其大

气层中发现化学成分。很明显，高空云盖产

生了干扰。

“想想这些超级类地行星，的确很有意思，

因为它们可能有多种不同组成，了解这些组成

有助于我们分析行星的形成。”加州理工学院

天体学助理教授纳特森说。

纳特森和她的学生们利用哈勃望远镜、史

匹哲太空望远镜等设备来更全面地了解遥远

的世界。例如，当行星在其恒星面前穿过时，

他们便分析被这颗行星大气层过滤后的星光，

从而探究其大气组成。由于大气层中的不同

种类分子吸收特定波长的光，所以，通过在许

多不同波段上观测行星及其大气层，就能确定

其现有的化学组成。

太阳系并没有超级类地行星样本。2009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了开普勒飞

船。目前，该飞船识别出了超过 4000 颗太阳

系外行星。观测结果表明，小行星比体积大的

行星更常见。最常见的行星体积比地球稍大，

比海王星稍小，也即所谓的超级类地行星。

在已知数以百计的超级类地行星中，只有

足够近且围绕足够亮的恒星运转的行星，才能

被天文学家用天文望远镜进行研究。但这样

的行星极少。

纳特森表示，未来仅剩一颗已知的超级类

地行星可供人们用现有望远镜进行大气层观

测研究。但是新的调查计划，例如 NASA对开

普勒 K2 的延长计划和预计于 2017 年发射的

凌日系外行星勘测人造卫星（TESS），都可能

找到更多新的超级类地行星样本。 （毛宇）

美对第二颗超级类地行星展开大气层研究

2012年，荷兰一家非营利组织提出了“火

星 一 号（Mars One）”移 民 计 划 ，宣 布 要 在

2025 年以前在火星上修建第一个人类居住

地。这一任务最初会将四名宇航员送到火

星，在那里他们会度过余生，以修建第一个永

久的人类居住点。

多么自信也多么冒险的想象——尤其

是，“火星一号”竟宣称整个计划将使用现有

技术来完成。该计划的官方网站声称，这将

是“人类社会的下一次巨大飞跃”。

但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说，

这个项目可能要稍微推迟一下了，至少要审

慎地考虑技术的可行性。他们发明了一个细

致完善的居住地分析工具来评估“火星一号”

任务的可实现程度，结果发现，要让人类在火

星上活下去，还需要一些新技术的诞生。

在本月于东京召开的国际太空航行学年

会上，麻省理工技术学院的航空航天工程系

统学教授奥利弗·德维克代表研究团队，展示

了他们的分析结果。

“我们不是说‘火星一号’不可行，这并不

是非黑即白的结论。”德维克说，“但是我们认

为，在现有技术集成下，并不可行。我们提出

了更急迫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开发的技术，

进而让这个计划沿着更可行的轨道推进。”

模拟火星生存所需，不乐观

研究组用系统论方法来分析“火星一号”

