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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6月3日电（记者王小龙）在人造肾

脏、肝脏、心脏先后获得成功后，科学家们再次向人工

生物肢体发起冲击并取得了突破。日前，美国麻省总

医院（MGH）研究人员描述了一种构建人工生物肢体

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成功培育出一个具有血管和肌

肉组织的大鼠前肢。此外，他们还提供证据表明，同样

的方法也适用于培育灵长类动物的肢体。此次研究可

被看作是人类向人工生物肢体再造和移植迈出的第一

步。相关论文发表在《生物材料》杂志网站上。

领导此项研究的麻省总医院再生医学专家哈拉尔

德·奥特说，这样的肢体包括肌肉、骨骼、软骨、血管、肌

腱、韧带和神经，它们每一个都必须重建，这个过程需

要一种特殊的支架。研究表明，他们能够借助这种支

撑结构，培育出新的组织并恢复其中的血液循环和肌

肉运动。

在美国，有 150 万人因疾病或事故失去肢体，虽

然假肢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在功能和外观上仍然有

很多不足之处。在过去的 20 年中，有一些患者选择

了供体手部移植，这样虽然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但却面临终身接受抗免疫治疗的风险。而新

技术所需细胞可以由患者自身细胞培养，借助特殊

的基质支架就能生长出适当的组织，免去出现排异

反应的危险。

新研究采用了一种脱细胞技术。首先通过一种

特殊的溶解剂去除器官或肢体中的脂类、DNA、可溶

性蛋白质、糖和几乎所有其他细胞物质，最后仅留下

一个胶原蛋白、层粘连蛋白及其他结构蛋白构成的支

架结构。之后，再通过干细胞技术向这些框架结构中

填充所需的细胞。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后，这些细胞

和框架就能生长成所需的器官或者肢体。在此之前，

研究人员已经用这种技术成功培育出人工肾脏、肝

脏、心脏以及肺。但用来培育人工生物肢体，这还是

第一次。

在新的实验中，移植到受体动物身上的生物工程

前肢的血管系统，在手术后迅速充满了血并成功实现

了循环。奥特和他的团队对这种人工肢体的功能进行

了测试，结果表明其肌肉纤维在电刺激下可实现收缩，

并具有一定的强度。使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人员在狒

狒前臂上也实现了脱细胞化的过程，这表明这种方法

在像人类这样的尺度上也是可行的。

奥特称，尽管让再生肢体的神经融入受移植者的

神经系统是需要面对的下一个挑战，但借助此前断肢

再植手术经验，该技术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左图 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培育出的大鼠前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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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日，费尔蒙酒店集团宣布在加拿大多个城市设立 16个“蜜蜂酒店”，专门用于蜜蜂繁殖。“蜜蜂酒
店”能吸引目前正不断减少的独居授粉蜂种到城市环境下产卵繁殖，这不仅能增加授粉机会，还有助于城市
环境绿化。 新华社发（梁森摄）

科技日报北京 6 月 3 日电
（记者刘园园）雄性飞蛾在寻偶过

程中,用空气中的信息素——气

味——为自己导航，找到几百米

以外的“她”。其中涉及两个步

骤：找到信息素，然后逆风飞行。

理解这些昆虫行为对无人机研究

有用处吗？近日，美国加州大学

昆虫学教授林·卡德的科研团队

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展示了这

些昆虫行为会帮助无人机快速找

到信息素，进而发现目标物。

该科研团队的模拟数据基于

对舞毒蛾行为习性的观察以及风

洞试验。在模拟环境中，他们设

定 了 自 然 的 风 向 和 纤 细 的 信 息

素，并让 100多个虚拟飞蛾同时在

一个没有边界的环境中各自寻找

气味——这在实地条件下是很难

直接观察并测量的。

模拟实验表明，那些被设定

去寻找信息素的无人机没有必要

对风向进行探 测 。“ 我 们 的 模 拟

表明，随机游动，也就是随机跟

着 风 向 前 进 并 偶 尔 调 整 方 向 是

发现信息素最快捷的方式，这也

很 可 能 就 是 雌 性 飞 蛾 寻 偶 的 路

径 。”林·卡 德 说 。 他 表示，这种

策略最容易找到信息素，而且这

一结论与之前他们对飞蛾的观察

结果相匹配。

之前曾有理论模型偏向于将

寻找信息素与飞行风向结合起来，如侧风飞行模式。该

研究证明，侧风飞行并不像预测的那样是最佳飞行方

式，而顺风则是最不容易成功的方式。

卡德表示，在模拟实验中，飞蛾一旦发现信息素，就

会沿逆风方向去寻找气味的来源。这一过程在飞行类

昆虫如飞蛾、苍蝇和蚊子中是很好理解的。但是，这些

昆虫如何发现信息素并找到最高效的搜寻策略，也就是

以最省力的方式飞行，还未得到深入研究。他认为，这

一研究结果或可以启发无人机研究：例如，搜索污染源

的无人机可以模拟昆虫在大自然中寻找信息素时采用

的路径搜索气味，并找到目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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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 月 3 日电 （记 者华凌）美 国 约

