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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刘霞）据计算机世

界网站近日报道，IBM公司的“沃森”人工智能将与麻省理

工学院（MIT）及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携手，

研究数千个对癌症药物产生耐药性的病例，希望通过厘清

耐药性产生的机理，研发新一代抗癌药物和疗法。

布罗德研究所基因组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解释

称，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疗法能抑制癌症数月甚至数年，

但大多数癌症最终仍会卷土重来，部分原因在于肿瘤

发生了变异，产生了耐药性。该研究所负责人艾瑞克·
兰德表示，美国每年约有 60万人死于癌症，其中耐药性

是“罪魁祸首”。尽管科学家们已为少数癌症病例找到

了耐药性产生的原因，据此研发出新疗法，但大多数癌

症病例的耐药性还未被完全理解。

有鉴于此，IBM 和 MIT 以及哈佛大学发起了一项

新的为期 5 年、投资 5000 万美元的癌症基因组计划，对

数千个抗药肿瘤进行研究，并利用“沃森”强大的计算

和机器学习能力帮助理解癌症如何对药物产生耐药

性。所有资助来自 IBM 公司。

按照计划，布罗德研究所将测出那些最初对癌症

疗法有反应但最终产生抗药性的肿瘤基因组序列；然

后使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在实验室进行大规模的癌

症抗药性研究，找到肿瘤的“软肋”。之后，IBM 的科学

家将使用“沃森”分析这些数据并确定基因组模式，帮

助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们预测药物的过敏性，以及哪

些肿瘤可能对哪些药物产生抗药性。

本月初，IBM 和奎斯特诊断公司发起了“沃森基因

组学”研究。这是“沃森”在基因组学领域的最新应用，

将认知计算同肿瘤基因组测序结合起来。科研人员利

用“沃森”研究匿名病人的数据，更好地理解癌症耐药

性背后的分子机理，解决癌症基因组学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个性化医疗的发展。

IBM 研究认知解决高级副总裁约翰·凯利说：“我

们希望，这一努力能产生重大突破，未来病人能拥有更

多治疗选择。”

IBM、MIT 和哈佛大学发起新基因组计划

科学家携人工智能研究癌症耐药性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3 日
电 （记者房琳琳）据物理学家

组织网近日报道，瑞士伯尔尼

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根据计算机

模拟得出结论——在 45 亿年前

的太阳系形成期间，彗星 67P/

楚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并没有

获得现在的鸭子形态，虽然它

包含最原始的物质，但形成目

前结构应不超过 10亿年。

基于“罗塞塔”号彗星探测

器的数据，科学家假设彗星 67P

是太阳系初始阶段的产物，其特

有的鸭形结构是由两个物体在

大约45亿年前温和碰撞形成。

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

计算了在碰撞中毁坏像彗星67P

这样的结构所需的能量。彗星

67P有一个弱点，即鸭形结构“头”

和“身体”之间的“颈部”。“我们发

现，即使在低能量碰撞的情况下，

这种结构也很容易被破坏，因此，

像彗星67P这样的物体不可能存

在很长时间。”天体物理学家马

迪·扎特茨认为，随着时间的推

移，大量碰撞产生的能量足以破

坏这种双瓣结构。因此，它目前

的形状不是原始形成的，而是通

过几十亿年的碰撞演化而来。“彗

星67P现在的形状可能发生在10

亿年内。”这意味着，它比以前想

象的要年轻。

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调查了当前鸭形结构是如何

由碰撞导致的。在他们的计算

机模型中，有一个直径为 200 米

到 400 米的小物体，撞到一个大

约 5公里的橄榄球形旋转体，冲

击速度在每秒 200 米至 300 米，明显超过了大物体约每

秒 1 米的逃逸速度，所产生的能量也不至于彻底摧毁

它，结果，目标物体分裂成两部分，受彼此引力影响，随

后合并成类似彗星 67P的双瓣结构。

研究人员强调，这一结果并未否认彗星的成分包含

太阳系初期的原始材料，受到的冲击能量只是让其形状

发生了变化而已。两篇论文发表在近期出版的《天文学

和天体物理学家》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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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 APEC峰会将于本周在南美国家秘鲁

