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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2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杂志 12 日发表了一项人工智能重要成果，描述

了一种集神经网络与计算机优点于一身的混合型学习

机器，既能像神经网络那样学习，又能像计算机那样处

理复杂数据。

传统计算机可以处理复杂的数据形式，但是需要手工

编程来执行这些任务。而人工神经网络（ANN）一直用来

模拟像人脑一样的学习能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ANN

就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它可以从信息角度对人

脑神经元网络进行抽象处理，建立某种简单模型，按不同

连接方式组成不同网络。但就现阶段而言，人工神经网络

仍然缺乏处理结构化数据所需的存储架构。

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谷歌“深度思维”公司，研究人

员艾利克斯·格拉夫、格里格·韦恩、戴密斯·哈萨比斯

及同事们，此次开发了被称为“可微分神经计算机”

（Differentiable neural computer）的学习机器。其能将

神经网络和外部存储结构结合在一起，前者可以通过

示例或反复试验进行学习，后者与传统计算机内的随

机存取存储器相似。因此，“可微分神经计算机”既能

学习，又能处理复杂数据。

研究显示，“可微分神经计算机”能够成功理解

图形结构，譬如家谱图或是交通网络。实验中，它可

以在没有现成知识的情况下，规划出最佳的伦敦地

铁线路，或根据符号语言所描述的目标来解决方块

拼图问题。

“深度思维”公司此前因开发“阿尔法围棋”（Al-

phaGo）程序而声名大噪，该围棋程序在神经网络经过

深度训练后，可以利用价值网络计算局面，用策略网络

选择下子。而此次“可微分神经计算机”的研发者之

一，正是被称为“AlphaGo 之父”的哈萨比斯，他和另两

位联合创始人于 2010 年成立了“深度思维”公司，目前

正在帮助谷歌展开一场全新的人工智能革命。

能像神经网络那样学习 又能处理复杂数据

“可微分神经计算机”问世

继 9 月 28 日《新科学家》杂志网站独家报道世界

首例“三父母”婴儿 5 个月前出生后，10 月 11 日该网

站再次刊发独家报道称，乌克兰两位母亲分别通过

另一种“三父母”技术怀胎超过 20 多周。与已经出生

的首例“三父母”婴儿预防罕见遗传疾病不同，这两

位即将在 2017 年年初出生的“三父母”婴儿，他（她）

们的母亲并没有身患遗传疾病，只是借助这种新技

术成功攻克了她们难以治愈的不孕不育问题，体验

为人父母的喜悦。

目前，全世界只有英国通过了“三父母”技术合法

化，但规定只能用于预防母亲的遗传疾病传给下一

代。现在乌克兰将颇受争议的技术用来治疗不孕不

育，一些业内人士对此提出批评，呼吁在有更多证据

证明这类胎儿完全健康之前，全面禁止这类行为。

两种不同的“三父母”技术

目前，“三父母”技术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在

英国获批的原核移植技术，这次乌克兰所用的就是这

种技术；另一种为纺锤体核移植技术，是出生 5个月的

首例“三父母”男婴所用的技术。

原核移植技术让母亲和捐献者的卵细胞同时与

来自父亲的精子受精，在早期胚胎阶段，移除两个受

精卵的核，捐献方受精卵的核被抛弃，用母亲受精卵

的核取代。这种移植方法涉及破坏胚胎，容易引起伦

理问题。

但纺锤体核移植技术完全不用破坏胚胎。来自

美国纽约的新希望生殖中心的张进和他的团队利用

纺锤体核移植技术，将母亲和捐献者卵子中的细胞核

先移走，再将母亲卵细胞的核注入捐献者卵细胞中，

用获得的新卵子与精子受精。张进团队的新技术没

有破坏胚胎，他们用这种方法成功让一对约旦夫妇在

墨西哥生下了一个男孩。

“三父母”婴儿是否健康

乌克兰基辅生殖医学中心的瓦莱瑞·左肯帮助两

位母亲成功怀孕。他表示，这两位母亲在之前的多次

试管婴儿手术（IVF）中，胚胎总是在大约两个细胞阶

段时停止发育，而原核移植技术攻克了她们的胚胎停

育难题。“这两个妈妈一个怀的是女孩，已经 26 周；另

一个怀的是男孩，大约 20周。”左肯的团队已受邀参加

本周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生殖技术会议，并将在会上展

示团队在“三父母”技术领域的相关进展。

左肯团队认为，不育妈妈的卵细胞线粒体内可能

存在某些因素导致了胚胎停育，而用另一位女性的卵

细胞线粒体取而代之，其中的酶或可帮助细胞继续发

育和分裂，避免胚胎停育。

但一些科学家认为，在还没弄清胚胎停育真正原

因之前盲目开展不育治疗的做法值得怀疑。加拿大

韦仕敦大学的迪安·贝茨表示，某些酶能影响胚胎发

育只是一种假设，还没获得证实，如此鲁莽行事，可能

会让异常胚胎发育，最终诞生出不健康的婴儿。“我认

为这太冒险，我们还需进行更多研究确保这种技术是

安全的，在此之前我强烈建议严禁在人类使用‘三父

母’婴儿技术。”