任务，首先评估了任务“建筑”的众多基本面，

比如说它的居住条件、生命支撑系统、备用件

需求以及运输逻辑，接下来还要深入考察每

个成本对整体系统工程的贡献度。

研究人员悉尼·杜模拟了火星移民的一

天，来说明居住所需要的条件。基于国际空

间站宇航员的典型工作日程、活动水平和新

陈代谢率，悉尼·杜估算出一个火星移民可能

每天需要消耗大约 3040 卡路里热量，才能保

持生存和健康。

然后，他计算出能提供合理平衡饮食所

需五谷杂粮的量，包括豆类、生菜、花生、土豆

和大米。

悉尼·杜计算出提供上述食品度过很长

的时间可能需要大约 200 平方米的种植土

壤，而“火星一号”计划只估计出了 50 平方

米，按照项目的计划，如果这些五谷杂粮在移

民居住点里种植，还会产生不安全的氧气含

量，超过防火安全临界值，这要求持续生产氮

气来降低氧气水平。时间一长，会导致氮气

罐消耗殆尽，从而让居民点因自然泄漏面临

缺乏气体补偿的处境。

当居住地点内部的空气持续泄漏，总体的

大气压力会下降，最终导致在 68 天内第一批

居民窒息而死，这可不是个乐观的居住环境。

可能的解决方案，应该发展至少两种技

术，一种是能消除多余氧气的技术，另一种是

隔绝出单独温室种植谷物的技术。令人惊讶

的是，最便宜的选择，竟是从地球家园运输所

有食物。

备用件不能“火星制造”，不乐观

研究组还进行了一个针对备用器件供应

的综合分析——每次需要运送多少备用件到

火星居住，才能保证居住点的正常运行？

他们发现，随着居住地的扩张，备用件将

迅速占据未来运输工具的大部分空间，有可

能占到有效载荷的 62％。

“还是拿种植食物来说，在火星上，你需

要光照系统和给水系统，拿光照举例，我们发

现从始至终，都需要 875 个 LED 系统，所以需

要提供备用件，结果让初始运输载重负担更

加沉重。”

这些自始至终都需要的备用件，将持续

影响飞往火星计划的费用。研究人员欧文斯

估算了备用件的提供问题，他的分析，是基于

NASA 为国际空间站提供备用件的可靠数据

计算得出的。

“国际空间站的基本思路是，如果有什么

东西坏掉了，你可以给地球家里打电话，然后

很快会弄一个新的上来。”欧文斯说，“如果在

火星上，你想要这一个备用件，你得在每隔 26

个月一次的发射窗口期发射出来，然后再等

上 180 天的飞行才能拿到手。如果能在当地

制造备用件，可能会省很多事儿。”

欧文斯指出，3D 打印技术可以让移民在

火星上制造备用件。但是这个技术还没有发

展得足够高级，还不能重复制作精确尺寸和

拥有足够功能的太空备用件。

麻省理工学院分析指出，3D 打印机技术

还需要跨越式发展，或者全部火星居民点基

础设施什么全部需要重新设计，以便用现有

的技术打印全部零部件。

这个分析让“火星一号”计划看起来令人

气馁。

评估项目总体花费，不乐观

研究人员说，他们开发的居住条件分析

工具能帮助决定多数设想的可行性。比如，

他们还计算出了，运送第一批四人组和后续

成员所需要的火箭数目，以及相对于单程火

星之旅，移民成员定时替换的方案总体花费

会更多吗？等等。

根据“火星一号”计划，在正式运送第一

批宇航员到达那里之前，可能需要 6 枚猎鹰

重型火箭来运送初始补养。

但麻省理工学院发现这个数字有点“过于

乐观”了：最开始至少有 15枚重型火箭才能完

成初次补给任务。仅这一项运输花费，与宇航

员的运送一起，就达到了 45亿美元，而这项开

支必将随着其他成员和补给的增加而飙升。

且上述估计并不包含开发和购买相关设

备的费用。比如，在地球上司空见惯的煮水工

具。火星探测器凤凰号探测车在 2008年发现

了一些证据，推测火星表面存在冰，这意味着，

未来的移民可能要靠融化冰来制作饮用水，这

也是“火星一号”计划的另一个目标。但是根

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分析，现有在地球上煮水的

技术设计还不能在太空中直接使用。

德维克说，在火星上建设一个人类居住地

的展望的确激动人心，为了让这个愿景能脚踏

实地，也确实还需要很多技术的创新，尤其要

借助严格的“系统论”方法进行反复论证。

NASA 技术战略主管崔西·吉尔说，这个

工具对于评估其他到达火星的计划同样适

用。他说：“这个工具对任务设计者很有用，

能帮助他们用更好的分析结果，支撑更大型

的任务框架。”

火星上建房子，靠不靠谱？
——美专家认为“火星一号”计划不容乐观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讯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干眼症患