首都利马举行。峰会前夕，科技日报记者走进三里屯

使馆区，独家专访秘鲁驻华大使、经济学博士卡普纳

伊 教 授 。 这 位 和 蔼 、睿 智 的 老 人 讲 起 即 将 召 开 的

APEC峰会是信心满满，谈到中秘关系更是逸兴飞扬。

APEC峰会致力“亚太自贸区”

卡普纳伊大使说，今年 APEC 利马峰会的主题是

“提高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包括方方面面，繁荣和共

同安全是其中最基本的要求，这就呼唤更加自由、平等

的贸易和经济体系。现在大家都在谈TPP（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但现有 TPP的涵盖范围太窄了，任何自

贸区没有中国的参加都是不完整的。由东盟、中国等

力推的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没有包括美

国、秘鲁等西半球国家。秘鲁希望在利马峰会中同与

会各国共同努力，促进 TPP 和 RCEP 朝着相互融合的

方向发展，以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亚太自贸区，推动2014

年APEC《北京宣言》的落实取得实质性进展。

秘鲁政治稳定、经济开放、社会包容，经济连续中

高速增长已 20年，和巴拉圭并列为拉美地区增长速度

最快的国家。卡普纳伊大使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

依赖于秘鲁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

的有效合作与交流。和中国一样，秘鲁也正在开展结

构性改革，努力为投资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和公

平。秘鲁拥有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覆盖了世界上一

半的人口，除了同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外，还与日本、

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及欧盟有自由贸

易协定。在秘鲁的投资者可以向全世界任何国家自

由出口产品，这是秘鲁的巨大优势，也是秘鲁有信心

在 APEC利马峰会上打造亚太自贸区的信心来源。

中秘关系源远流长亲如一家

卡普纳伊大使说，中秘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从

历史上看却非常亲近。秘鲁一直传说，当地印第安人

的祖先是商朝时期从中国东部沿海乘舟跨越太平洋

到达南美的商人后裔，秘鲁的语言文字、音乐及服装

饰品和中国的苗族有很多相似之处。最为典型的例

子是，秘鲁的传统音乐与中国民乐一样，只有五个音

阶，而不是西方音乐的七音阶，这也充分说明了中秘

之间的关联性，秘鲁驻华使馆曾专门组织乐团用秘鲁

传统乐器安第斯排箫、盖纳、恰朗戈、班波鼓演奏中国

民乐的经典作品《嘎达梅林》《茉莉花》等并灌制成

CD，其演奏效果令人赞叹。

秘鲁目前有 300 万华人后裔，约占全国人口的

1/10，是西半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华人聚集区。在

秘鲁有这样一种说法，无论大小城市，在其中心广场

总能找到四个建筑：市政厅、警察局、教堂和中餐馆。

而秘鲁语言中，到中餐馆吃饭有个特定的表达“CHI-

FA”，发音和汉语“吃饭”一模一样，足见中华文化在秘

鲁的深远影响。

大使先生还饱含深情地谈到，“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秘鲁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天然亲近的感情。如

果非要说对中国人有那么一点点小“抱怨”的话，那就

是中国学生的学习实在是太好了，在秘鲁的大中小学

校里，学习成绩最好，尤其是数学成绩最好的，一定是

华人学生，这实在让人羡慕。

期望建立创新机制密切合作

2016 年是中秘建交 45 周年。早在 1971 年，秘

鲁就在北京建立了大使馆，从那之后，两国之间的

关系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无论是在政治、外交，

还 是 经 济 、文 化 等 领 域 都 在 不 断 深 化 。 中 秘 早 在

2010 年 就 签 署 了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两 国 建 立 起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合 作 关 系 ，中 秘 之 间 还 成 立 了 经 济

