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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然丝语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房琳
琳）21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大陆地区

独 家 运 营 方 DeepTech 深 科 技 在 北 京 发 布

2017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

今年上榜的突破性技术有：能使计算机在

没有明确指导情况下像人一样自主学习的人

工智能方法“强化学习”，可以让自动驾驶汽车

等自动化领域进展大大提速（成熟期1—2年）；

能 更 真 实 还 原 事 件 和 场 景 的 消 费 级

“360°全景相机”，其廉价的摄影方式能改变

人们分享故事的方式（现已成熟）；

正在开发和批准进程中的基因疗法 2.0，

有望彻底治愈由单个基因突变导致的很多疾

病（现已成熟）；

描绘人体中各种细胞类型的全目录“细

胞图谱”，为加速新药研发与试验提供超精确

的人类生理学模型（成熟期 5年）；

可在高速路上自动驾驶的长途货车，能

帮助货车司机更高效地完成运输任务，但也

会导致货车司机因此失业（成熟期 5—10年）；

在网络交易等领域广泛使用的刷脸支

付，提供了一种安全方便的支付方式，但也存

在泄露隐私隐患（现已成熟）；

可以让太阳能电池效率翻倍的太阳能热

光伏电池，可能会催生出在日落后仍可工作

的廉价太阳能发电技术（成熟期 10—15年）；

能够制造出稳定量子比特的实用性量子

计算机，可运行人工智能程序及处理复杂的

模拟和规划问题（成熟期 4—5年）；

可绕过神经系统损伤实现运动即治愈瘫

痪的无线脑—体电子元件，有望帮助全球数

百万人摆脱瘫痪的折磨（成熟期 10—15年）；

能造成大规模网络瘫痪的僵尸物联网，

可感染并控制消费电子产品且破坏力越来越

大（现已成熟）。

据了解，《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权威

榜单已超过 16 年，上榜技术有的在现实中得

以应用，有的尚需时日，但都将在未来对经济

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彻底改变社会

面貌。

2017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发布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预言将改变社会面貌

科技日报首尔 2月 21日电 （记者邰
举）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纳米医学研究团

的科研团队日前发表了一种全新的纳米磁

共振成像（MRI）造影剂技术，能够大幅度

提升医学图像的可识别度。动物实验表

明，使用该造影剂，实验鼠异常组织的亮度

达到了周围健康组织亮度的 10倍。

新的造影剂技术具有选择性，形成的

核磁共振图像对癌症等特定代谢的标志物

敏感。研究人员将该造影剂命名为“核磁

共振纳米灯”。

纳米造影剂基于磁谐振技术，主要由

两种磁性材料组成，包括“开关材料”（磁性

纳米颗粒）和“显影材料”（顺磁性 MRI 造

影剂），两种材料之间的距离不同，核磁共

振图像的亮度也不同。两种材料之间的临

界距离大于 7 纳米时，开关材料对显影材

料的影响消失，顺磁性造影剂在 MRI图像

上充分显影，此时相当于开关的“开”；当二

者距离小于 7 纳米时，顺磁性显影材料在

MRI图像上的状态则是“关”。

研究人员制造了一种足以探测实验鼠

体内癌症的造影剂。造影剂使用一种能够

被癌症代谢产物 MMP-2酶切断的生物材

料连接“开关材料”和“显影材料”，令两种

材料之间的初始距离低于 7纳米。显影剂

注入实验鼠组织后，如果组织中存在癌变，

两种材料之间的连接将会被 MMP-2酶切

断，导致两种材料分离，MRI 图像会将病

灶区域显示为高亮度。

使用纳米造影剂技术，MRI检查能够

显示肿瘤的存在和具体分布，还可以通过

图像揭示癌组织中 MMP-2 酶的浓度，获

得癌变分期等进一步信息。

研究人员相信，该技术作为一种全新

的生物传感器，还将解决更多的生物和医

学课题。现该团队正在开发更安全、更智

能的多任务造影剂，以同时记录和解释多

个生物学靶标。

MRI 问世至今已有近 40 年历史，成

为一种主要的非侵入式诊断技术。MRI

诊断中广泛使用造影剂，以提高图像可辨

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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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只对国会负责的政府问责局