者，唯一缓解痛苦的办法是使用掺杂药物的眼

药水，一天滴眼睛三次。现在，加拿大滑铁卢

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个含纳米粒子的外

用溶液，一次使用可解决一周的干眼症状。该

研究结果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纳米研究》上。

干眼症是一种在 50 岁以上的人中比较常

见的疾病，最终可能会导致眼睛损伤，在美国

超过 6%的人罹患此病。目前，由于眼睛的自

我净化能力会冲刷掉 95％的药物，患者必须经

常一天滴三次眼药水。

新的眼药水可以经过五天的时间，逐步实

现将注入药物的纳米粒子适量递送到眼球表

面，并黏附其上，让眼睛吸收。每周一次的剂

量取代了以往 15 次或更多次滴药水治疗干眼

症，同时减轻了那种治疗给眼球所带来的疼痛

和刺激。

纳米粒子约为人头发宽度的千分之一，对

于人的眼球表面无害，其所含的药物剂量只是

通常所需药物的 5%。

该化学工程和隐形眼镜研究团队的带头

人、这所大学工程学院博士生桑迪·刘说：“这

些纳米粒子的眼药水与水几乎没有区别，其对

眼睛没有刺激。”

他说：“如果我们锁定注入生物相容性的

纳米粒子与环孢霉素 A 在眼药水中，可使药物

无刺激地附着在眼球上更长时间，这将节省患

者的时间，也减少了其过度使用眼药水。”

目前该研究小组的重点是准备将纳米粒

子眼药水进行临床试验，希望这种纳米粒子疗

法的药物可以在 5年内上各大药店的货架。

（华凌）

注药纳米粒子可有效治疗干眼症

新华社休斯敦 10月 15日电 （记者张永
兴）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家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

在护理埃博拉病患的过程中感染病毒，引起多

方关注。一个医护人员组织 15日发表声明，引

述医院内部人士的话说，在收治病患过程中，

医院缺乏合适防护装备，并且操作程序不明确

也不充分。

美国“全国护士联合会”在声明中说，他们

从这家医院多名护士口中获知的情况令人担

忧。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卫生防护设备不足以

应对高传染性的埃博拉病毒。比如，穿上防护

服后，医护人员的颈部仍然暴露在外，医院的

一些护士提出这个问题后，当局只是让他们用

医用胶带缠绕颈部。另外，护理人员就如何应

对埃博拉病毒方面的培训也严重不足。

对病患的收治程序也非常混乱。美国本

土发现的首名埃博拉患者邓肯曾在这家医院

接受治疗。“全国护士联合会”引述一些护士的

话说，邓肯刚入院接受检查的时候，曾被放在

急救室的非隔离区长达数个小时。一名护理

主管曾向医院反映这个问题，医院管理层并没

有及时作出反应。

护理人员反映的问题还包括，在治疗邓肯

的过程中，一些高传染风险的医疗垃圾即便堆

积如山，也没有人去处理。

“全国护士联合会”没有透露他们与哪几

位护士交流过，但这个组织的联席主席伯格

说，护士们都非常担心医院的状况可能会让他

们和病人感染病毒。

这一声明发表后，医院并没有就具体的指

责作出回应，院方一位发言人只是说，医院的

工作重心是确保病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相继有护理人员在本土感染埃博拉后，美

国已开始实施相关的措施加强防护。美国疾

控中心 14日宣布建立埃博拉快速反应小组，一

旦美国再出现埃博拉患者，这个小组将迅速到

现场提供各个环节的指导；同时，要求医护人

员在培训和工作中，全部采用标准化防护设

备，所有人员上岗前要先接受培训学会使用防

护设备等。

美医院应对埃博拉不力遭指责

10月1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布鲁塞尔交通大臣帕斯卡尔·斯梅在试驾比亚迪e6型纯电动出租车。当天，比亚迪纯电动出租
车布鲁塞尔投入运营仪式在这里举行。35辆比亚迪e6型纯电动出租车自两个月前开始在布鲁塞尔投入运营，目前市场反映良好，受到各
方欢迎。 新华社记者 龚兵摄

两名宇航员太空行走
更换国际空间站稳压器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5 日电
（记者林小春）两名美国宇航员 15 日