贸 易 联 合 委 员 会 。 秘 鲁 是 南 美 地 区 唯 一 与 中 国

有 着 三 个 合 作 机 制 的 国 家 ，这 充 分 表 明 了 中 秘

关 系 的 密 切 和 重 要 ，也 向 世 界 证 明 了 中 秘 关 系

的 亲 切 和 牢 固 。 秘 鲁 还 想 与 中 国 建 立 一个全新

的 合 作 机 制—— 创 新 机 制 ，希 望 通 过 创 新 合 作 进

一步强化两国的合作共赢。

卡普纳伊大使指出，秘鲁与中国一直有着很好的

合作关系。2015 年双方召开了第一届经济合作委员

会联席会议，共同确立了四个主要合作领域，包括能

源、水电、太阳能等。得益于中秘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中国已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秘之间贸

易量已经达到 16 亿美元，多于美国的 14 亿美元。中

国还是秘鲁第一大矿产投资国，中秘两国之间的经济

基础非常坚实。

今年 9 月，刚刚当选的秘鲁新任总统库琴斯基上

任后，第一次海外出访既没有选择拉美近邻，也没有

去美国，而是直接到中国来，这充分表明了秘鲁对中

国的重视和友好感情。库琴斯基总统到访中国时明

确表示：“我不是来要贷款的，也不是来要援助的，我

是来吸引中国投资的，这对双方都有利。”这是一个

重要讯号，表明拉美在投资和经济方面有大量的合

作机遇。秘鲁期待的不是单方面获得利益，而是多

赢共赢。

卡普纳伊大使最后表示，太平洋虽然辽阔，但是

它隔绝不了中秘两国的紧密合作，安第斯山脉虽然雄

伟，也挡不住两国人民友谊的翅膀。秘鲁人民热切期

待着习近平主席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相信此访必将

取得圆满成功并获得丰硕成果。

“安第斯山挡不住友谊的翅膀”
——秘鲁驻华大使卡普纳伊畅谈 APEC峰会与中秘关系

本报记者 王 江 李学华 李 钊

本周焦点

核磁共振磁场强度创纪录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高磁场实验室在其系列测试中，成功让

串联式混合磁体的磁场强度达到最大峰值36特斯拉，创造了核磁共振

（NMR）领域的最新世界纪录，比现有最强NMR磁场高出40%。这一

里程碑式突破使高强磁场不再仅限于物理学研究，还将首次运用到化学

和生物学领域，成为研究各种材料和蛋白质等分子结构的有力工具。

本周明星

“大脑—脊柱接口”：6天恢复瘫痪下肢运动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研发的可植入体内的无线“大脑—脊柱接

口”，成功地让发生脊髓损伤的猴子仅用 6 天就恢复了瘫痪下肢的

运动能力。该装置采用的元件已获批用于人体研究，标志着用该

方法治疗人类半身不遂向临床试验又迈进了一步。

外媒精选

脸书利用毫米波技术实现20Gbps传输率
脸书公司日前宣布，已利用毫米波技术在 13 公里距离上实现

了 20Gbps 数据传输率，创下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速率相当于同时

传输 1000部超高清视频流。脸书公司近年来致力于开发为通信基

础设施缺乏的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服务的技术，目前计划将最新

技术用于连接他们的“天鹰座”无人机和地面站。

一周之“首”