汇报称，美国商业载人飞船首飞时间或推迟

到 2019 年。轻巧的一句话，揭露了美国政府

现处的两难境地：在与俄罗斯“联盟”号飞船

签订的合同到期前，美国要么孤注一掷，坐地

干等自家的载人系统；要么低声下气，打开钱

包，咬牙再买几年“俄罗斯船票”。

这般尴尬境地，早从 2011 年就已现端

倪。是年，美国所有航天飞机正式“归老”于

博物馆，一个时代就此终结，美国载人航天事

业进入到了青黄不接的岁月，何时能恢复原

有的实力，众说纷纭。

美国航天业在历经长久荣耀后，这才真

正体会到艰难与感伤。没有航天飞机，但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仍要保障国际空

间站的物资和人员运输。一早准备好的策

略就是，付高额票价购买俄罗斯“联盟”号的

运送服务——2011 年每运送一名美宇航员

需向俄支付约 4000 万美元，2017 年就超过

7000 万美元。

太黑了！掏钱掏的肉疼不说，美国也很

难说服自己去信任所谓“俄国人上个世纪 60

年代设计的飞船”，飞得安不安全是一回事，

一旦国际空间站出现紧急情况时，逃生舱全

是俄罗斯的，总觉得处于劣势。

以上，还皆是建立在人家同意卖船票

的前提下。虽说一般人不会有钱不赚，但

俄罗斯绝对不是一般人。两国关系如此微

妙，俄总是有意无意暗示，不想再续约了。

如果美俄关系持续紧张下去，老对手很可

能断然翻脸。

这成了美国太空事业的最大一块“心

病”。为了用自家的工具把宇航员送上太空，

NASA 启动了一系列制造下一代航天载具的

计划，并开始向本国的商业企业公开招标。

有意思的是，当时该计划一经提出，就

遭到了立法者和公众人士的批评，他们对

商用航天器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航

空领域向私营企业开放将给国家安全带来

隐患。

但现在这些声音消散无踪。一方面是近

些年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蓝色起

源为首的太空私企高歌猛进；另一方面，质疑

者们大概终于摸清了形势——美国政府已没

能力像当年太空竞赛初期那样一掷千金了。

哪还有比让私企彻底接手近地人员及物

资运输任务更划算的呢？填补了载人航天空

白，省了钱，还落得一身轻，NASA 可以腾挪

出精力，好生照顾那些更深远的太空探测。

现在首飞计划推后，NASA 为难在“面

子”，与 NASA 签合同的两家公司则急在“里

子”。波音和 SpaceX 无疑是两家“大牛”，研

发也是全力以赴，但载人航天这种级别的事

业，全世界以国家行为能完成的仅有中美俄，

这两家公司一时之间达不到 NASA 制定的严

苛标准也在情理之中。

在美国的航天飞机仍遨游天际之时，这

种可以循环发射的飞行器让载人航天像民航

运输一样平常廉价，也让发射卫星像投递信

件一般轻而易举。太空因此充满了商机，一

些“见不得光”的太空任务甚至担负起美国的

国家安全。

但它大大超出了预算，不仅如此，保护机

体在重返大气层时免受高温侵害的隔热瓦，

始终存在易于剥落的致命问题。人们因此称

航天飞机为一座“飞行的砖窑”，这些最终彻

底耗尽了 NASA 的科研资源，甚至令其窘迫

到负担不起一次对哈雷彗星的研究项目。

今天来看，这不全是技术上的缺陷——

航天飞机出现的悲剧事件当然无可辩驳，但

实际在很大程度上，航天飞机的根本问题缘

于美国的政策变化。随着向军事战争等领域

的慢慢倾斜，美国航天预算严重受限，航天飞

机的发射逃生系统提不上日程，最后它成了

一个备受资金困扰从而一再让步的中间产

品，一项曾以举国之力研发的尖端技术，被封

存进课本。

