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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9月7日电（记者聂翠蓉）
据《科学》杂 志 官 网 报 道 ，美 国 参 议 院 下 属

的 一 个 委 员 会 6 日 通 过 了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NIH）2018 财 年 的 研 发 预 算 草 案 ，其

总 投 入 有 望 在 去 年 基 础 上 再 增 20 亿 美

元 ，特 朗 普 大 幅 削 减 NIH 研 发 经 费 的 努

力再次受阻。

特朗普上台后，一直试图大幅削减联

邦 政 府 对 NIH 的 研 发 投 入 。 他 曾 表 示 ，

NIH 花费中有 10%是用于管理层开支等的

“间接成本”，将这部分投入取消不会对医

药研发造成任何影响。特朗普也曾在 5 月

23 日向国会提交的 2018 财年（2017 年 10 月

1 日 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预 算 案 中 ，将 对

NIH 的研发投入大幅削减了 22%，引来众

多科学家的不满。

美众议院 7 月 12 日经过审议，公布了不

同于特朗普的决定：NIH 的研发投入不降反

升，比 2017 财年增加 11 亿美元，涨幅达到

3%。而参议院此次通过的新版草案，将延续

前两年每年增加 20 亿美元的惯例，增幅甚至

是众议院版本的两倍，达到 6%，这意味着特

朗普的削减计划或将遭遇“搁浅”。劳动、卫

生与人类服务以及教育拨款委员会主席罗

伊·布兰特认为，设备维修、危险性废物处理、

管理层开支、高速计算机等并不是可有可无

的“间接成本”，它们是开展研究必不可少的

基本要素。

布兰特解释道，在新版草案中，阿尔茨海

默氏症的研发经费增幅最大，达到 30%，比去

年增加了 4 亿多美元；脑科学的研发投入加

大了，绘制人脑活动图谱的人脑计划增资 1.4

亿美元，2018财年总共将投入 4亿美元；精准

医疗研究经费增加 6000万美元。

新版草案对重点领域加大投入的决定，

受到了业内科学家们的欢迎。但由于 2018

财年预算案要等到 12 月底才能最终获得通

过，国会将在 9月 30日采取临时性过渡措施，

保证 NIH 各研究机构在现有经费水平下正

常运转，直到预算案正式实施。

特朗普大幅削减 2018财年预算计划疑将落空

美政府医药研发投入或增 20亿美元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近日报道，

在坦桑尼亚举办的全球 TED 大会上，尼日利

亚科学家艾加比展示了一款由小鼠神经元制

成的人工智能计算设备模型，其拥有“嗅觉”，

能识别出爆炸物以及疾病标记物的气味，可

用于机场安检和疾病检测等领域。

研究人员表示，这款名为“Koniku Kore”

的设备有望成为未来机器人的大脑，而将生

物细胞与电子电路整合，有望成为开发模拟

大脑的主流手段。

人工智能芯片有“嗅觉”

虽然计算机在执行复杂的算法方面比人

类更高效，但大脑在许多认知功能的表现上

仍优于计算机。包括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

在内的人工智能界正竭尽全力制造可以模拟

大脑的机器，或将计算机植入脑中，艾加比却

另辟蹊径，设法将实验室培养的神经元和电

子电路整合在一起。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艾加比说，新研

制出的“Koniku Kore”可以模拟 204 个脑神

经元的功能，“与其模仿神经元，何不就地取

材，直接使用生物细胞本身呢？虽然这个想

法很激进，但结果却令人难以置信”。

据悉，“Koniku Kore”是活的神经元和硅

的混合物，拥有“嗅觉”功能，也就是说，它能

探测和识别气味。艾加比设想，这样的设备

未来能广泛应用于机场各处，人们不再需要

排队过安检，可以更加轻松愉悦地出行。除

了用于探测爆炸物以外，这种设备还能通过

感应病人呼出的空气分子中的疾病标记物，

探测出疾病甚至癌症。

此外，训练计算机识别气味需要强大

的计算能力并消耗大量能量，但新设备在

识 别 气 味 方 面 所 需 的 能 耗 远 低 于 传 统 计

算机。

让神经元活着是一大挑战

研制出此类设备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是，设法让神经元活着，对此项秘密，艾加比

讳莫如深，不想多谈，只是表示，神经元在装

置中可以存活数月。

他说：“数字计算机运行速度快且很可

靠，但它不能说话；而神经元运行虽慢但很聪

明。不过，将神经元放在一个小碟子里，它们

的表现并不好。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

神经元一直活着。”