DNA纳米线中首次检测到电流
德国研究人员在开发遗传物质电路方面取得突破：他们通过

加入镀金纳米粒子，首次在单链 DNA 自组装纳米线中检测到电

流。该研究向生产基于遗传物质的电路和计算机迈出一大步。

蝴蝶型里德堡分子首露“真容”
在理论问世 14 年后，美国科学家终于首次观测到蝴蝶型里德

堡分子，其电子云排布成蝴蝶形。这是该类分子存在的第一个明

确证据，在验证了整套理论的基础上，还将在分子级电子器件研发

中发挥巨大作用。

首列氢动力列车明年投入运营
全球首列零排放氢动力列车将于 2017 年 12 月在德国投入运

营。这一突破标志着污染严重的柴油动力列车有可能下岗。

“最”案现场

迄今来自天体的最高能量被捕获
天体物理学家测量到人类已知的来自遥远天体迸发的最高能

量。该天体是一种相对论性喷流指向地球的“超活跃分子”，也是

宇宙中最活跃的高变能量源——耀变体，对其成功测量不但打开

了一个研究宇宙中最高能量放射源的窗口。

迄今最小放大镜“看”到单原子活动
科学家们一直坚信，光不能被聚焦到比它们的波长更小，即不

到百万分之一米。但英国剑桥大学联合西班牙同行研制出世界上

目前最小放大镜，将聚光能力提高了 10亿倍，首次实现低于波长的

聚焦，并利用该放大镜对单个原子进行了实时观察。该成果有助

创新化学反应类型，帮助合成复杂分子。

一周技术刷新

光子芯片获“隐形斗篷”魔力相助
美国科研人员最近利用特殊的隐形原理，在两个光子器件间

放置一个特殊的纳米硅基屏障，可“欺骗”两个光子器件相互无视，

进而为微光子集成器件设计出一个特定装置，其有助开发出较硅

基芯片更小、更快、更节能的光子芯片。

新激光探测仪“听”出脑内癌细胞
在脑外科手术中，医生的眼睛在显示屏和病人间转换会影响

他们的专注力。英国科学家合作开发出一种激光探测仪，能把脑

细胞光谱信号转换成音频，让医生通过“听”来辨别癌细胞与健康

细胞。新技术能帮助医生更快速、更安全地完成脑外科手术。

前沿探索

新基因编辑系统助免疫细胞抵抗HIV
一个美国团队使用 CRISPR/Cas9建立了一个高通量细胞编辑

平台，能够测试不同基因变异对免疫细胞的影响，从而找出那些有

助于对抗 HIV（艾滋病病毒）的基因变异。这种新的基因编辑系统

有助推动艾滋病的治疗研究。

新超导材料可使电导率增加10倍
美国工程师制作出首个无需半导体的光控微电子器件。该微型器

件使用了一种新的超导材料，在施加低电压和低功率激光激活时，电导

率可增加10倍。这项发现为研制速度更快、功率更强的无半导体微电子

设备及更高效的太阳能板铺平了道路。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1月7日—11月13日）

据新华社莫斯科电 （记者栾海）太空 3D 打印正受到各航天大国

的青睐，在美国将 3D打印机送入国际空间站后，俄罗斯研究人员也宣

布制成了该国首台太空 3D 打印机样机，计划在进一步完善后，在

2018年送入国际空间站进行测试。

据俄媒体近日报道，上述 3D 打印样机由位于西伯利亚的托木斯

克理工大学高科技物理研究所等 4 家单位联合研制。该研究所副所

长科卢巴耶夫介绍说，目前在国际空间站内使用各种设备和装置时，

需为它们定期补充、更换零部件，例如螺母、电缆紧固件、仪器插孔的

防护盖等。它们需由货运飞船从地球运送，运输成本太高。如果使用

太空 3D打印机在空间站中按需制造这些零部件，就要方便得多。

科卢巴耶夫表示，这个流程并不复杂，宇航员在与地面通信联络时可

收到某个零部件的数字化三维模型，将该模型输入后期处理软件，生成所

需产品的各个横截面数据和打印控制代码后，即可执行“打印”操作。

但科卢巴耶夫认为，要让太空 3D打印真正走向应用，还需解决一

些技术细节问题。例如，太空 3D 打印任务需在与空间站内部环境隔

离的条件下实施，以免生成的废气飘散到空间站内；此外，在地面环境

下，重力有助 3D 打印机层层铺设的材料粉末及其喷涂的胶水黏合在

一起，而在太空失重环境中，需要对 3D打印机进行针对性的改造。

俄罗斯载人航天任务的重要实施者“能源”集团公司也参与了这

一 3D打印项目，在其支持下，俄研发单位已向俄航天主管部门递交了

国际空间站试验申请。如果获批，俄研发单位将再制作数台太空 3D

打印机，进行多轮地面测试，力争在 2018 年年底前将一台筛选出的

3D打印机送入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太空舱。

俄专家认为，未来的太空 3D 打印机须具备小规模工业化生产各

种工具、零部件和日常用品的能力，才能成为本世纪载人考察月球和

火星任务中的标配装备。

俄制成该国首台太空3D打印样机

美国东部时间11月11日下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座谈会和《孙中山与华侨华人》图片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崔天
凯大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旅美华侨华人、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代表近400人参加。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刘海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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