退下历史舞台的不应重来，商业化也是

人类航天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但美国航天事业面临今天的局面，是长时间

以来“政策”和“资金”双方面掣肘的结果。

美国新政府一拍脑袋想大刀阔斧开展新航

天计划之时，勿忘前车之鉴，且多替日后留

条路吧。

进亦忧，退亦忧，美载人航天路向何方？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聂翠
蓉）美国西北大学官网近日发布消息称，该校

科学家开发的一种全新成像技术（SPLM）创

造了新的“衍射极限”，其分辨率跨过 10 纳米

“门槛”，达到 6个纳米。研究团队还用该技术

首次捕捉到 DNA（脱氧核糖核酸）发出的天

然荧光。

数 十 年 来 ，教 科 书 认 定 ，活 细 胞 内 的

DNA、RNA（核糖核酸）、蛋白质等大分子自身

不会发出可视化荧光，因此，现有研究DNA和

遗传物质的成像技术大多利用特定荧光染

料。但这些染料会影响细胞功能，有些甚至会

杀死细胞，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也大打折扣。

而这次西北大学纳米成像专家瓦蒂姆·

白克曼和张浩率领团队，利用他们开发的高

分辨率成像技术发现，在合适波长的可见光

照射下，DNA 等生物大分子会被激活，并发

出“美丽”的天然荧光。荧光持续时间虽然极

短，但足以被成像仪捕获。有了这一技术，今

后无需荧光染料就能对生物分子展开研究。

癌症和许多疾病的秘密都“深埋”在细胞

核内，新技术大大增强了科学家们对单个生物

分子和细胞核内重要遗传物质的研究能力，将

推动纳米显微成像和分子生物学进展，为癌症

研究打开全新视野。张浩表示，他们已经开始

利用新技术对细胞核内的遗传物质——染色

质的组成进行成像研究，以更深入理解癌症病

因和癌细胞适应环境的能力。

DNA天然荧光首次被“捕获”

据新华社莫斯科 2月 20日电 （记者

栾海）宇宙中的神秘天体——黑洞具有极

强大的引力场，可在其周围聚拢起很厚的

气体尘埃层，使人们无法观测到黑洞附近

的景象。俄罗斯科研人员却发现，最近几

年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四周竟数次“发

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莫斯科国立大学下属国家天文

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解释说：“这可能是那

个黑洞‘吃撑了’造成的。”

领导这一观测项目的研究员奥克尼

扬斯基及其同事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

刊》上报告说，现有理论认为在包含众多

恒星的多数大星系的中心区域，至少有一

个超大质量黑洞，其质量相当于一百万至

几十亿个太阳的质量。在这类黑洞的强

大引力场作用下，其周围的气体和尘埃不

断汇聚，使这些大黑洞仿佛终年裹在棉花

堆里一样。

然而也有例外。近几十年天文学家曾

通过望远镜数十次发现一些大黑洞会放射

出强烈射线，“照亮”黑洞周围。奥克尼扬

斯基和同事在观测一个代号为 NGC2617

的大星系时也发现了类似情景。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现象不会是黑洞

近旁的恒星在黑洞引力“撕扯”下崩裂并

放出射线导致的，因为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通常数千年才会“撕碎”一颗恒星。他们

