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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 22日电 （记者刘霞）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科学家研制出

了一台名为“情商无线电（EQ-Radio）”的设备，即便人

戴着面具，竭力隐藏自己的情绪，它也能通过测量无线

电波洞察人的真实情绪。

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 20 日报道，这一设备会向

测 试 对 象 释 放 无 线 射 频 波 ，并 捕 获 反 射 回 来 的 信

号，以此测量他的呼吸模式和心率。获得的数据会

通 过 一 个 算 法 让 不 同 的 情 绪 信 号 与 物 理 因 素 相 匹

配，并将人的情绪归类为四种状态：悲伤、生气、高

兴和喜悦。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 12 名参与者坐到距离该设

备约一米远的地方，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回忆一段让他

们感受到某种情绪的私人经历，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地

面实况（ground truth）”或一种能通过机器检测识别的

情绪。

接着，“情商无线电”设备使用两种方法中的一

种来预测参与者的情绪：要么使用本人的“地面实

况”作为标准进行后续预测；要么使用其他 11 名参

与 者 报 告 的 情 绪 作 为 标 准 。 每 位 参 与 者 回 忆 能 诱

发 上 述 四 种 情 绪 的 不 同 经 历 ，每 种 情 绪 持 续 2 分

钟，该设备会测量心率和呼吸频率，从而预测参与

者的情绪。

结 果 表 明 ，这 一 设 备 的 预 测 能 力 极 其 精 准 ，尤

其是当它基于本人的情绪标准进行预测时，准确率

达 到 87%；基 于 其 他 人 的 情 绪 标 准 预 测 时 ，准 确 率

为 72%。

研究人员还发现，心率而非呼吸频率是一个人情

绪状态最大的“指示灯”。毕竟，人们能屏住呼吸，但心

跳很难控制。

研究人员强调称，“情商无线电”设备的预测结果

可与心电图相媲美，后者通过置于用户身上的电极获

取的电信号来识别情绪，但使用新设备，不需要将电极

放在身体上就可以准确洞察情绪。

新设备通过无线电波洞察人的情绪
预 测 结 果 可 与 心 电 图 相 媲 美

科技日报北京9月 22日电 （记者聂翠蓉）继 2013

年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也有四螺旋结构后，英国

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再次识别出人体细胞中这些四螺旋

DNA结构在基因组内的具体位点，并证明这种 DNA结

构将在开发新型靶向性癌症疗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

大学官网近日公布了这一刊登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的研究成果。

2013 年，剑桥大学化学系教授尚卡·巴拉苏布拉曼

尼带领的研究团队发现，细胞中还有四链螺旋的 DNA

结构，这些结构主要存在于 DNA 中富含鸟嘌呤（G）的

部分，因此也叫“G-四联体”。但当时还不清楚 G-四联

体在基因组中的具体位置和功能，只是猜测它可能与某

些癌症基因存在关联。

现在，巴拉苏布拉曼尼团队发现，G-四联体存在于

调控基因特别是癌症基因的DNA区域内，这表明它们扮

演着基因开关的角色。为了观察到G-四联体的位点，研

究人员利用小分子改变了癌变前细胞的状态，在与基因

开关有关的DNA区域特别是与癌症有关的基因中，发现

了近 1000 个 G-四联体。巴拉苏布拉曼尼说：“这表明

G-四联体跟小化学修饰分子一样可作为基因标记物，影

响着 DNA序列并控制着基因的开关。”新发现揭晓了癌

细胞对小分子更加敏感的原因：癌前细胞和癌细胞内G-

四联体结构更多，这样小分子作用的靶点更多。

研究人员还发现，调控细胞命运和功能的转录蛋白

中存在 G-四联体，这表明四螺旋结构能帮助调控基因

组内遗传信息的编码和解码方式，进一步了解信息编译

过程。

投资该研究的英国癌症研究中心主管艾玛·史密斯

表示，这些研究能帮助科学家们开发出治疗多种疾病的

新疗法，而且充分利用癌细胞弱点的疗法，会对健康细

胞损害更小，从而降低副作用。

DNA四螺旋结构富集在基因开关区确认
或能研发靶向性癌症新疗法

科技日报北京9月 22日
电（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
通讯》杂志 20 日发表了一篇