翰·霍 普 金 斯 大 学 医 学 院 一 项 新 研 究 发 现 ，现 代 生

活方式使人的体重增加，但骨骼却比我们的祖先明

显减轻。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农业的兴起，人

类 迁 移 活 动 减 少 ，而 不 是 城 市 化 、营 养 或 其 他 因

素。该研究结果刊登在近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上。

这项研究始于 2008 年。研究人员比较了过去 3.3

万年以来生活在欧洲的人的骨骼变化情况。他们使用

便携式 X 光机扫描这些骨骼，重点放在胫骨与股骨两

种腿骨及上臂骨肱骨上，比较这些骨头几何形状随时

间演变的情况，以了解人类骨骼变化的原因。研究显

示，从 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到 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

期，人类两种腿骨的强度持续下降，但与奔跑行走无关

的上臂骨强度则保持稳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农业

开始兴起，人类逐渐向定居的生活方式转变。但之后，

两种腿骨的强度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机械化和城市

化对骨强度的影响不明显。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解剖和进化功能教授

克里斯托弗·拉夫说：“有很多证据表明，早期人类有强

壮的骨骼，现代人多参加负重运动可防止骨质流失。

通过分析人类手臂和腿骨标本，我们发现欧洲人的骨

头越来越弱，这是由于他们适应了农业生产，并且采取

了更加静态的生活方式，而进入城市和其他因素的影

响并不大。”

拉夫指出，重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骨骼的强度

是有可能实现的，至少对于年轻人而言，如果他们在

某种程度上再现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比同

龄人增加更多的行走，他们的骨骼强度将得到一定

的提升。对专业运动员的研究表明，现代人类与旧

石器时代人类骨强度的差别就好像一般人跟职业网

球选手手臂强度的差别。这说明，运动可以增强骨

强度，但需要剧烈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还不足以产

生这种效果。

农业兴起导致现代人骨骼变轻

““蜜蜂酒店蜜蜂酒店””

据新华社莫斯科 6月 2日电 （记者岳连国）据

《俄罗斯报》2日报道，俄航天发射事故调查委员会发

布报告说，“进步－M27M”货运飞船发射失败与飞

船和运载火箭综合体存在的结构特殊性有关。

报道说，根据航天发射事故调查委员会发布的

报告，“进步－M27M”飞船在与“联盟－2.1a”运载

火箭第三级分离时发生故障并导致飞船损坏，原因

是飞船和运载火箭综合体结构特殊性在试验设计

过程中未能予以充分考虑。俄联邦航天署表示，未

来不会限制利用“联盟－2.1a”运载火箭发射其他航

天器。

“进步－M27M”货运飞船搭乘“联盟－2.1a”运载

火箭于 4月 28日上午从位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的

发射场升空。飞船原定于 6 小时后与国际空间站对

接。但升空后不久，俄地面飞行控制中心无法接收到

飞船传送的遥测信息，飞船发射失败，未能与空间站

对接。5月 8日，飞船脱离轨道，坠入太平洋中部地区

上空稠密大气层烧毁。

“进步”系列货运飞船从1972年开始向太空运送货

物，安全发射记录较为出色。此前，仅在2011年8月因

运载火箭第三级动力设备故障，一艘“进步”货运飞船升

空后爆炸。在2012年7月和2013年4月，两艘“进步”飞

船分别遇到自动对接系统技术故障和导航天线未展开

等困难，但最终均顺利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俄公布“进步”号飞船发射失败原因

据新华社巴黎6月2日电（记者张雪飞）在全球

拥有 14亿用户的美国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在法

国首都巴黎开设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2 日正式成

立。该实验室将致力于自动语音处理、机器学习、图

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研发。

巴黎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脸书公司继在美国门洛

帕克和纽约之后开设的第三个专攻人工智能技术的

研发中心，也是该公司在海外成立的首个人工智能

研究实验室。

脸书首席技术官迈克·施罗普弗向媒体表示，之

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这里是欧洲人工智能、计算机

视觉、机器学习领域顶尖人才最为密集的地方。

目前，脸书在巴黎的人工智能团队共有 6名研发

人员，计划在年底前扩大至 12人。按计划，该实验室

将总共召集 40 至 50 名专业人才，其中包括 20 至 25

名从事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或认知科学领域研发

工作的常驻研究员。此外，该实验室还将与法国国

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研

发项目。

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旨在为更多人

提供互联网连接的计划是脸书公司研发战略的三大

重点，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标是在未来 5 至

10 年，能够实现由机器完成某些需要“理性思维”的

任务。

脸书在巴黎设立人工智能实验室

新华社东京6月2日电（记者蓝建中）日本政府

2日举行“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本部”会议，通过了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要比 2013 年减少 26％的新目