走出国际空间站，更换了一个出现故

障的稳压器，让空间站的电力系统在

时隔 5个月后再次恢复“满血”工作状

态。这也是空间站宇航员本月以来

的第二次太空行走。

此次太空行走任务持续 6小时 34

分钟，美国宇航员里德·怀斯曼和巴

里·威尔莫尔完成预定的所有工作。

在完成任务返回舱内后，怀斯曼在社

交网站推特上写道“漫长但有收获的

一天”。

两人最主要的任务是更换一个

手提箱大小的稳压器，这个稳压器负

责调节空间站太阳能电池板电力，但

在今年 5 月损坏，此后空间站 8 个电

源通道便剩下 7个能正常工作。为避

免在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电力时工作，

他们在空间站进入地球阴影区后开

始行动，拧松和固定螺栓时均遇到一

点小麻烦，但还是在阳光再次照射到

空间站前几分钟完成任务。

剩下的便是一些零碎工作，包括

调整一些摄像头的位置，为未来空间

站停泊美国商业载人飞船打基础。

为何大龄妈妈后代
更易患线粒体疾病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4日电 （记

者林小春）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怀

孕时母亲年龄越大，其后代的线粒体

DNA（脱氧核糖核酸）突变率越高。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龄母亲生育的

孩子更容易出现线粒体疾病。

线 粒 体 是 细 胞 生 产 能 量 的“ 工

厂”，拥有自己的一套 DNA。已知有

200 多种疾病由线粒体 DNA 的突变

引起，受这些突变影响的主要是需要

大量能量的器官，包括心脏、骨骼肌

和大脑。糖尿病、癌症、帕金森氏症

和 早 老 性 痴 呆 症 也 与 这 些 突 变 有

关。线粒体疾病目前没有治愈方法。

为了解孩子线粒体 DNA 突变和

母亲年龄的关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立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 39 对健康母

子的血液和脸部细胞样本。这些母

亲的年龄介于 25 岁至 59 岁之间。孩

子的线粒体 DNA 只从母亲遗传，因

此无需研究父亲的线粒体 DNA。

DNA 测序表明，年龄越大的母

亲，自身细胞的线粒体 DNA 突变越

多。这一发现并不让人意外，因为细

胞随着年龄增长持续分裂，突变基因

会增多。真正让研究人员意外的是，

做母亲时的年龄越大，其后代体内的

线粒体 DNA突变也越多。

研究人员说，他们的发现对于准

备孕育下一代的夫妇将很有帮助，可

帮助预测线粒体疾病遗传给下一代

的风险。该研究结果发表在新一期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瑞典山高刀具
大中华区总经理换将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6日电 （记

者王小龙）山高刀具今天在京举行媒

体见面会，山高大中华区新一任董事

总经理博·乌德森正式亮相。

乌德森表示，山高大中华区的目

标是在 2018 年实现 12 亿瑞典克朗的

销售额。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山高将

在四个方面重点发力：优化产业生态

环境，不断加强与合作伙伴、经销商

的合作；积极拥抱移动互联，让客户

能更便捷地了解山高的产品，获得最

适合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山高在线商

店下单；优化培训，为客户和经销商

提供国际前沿的切削技术培训；投资

员工，进一步扩招员工的同时，采取

有效手段全面强化现有员工的技能。

乌德森说：“要实现这一目标，不

能单纯地只注重产品，而是要理解整

个加工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为客户提

供包括产品、工艺和服务在内的解决

方案。”他同时强调，竞争的核心还是

“人”的因素，山高因此制定了亚太区

的“百人”计划，通过人才引入，强化

竞争优势。

瑞典山高刀具公司是全球四大

硬质合金刀具制造商之一，主要产

品包括铣刀、车刀、螺纹刀、钻头、铰

刀、镗刀和刀柄系统等。乌德森自

1987 年加入山高刀具以来，曾担任

过销售、技术经理、市场经理和山高

丹麦董事总经理，今年 8 月 1 日起接

替蒋文德担任山高大中华区董事总

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