有关基因组测序的遗传学最

新研究成果。该研究在缓步

动物水熊虫体内发现一种基

因，其蛋白质能够抵抗人类培

养 细 胞 内 的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损伤。这表明缓步动

物特有的蛋白质将有助于细

胞抵抗 DNA损伤。

水熊虫是地球上已知生

命力最强的生物，因能在真空

中存活而名声大噪。这种小

型水生动物学名为缓步动物，

可以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条件

下在极端压力环境（包括真

空）中生存，或者冰冻 30 多年

也能成功复苏。不过，此前人

们并不了解它是如何做到的。

缓步动物的奇特能力促

使研究人员对其基因组展开

调查。第一次基因组测序结

果显示，在缓步动物演化过程

中，通过水平基因转移（不同

物种基因组之间的 DNA 转

移），从其他物种中获得了大

量基因。但是，缓步动物能承

受极端环境压力的根源，仍是

一个未解之谜。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人员国

枝武及同事，此次揭示了以耐

高压环境著称的水熊虫的高质

量基因组，他们并未发现大规

模水平基因转移的证据，但是

与苍蝇和蠕虫相比，负责耐受高压环境的基因数量较多。

此外，他们发现了一种与DNA结合并且有助于保护培养

的人类细胞不受X射线辐射影响的蛋白质。通过详细对

比缓步动物基因和其他物种基因，论文作者发现，这种保

护性蛋白质指定遗传密码的基因，为缓步动物所特有。

这些研究结果不支持耐受性源自水平基因转移的观

点。虽然目前仍不清楚缓步动物独特的适应性如何在分

子级别或有机体级别发挥作用，但是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缓步动物已经演化形成对抗压力条件的独门“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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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歌等高科技企业的焦急等待中，在福特等汽

车厂商的千呼万唤后，美国政府终于在 19日公布了一

份自动驾驶汽车新规。这份由交通部和国家公路交

通安全管理局（NHTSA）联合推出的《联邦自动驾驶

汽车政策指南》，在安全要求、监管手段等多方面设置

规定，为美国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等到心痛，新规出台真不易

近几年，自动驾驶汽车发展迅猛，高科技企业如

谷歌、优步等的加盟，老牌汽车生产厂商如福特、宝

马的投入，让人们对自动驾驶汽车充满期待。而作

为汽车王国，美国政府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态度令人

关注，被视为自动驾驶汽车能否尽快投入商业化运

营的关键。

今年 3 月，NHTSA 发表公开信，承认谷歌自动驾

驶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驾驶员”身份，给业界打了一

针兴奋剂。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着美国政府关于自动

驾驶汽车规定的早日出台，相信自动驾驶汽车不久将

走进百姓生活。

而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撞车致人死亡事件的曝

光，则如一瓢冷水，浇醒了大众，引发了公众对自动驾

驶汽车安全性的忧虑。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安全，众说

纷纭。在美国，各州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态度不尽相

同：有些州积极参与，鼓励开展相关研发测试；有些州

消极应对，对自动驾驶汽车态度严苛；还有些州作壁

上观，观望态度明显。联邦政府啥时候给个话儿，众

多高科技企业和汽车制造商都翘首以盼。

如何在汽车制造公司的商业利益和大众的安全

关切之间寻求平衡，是美国联邦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出台政策新规的目的所在。时至今日，政府终于

认识到自动驾驶技术已不可阻挡，一系列安全改进措

施也在逐步实现，推出相关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四项内容，安全评估占先机

新出台的《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指南》适用于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EA）自动驾驶分级体系的 3 至