左肯接受采访表示，乌克兰生殖医学协会的评估

团和伦理委员会已经事先对该技术进行评估并批准

将其用于治疗不育。包括一家德国独立实验室在内

的多家机构对胚胎进行了初步 DNA 检测，结果表明，

这两个胎儿完全健康。“而且我们并没有大规模开展，

目前有很多父母在等着我们用这类技术帮助她们怀

孕，但我们要等这两个婴儿出生后看他们是否健康，

然后再决定是否推广。”

“三父母”技术伦理之争

成功让首例“三父母”婴儿诞生的张进团队，曾用

同样技术帮一位妈妈成功怀上三胞胎。为了减轻孕

育三胎的压力，他们在怀孕 33天时将其中一个胎儿从

子宫移除，另两个胎儿因胎膜受损和脐带脱垂，分别

在 24周和 29周时流产。

他们对流产胎儿进行了组织分析，结果证明，这

些胎儿所有的染色体都正常，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这

种技术完全可以用于不育治疗。但将“三父母”技术

延伸到不育治疗仍面临伦理争议。

赞成的一方认为，IVF 失败案例中，大约 50%因胚

胎停育而不能顺利移植，因此，“三父母”技术有望让

这 50%失败者中的很多人从第三方线粒体受益，成功

怀孕生子。

而反对方则认为，如果因线粒体内存在严重变

异而不能为人父母，“三父母”技术是他们的不二之

选，但没有罕见变异的父母，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治

疗不育的技术，无需冒险使用这项还没得到验证的

新技术。

这种争论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正如荷兰马斯

特里赫特大学的伯特·斯梅茨所说：“不管面临多少争

议，也不管压力多大，‘三父母’技术用于治疗不育已

是大势所趋。因为很明显，那些线粒体异常的母亲毕

竟是少数，而更广泛的不孕不育，才是这些生殖中心

想要关注的对象。”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2日电）

更多“三父母”婴儿将会出生？
——相关技术用于治疗不孕不育引起争议

本报记者 聂翠蓉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华盛顿 10月 12日电
（记者刘海英）一个美国研究小组使

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成

功修复了镰状细胞病患者造血干细

胞中的致病突变基因，向治疗该病

迈出关键一步，同时也为治疗β-地

中海贫血症、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甚

至艾滋病等多种疾病指明了新方

向。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12 日的

《科学·转化医学》杂志在线版上。

镰状细胞病是一种隐性遗传疾

病，由血液细胞中的基因突变引起，

导致血红蛋白分子黏在一起，使红

细胞变成镰刀状。这些畸形细胞会

阻塞血管，造成贫血、疼痛、器官衰

竭。目前，治疗镰状细胞病多是针

对不同症状采取服用抗生素、输血

或骨髓移植等方法。随着基因工程

学的快速发展，基因疗法逐渐被认

为是治愈这一疾病最有希望的手

段。

此次，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犹他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研究

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希望开发出

一种新的基因疗法，通过修复患者

自身干细胞中的突变基因，来确保

新 生 红 细 胞 的 健 康 。 他 们 使 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成功修

复了造血干细胞中的基因突变，使

其可生产健康的血红蛋白。研究人

员希望，通过给镰状细胞病患者移

植编辑过的干细胞来缓解症状。小

鼠实验表明，编辑过的干细胞在移

植后可存活至少 4 个月。这是一个

重要指标，表明该治疗手段具有可行性。

研究人员表示，在将这一手段用于临床治疗前，还

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和严格的安全性分析。他们希望，在

未来 5年内能够进行早期临床测试。

研究人员还指出，他们的研究为未来治疗多种疾

病提供了一条新途径。镰状细胞病只是单个基因突

变引起的众多血液疾病中的一种，未来科学家们可以

利用类似手段开发出更多的治疗方法，来治疗β-地

中海贫血症、重症联合免疫缺陷、慢性肉芽肿病以及

一些罕见病，如威斯科特—奥尔德里奇综合征、范可

尼贫血，甚至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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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张梦然）据英国