推测，黑洞在吞噬其周围的物质后就会产

生 X 射线。如果黑洞吞噬了太多物质，如

历史上累计吞噬的包括少量恒星、大量小

天体和尘埃在内的各类宇宙物质，并超过

一定极限，就会骤然放射出强烈的 X 射

线，其强度甚至会驱散黑洞周围的局部气

体尘埃层，在 X 射线波段“照亮”黑洞附近

空间。

黑 洞“ 吃 撑 ”后 会“ 照 亮 ”附 近 空 间

科技日报讯 （张沛 记者胡左）1 月，

是蒙古国中央省最寒冷的季节。蒙古国功

勋牧人很莫德呼老人从今年起再也不用顶

风踏雪在外放牧了。继“北斗卫星放牧系

统”在内蒙古草原推广之后，如今，蒙古国

的功勋牧民也用上了这一系统。“给种马、

种驼、领头牛羊戴上卫星设备，用手机就能

详知整群牲畜的位置、数量和生存状态，中

国的北斗卫星真是神啦！”很莫德呼老人高

兴地说。

“蒙古国北斗卫星放牧系统”是内蒙古

蒙科北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蒙古国国立

大学共同承担的内蒙古自治区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北斗卫星放牧系统由中科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联

合开发，已经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4 个旗

推广。

“相对于内蒙古来说，蒙古国的地理、

气候等自然资源条件更加恶劣，夏季最高

气温可达 40 摄氏度以上，冬季最低气温

可达零下 40 摄氏度，地广人稀，地理环境

非常复杂，应用北斗卫星放牧技术面临众

多的技术瓶颈。”蒙科北斗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朝鲁介绍。两国科技人员先

后攻克了卫星放牧设备超低温工作技术

难关，解决了卫星接收信号角度微调问

题，特别是围绕蒙古国使用的斯拉夫蒙语

体系开发出相应的斯拉夫蒙语导航放牧

软件，解决了因百度地图上没有蒙古国牧

区地名，导致牛羊无法在卫星系统中查找

的难题。

今年中蒙双方将进一步合作，共建“基

于北斗卫星放牧技术的草原信息化服务大

数据平台”，同时以此助推“北斗卫星放牧

系统”落地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一

带一路”的相关国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北斗”助蒙古国功勋牧民放牧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姜
靖）《美国医学会杂志》近日载文称，一项

研究对乳腺癌妇女的脱发情况进行了调

查，让其中一些患者在化疗前后和过程中

接受了头皮冷却治疗，结果显示，头皮冷

却装置可帮助接受化疗的乳腺癌患者减

少脱发。

化疗可导致脱发，女性将其视作化疗

最令人苦恼的不良反应之一。人们假设，

头皮冷却会减少毛囊供血，从而减少毛囊

对化疗制剂的摄取。为此，现代防止脱发

的方法是使用在冷却帽中有循环制冷液体

的装置。在化疗前，病人的头上被放置一

顶冷却帽，在化疗完成之前不必替换或除

掉它。尽管头皮冷却装置被用来防止脱

发，但其功效此前还没有在随机化临床试

验中被评估过。

休斯敦市贝勒医学院的·楠盖娅博士

和同事将 182 名接受化疗的乳腺癌女性随

机分为接受头皮冷却的治疗组和不接受头

皮冷却的对照组。治疗时间为每次化疗药

物灌注前 30分钟、化疗药物灌注时及化疗

结束后 90分钟。

研究人员发现，在可被评估的 142 名

参与者中，治疗组中有 51%的人留住了头

发，而对照组中的该百分比为 0。在生活

品质改变指标上，两组间没有显著差异，与

装置使用有关的不良反应也不严重。

但文章作者表示，仍需做进一步研究

来评估长期功效和不良反应。

头皮冷却可减少乳腺癌化疗患者脱发

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都在为
NASA设计载人太空飞船。图片均来自网络

2月 21日上午，正在访华的法

国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一行访问

北京大学，向师生发表了《法国的

吸引力》主题演讲。卡泽纳夫总理

在演讲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双方在

核能、科研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等多

个领域的合作，并期待两国青年学

子在未来开展更多的交流。

本报记者 李钊摄

加强互利合作

期待更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