标。不过，这个新目标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宣布的

目标明显要低得多。

虽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日本政府“制定了

在国际社会中毫不逊色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如

果对照作为《京都议定书》基准年的 1990 年，这个减

排目标仅相当于削减 18％。作为对比，欧盟提出了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 1990年削减 40％的目标。

2009 年，八国集团领导人曾经提出 2050 年发达

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应减少 80％以上。虽然日本政府

辩称新减排目标与此相匹配，但有环保团体认为这

种说法缺乏根据，是极不充分的。

新目标将在 7 月 2 日之前征集公众意见，于 7 月

中旬正式确定，并提交给联合国。在将于今年年末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日本也

将按照新目标参加框架协议谈判。

日本政府通过温室气体减排新目标

即将在今年 12月份举办巴黎气候大会的法国，日

前因下议院提交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法案再次引发关

注，法案中提出将砍掉法国一半的核能产量并增加可

再生资源比重至 40%。

核能在当今世界总能源结构中占 11%。核电站运

行期间，并不产生二氧化碳，这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

导致气候变化的“罪名”不会栽在核能的头上。核电

站能向工业和家庭夜以继日地提供大量电能，而太阳

能和风能则是间歇性地“劳作”。那么，核能的发展为

何总是受到来自国际社会、政府甚至本国民众掺杂了

感情色彩又少有科学依据的“蔑视”？最常见的疑惑

来自对处理过后仍无法完全消除的 3%核废料的管控

能力。目前的科学研究也不断试图解决这一难题。

电站核反应堆中能量的反应发生在原子核中，铀

235的一个原子（包含 92个质子和 143个中子）吸收了

一个中子后分裂成两个原子，产生大量的能量，这一

过程被称为核裂变。裂变过程持续消耗燃料，直到可

燃（裂变）原子量使用起来不再经济有效。然后，反应

堆关闭，三分之一的核心燃料将被移除并替换成新燃

料，剩下的三分之二燃料因为新燃料的加入得以优

化。被移除的使用过的燃料被称为乏燃料，具有高放

射性，且非常炙热，出于安全的原因，需要被冷却后隔

离到“安全”为止——一般而言需要几百万年。

将这些乏燃料作为废物丢弃很常见，就如同在三

明治咬上掉一小口，然后将剩余的大部分扔进垃圾

桶。一个典型的反应堆（1千瓦）能产生 70万户家庭所

需要的电力，但只产生 27吨的乏燃料；相比而言，一个

煤发电站要想满足同样的电力需求，则会产生 40万吨

的煤灰。

目前全世界的核电容量为 370 万千瓦，每年产生

的乏燃料 10000吨，截至 2014年 9月，总的乏燃料达到

27万吨，其中美国存储约 7万吨。

毫无疑问，核电大国正在试图回收核乏燃料以便

重新利用，另一些国家也已经开展了相关基础研究。

主要的乏燃料后处理厂集中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

印度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日本也有一个较大的工厂

已经完工但尚未启用。

乏燃料后处理的化学处理过程，主要是将使用过

的燃料溶于酸，然后有选择性地提取铀和钚元素用于

新燃料生产，留下不想要的元素。商业核电站差不多

都使用这种上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应用的 PUREX

方法进行处理。这种方法可回收 97%的乏燃料，大幅

度减少废物的体积。

全球处理商业燃料的能力为每年 4000吨，到目前

为止，已经有 9万吨的使用过的燃料进行过后处理，占

总的商用核反应堆使用燃料总量的 30%。

虽然如此，经过处理的材料仍不能彻底解决环境

难题。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人员，专注于处

理最后剩下的 3%核废料。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方法

将核废料隔离的时间缩短到 1000 年以内。虽然听起

来还是时间漫长，但相比几百万年还是缩短了很多。

没有处理能力的国家比如法国，会将使用过的核

燃料船运到有处理能力的国家。因为处理过程复杂、

花费昂贵。有分析人士称，或许这也是此次法国下议

院削减核能法案提出的重要原因。

虽然法案还需提交参议院继续讨论，但 308 票支

持、217票反对的态势，说明在核能比重问题上仍然存

在巨大讨论空间。作为核能占本国能源总量 70%的老

牌核电国家，法国的相关举动无论如何都带有风向标

的性质。

3%核废料，无法忽视的存在！
——法国削减核能法案再亮环保风向标

本报记者 房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