5 级汽车。SEA 根据汽车的自动驾驶能力，将汽车分

为 0 至 5 级共 6 个等级，3 级汽车能提供有限的自动驾

驶功能，驾驶员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不干预汽车驾驶。

政策指南主要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性能指导、各州

相关政策统一化战略、NHTSA 现行管理手段、未来监

管措施创新四部分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对自

动驾驶汽车性能的指导意见，其核心是要求汽车制造

厂商对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

指南要求汽车制造商提供 15项安全评估文件，涉

及自动驾驶汽车设计、开发、测试和部署的各个方面，

如自动系统如何探测道路上的对象，如何向司机传递

信息，怎么确保网络安全措施到位，运用什么测试和

验证方式来开发系统，涉及伦理问题该如何考量，对

使用者要进行怎样的教育培训等。

驾驶汽车，安全永远要摆在第一位。2015 年，美

国有 35092 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而这些事故中，94%

的事故与司机的选择或失误有关。新技术要让汽车

更安全，这是新规出台的最重要目的。“如果自动驾驶

汽车不安全，那么我们有权将它们驱离马路。”美国总

统奥巴马 19日发表讲话时这样说。

指明方向，细节仍需再努力

《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指南》公布后，获得了

产 业 界 的 广 泛 欢 迎 。 福 特 公 司 在 一 篇 声 明 中 称 ：

“指南有助于建立推动自动驾驶汽车安全上路的全

国性监管架构，福特期待与各州合作共同完成这一

目标。”谷歌、优步等公司也表达了对新政的欢迎，

称其有助于保持美国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世界

领导地位。

新政对美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但并不意味着已尽善尽美。有人质疑指南强调了

联邦政府对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技术标准的管理权，但

可能会弱化各州的相关法律；也有人对其可能造成政

府监管过度表示担忧。而交通部和 NHTSA 也意识到

指南有不完善之处，并明确指出，在今后一段时间，政

府将与各方进行沟通，使多方面内容再细化、合理化，

并可能在一年时间内进行版本更新。

（科技日报华盛顿9月21日电）

美自动驾驶汽车发展迎来新契机
——《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指南》在美出台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海英

据新华社伦敦9月21日电 （记者梁希之）英国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1 日公布了 2016－17 年世界

大学排行榜，英国牛津大学取代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名列榜首，结束了美国大学连续 12 年垄断榜首的历

史。中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入前五十名。

排名显示，前八名的大学均来自英美两国，前三

位依次是牛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美国大学继续占据优势，前 10名中占 7席，前 20名中

占 16席。

在这份榜单上的世界 980 所大学中包括亚洲的

290 所大学，其中有 19 所亚洲大学进入前 200 名，比

去年增加了 4 所。亚洲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世界上排名第 24位。

中国内地共有 52所大学进入排行榜，其中 14所

为首次上榜，4 所大学进入前 200 名。和去年相比，

北京大学排名从第 42位跃升到第 29位，清华大学从

第 47 位上升至第 39 位。中国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

分别名列第 153位和第 155位。进入前 400名的内地

高校还有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

此外，中国港台地区共有 6 所大学进入世界 200

强，其中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进入前 50名，分别

排名第 43位和第 49位。另外，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

76 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 119 位，香港理工大学排

名第 192位，台湾大学排名第 195位。

英牛津大学问鼎最新世界大学排行榜

科技日报东京9月 22日电 （记者陈超）东京大

学 20日公布，由于有人匿名举报，东京大学科学研究

行动规范委员会将对涉嫌造假的 6个研究室的 22篇

论文进行正式调查。

据称，8 月 17 日和 9 月 1 日，东京大学两次接到

举报，称该校医学系和生命科学系 6个研究室的研究

人员涉嫌不正当行为，他们于 2003 年至 2016 年在

《自然》等杂志发表的 22篇研究论文有捏造和篡改嫌

疑，在论文图表和数据上存在加工痕迹。

东京大学此前已经进行初步调查，为弄清举报真

伪，决定启动正式调查。东京大学强调，进行正式调查并

不意味着认定被举报者的造假行为。科学研究行动规范

委员会将在150天内判断是否造假并公布调查结果。

近年来，日本学术造假事件多发。2013年，东京

大学教授加藤茂明等人发表的 40多篇论文被查出造

假；2014年，曾任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小保方

晴子被发现其 STAP 细胞论文存在“捏造”和“篡改”

实验数据的问题。

东京大学正式调查22篇涉嫌造假论文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 21日电 （记者倪红梅 顾
震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 21 日在

联合国总部举行并通过政治宣言，各国承诺在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级层面开展工作，应对这一危及全球

卫生、食品安全及发展的严峻挑战。

与抗生素耐药性相比，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

含义更为广泛，包括细菌、寄生虫、病毒及真菌对相

应药物的耐药性。

这是继艾滋病、非传染性疾病、埃博拉出血热之

后，联合国大会第四次召开高级别会议讨论公共卫

生问题。会上通过的宣言说，各国承诺采用广泛、协

调一致的方法在多个部门，特别是卫生、动物卫生和

农业部门从根本上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各国重申将根据去年 5 月在世界卫生大会通过

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制定各自的

国家行动计划，加强对抗微生物药物的监管，增强公

众认知，促进创新，使用替代品、新诊断技术和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给人类健康、发展和安全造成根本性威胁，

宣言中的承诺必须立即转化为人类卫生、动物卫生

和环境卫生等相关部门的行动。

宣言还促请世卫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就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确定一个全球发

展和管理框架，并设立一个特设机构间协调小组。

各国将共同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问题

欧盟委员会前副主席薇薇安·瑞丁女士在9月22日召开的第十届“亚欧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希望建立开放的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
贸易和投资。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GDP将再翻一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世界经济方面的权重将不断加大，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是向好的。

本报记者 李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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