《自然》杂志 12 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称，美国与中国

科学家发现了最古老的鸟类鸣管（相当于人类的喉头）

化石残骸。该残骸发现于南极洲，来自大约生活在

6600万至 6800万年前、目前已灭绝的维加鸟，这证明鸣

管在恐龙时代已演化形成。

鸣管是鸟类的发音器官，通过气管内冲出的空气使

鸣膜鼓动而发声。然而，除了已知的在年代较近的岩石

中发现的少数单独化石，鸣管的化石记录在此之前一直

是空白。

此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朱莉娅·克拉

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志恒等

论文作者，描述了一块来自南极半岛维加岛上一具不

完整的维加鸟残骸的鸣管化石。研究团队使用 X 射线

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检查了鸣管的三维结构，并与较

年轻的化石和 12 只活鸟进行比较，进而重构了鸣管这

一复杂器官的演化情况。

研究团队认为，这种鸟有可能发出类似鹅一样

的鸣叫和其他简单的声音，因为至少这与它的两个

特征——保留下的鸣管结构以及维加鸟在演化树中的

位置是相一致的。在现今鸟类当中，已灭绝的维加鸟

最接近鸭和鹅，但并非其直接祖先。

考虑到石化的可能性，目前尚不清楚为何没有在

恐龙中发现其他鸣管残骸，但是论文作者提出，在鸟类

演化过程中，复杂的鸣管可能较晚才出现，远在它们的

飞翔能力形成和呼吸能力改善之后。

南极洲发现迄今最早鸟类发声器官

10月12日，2016金砖机制与全球治理论坛在香山盘古智库举行。图为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阁下致辞。 本报记者 李钊摄

新华社伦敦10月11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一

个团队开发的无人驾驶车辆 11日在英国南部城镇米

尔顿凯恩斯的街道上首次公开测试，相关成果有望

推动英国在无人驾驶技术领域加快发展。

这一无人驾驶车辆项目由英国政府设立的交通

系统技术发展中心牵头实施。团队当天在米尔顿凯

恩斯火车站以及商业区附近的路面上成功对无人驾

驶车辆进行了一定距离的行驶测试。

这辆双座电动车类似高尔夫球车大小，它的“大脑”

是一个名为“Selenium”的自主控制软件，这一核心技术

由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随后由依托牛津大学成立的

科技创业公司Oxbotica进一步完善并整合到电动车上。

据这家公司介绍，无人驾驶车辆上配置了摄像

头和激光测距雷达，自主控制软件能够利用传感器

收集的路面信息进行导航，从而引导车辆平稳地在

路面自主行驶。

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格雷姆·史密斯说，这一

测试项目是将无人驾驶车辆在英国乃至全球推向实

用的重要一步，利用新研发的自主控制软件，车辆能

够在城区环境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安全自主行驶。

英国首次公开实测无人驾驶车辆

新华社东京10月12日电（记者华义）日本研究

人员日前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报告说，通过将

由猴子的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 细胞）培育制成的

心肌细胞移植到患有心肌梗塞的猴子体内，成功帮

助后者恢复了心脏机能。

iPS 细胞是体细胞经过诱导因子处理后转化

而成的干细胞，其功能与胚胎干细胞类似，具有

发育成多种组织细胞的潜力，在再生医疗应用中

备 受 期 待 。 日 本 信 州 大 学 等 机 构 的 研 究 人 员 使

用了不易产生免疫排异反应的食蟹猴，利用其皮

肤细胞培养得到 iPS 细胞，并使其分化出了心肌

细胞。

研究人员将心肌细胞移植到患有心肌梗塞的食

蟹猴体内，结果确认移植的心肌细胞成功在患病猴

子的心脏上生长附着，帮助患病心脏恢复了机能，并

且几乎没有受到免疫排异反应的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异体移植即利用他者 iPS细胞培

养而来的细胞进行移植。不过，接受移植后的食蟹

猴出现心律不齐的情况，研究人员今后将继续研究

如何减轻这一副作用。

研究人员指出，移植由患者自身 iPS细胞培养而

来的细胞最为安全，但是这种做法需要花费很多时

间和金钱，效率不高，因此同种异体移植是当前的热

门研究方向，但异体移植安全性仍有待证明。

日本用多功能干细胞治疗猴子心梗

科技日报纽约10月11日电（记者王心见）由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的“2016中美大学生对话”11日

晚在纽约举行，近 200位中美大学生现场参与了本次

对话。

在两个小时的活动中，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上

海外国语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

大学等高校的十位学生代表围绕当今中美关系、未来

关系展望、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在对方国家的旅行和

美食体验等话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学生代表知识

丰富、思维敏捷，交流坦诚开放。就未来中美关系，有

代表认为双边关系会越来越复杂，也会越来越有趣；

有的代表建议更多的美国学生到中国交流学习，改变

两国年轻人流动性的不平衡。关于两国间的对比竞

争，学生代表纷纷给出了理性、健康的建议，希望竞争

不是为了相互威胁，而是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张美芳表示，在

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在多元的世界和谐共处是各国

共同面临的问题。“中美大学生对话”涵盖话题广泛，

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沟

通交流搭建了桥梁。

中美大学生就两国关系和文化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