但他同时补充说，瑞士科学家已经能够

“让神经元在一个小碟子里运行一年，这样的

系统是研究大脑神经元回路的有力工具”。

生物学和数字技术加
速融合

生物学和数字技术的融合目前是“小荷

已露尖尖角”，成为了科学界追捧的热点。最

近的大事件是，特斯拉公司和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宣布，其最

新创办的 Neuralink 公司将借助“神经织网”，

让人脑与人工智能相融合。

近年来，神经科学、生物工程学以及计算

机科学等领域不断取得进步，让我们对人脑

的工作原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加速了神

经—数字技术设备的发展。

然而，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主要致力改善

脑部的功能，尤其是针对那些脑部受损或者

罹患脑部相关病变的患者。例如，瑞士日内

瓦维斯生物和神经工程中心负责人约翰·多

纳就一直在研究，如何让瘫痪人士使用脑波

移动四肢。

多纳相信，生物学和数字技术结合这一

领域处于“引爆点”。未来，生物系统和数字

系统将协同作战。艾加比对此也心有戚戚

焉。他说：“我认为，未来机器人所需要的处

理能力将基于合成生物学，而且，我们正在为

此奠定基础。”

他相信，他的公司可以在未来 5 至 7 年，

研制出以合成活神经元为基础、具有认知能

力的类人系统。

（科技日报北京9月7日电）

模拟大脑：细胞和电路融合成趋势
——基于老鼠神经元的 AI设备能识别爆炸物

本报记者 刘 霞

由小鼠神经元制成的人工智能计算设备模型
“Koniku Kore”拥有“嗅觉”，能识别出爆炸物以及
疾病标记物的气味。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纽约9月 6日电 （记者冯卫
东）具有医学领域“诺奖风向标”之称的国

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 5 日揭晓。在雷帕霉

素靶蛋白（TOR）激酶信号通路研究、人乳

头状瘤病毒（HPV）疫苗开发，以及在妇女

生殖保健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或机

构分别荣获本年度的基础医学研究、临床

医学研究和公共服务三大奖项。

美国拉斯克基金会当天宣布，瑞士巴

塞尔大学的迈克尔·哈尔教授因“发现营养

活化 TOR 蛋白及其在细胞生长代谢调控

中 的 核 心 作 用 ”获 得 基 础 医 学 研 究 奖 。

TOR 蛋白作用被破坏会导致糖尿病、癌症

等许多疾病发生，并与其他一系列与年龄

相关的疾病也有关联。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道格拉斯·洛

伊与约翰·席勒，因在预防宫颈癌及 HPV

引起的其他肿瘤疫苗研发上取得的成就，

分享临床医学研究奖。拉斯克基金会表

示，HPV 会引起女性宫颈癌以及其他恶性

肿瘤等，洛伊和席勒采取了“大胆而又适当

的方式”，为好几种安全有效的疫苗设计了

蓝图，有望帮助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和死

亡率。

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则因“在过去一

个多世纪里为数百万妇女提供必需的健康

与生殖保健服务”而获得公共服务奖。

拉斯克奖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美国最

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由被誉为“现代广

告之父”的美国著名广告经理人、慈善家阿

尔伯特·拉斯克及其夫人于 1946 年共同创

立，旨在表彰医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

2011 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

蒿素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4年后获

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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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7 日电 （记者房琳
琳）北京时间 6 日，太阳爆发了两次太阳耀

斑，到达峰值时间分别在下午 5 时 10 分和

晚 上 8 时 02 分 ，级 别 分 别 为 X2.2 和 X9.3，

后 者 是 10 年 来 的 最 强 耀 斑 。 美 国 国 家 航

空航天局（NASA）捕捉到了这两次耀斑的

图像。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太空天气

预测中心（SWPC）官网报道，耀斑导致了高

频无线电通信经历了一次“大范围失灵，失去

联络长达一小时”。

人们将耀斑比喻成“太阳的愤怒”。太

阳耀斑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电磁辐射和高能

粒子辐射，它们一般无法通过地球大气层对

人员造成伤害，但如果足够强大，可能会干

扰 GPS 和无线电通信信号的传播。根据日

冕物质抛射强度不同，耀斑现象可分为 A、

B、C、M、X 五个级别，其中 A 为最小级别，X

为最大级别。

天体物理学家卡尔·巴塔姆司对媒体解

释说，太阳黑子是此次耀斑爆发的源头，在太

阳表面有一块标号为 AR2673 的黑子活跃区

域，其宽度是地球直径的 7 倍，长度则是地球

直径的 9倍。

SWPC 空间科学家罗博·斯蒂恩博格告

诉媒体，就在此前一天，太阳黑子发射了一个

M 级耀斑，导致冠状物质弹射，方向正好对准

地球，它可能导致壮观的极光，同时也会损坏

卫星、通信和电力系统。

此次高强度耀斑爆发让科学家感到惊

讶，因为目前太阳处于每 11 年一个活动周期

的低潮期（此次周期开始于 2008年 12月），却

还保持着如此频繁的太阳活动。“但这就是我

们与恒星共同生存的特殊体验。”斯蒂恩博格

如是说。

虽说叫“太阳的愤怒“，但我们太阳其实

特别温和。在宇宙中，不知有多少看上去普

普通通、与太阳相差无几的恒星，情绪都特别

不稳定，耀斑瞬间亮度相当于太阳耀斑的数

十倍乃至上亿倍。太阳目前的这种表现，对

我们来说相当幸运，因为一旦所谓“超级耀

斑”爆发，就不仅是电子和信号遭损了，地球

生命的发展都将被终止。

太阳“愤怒”了！10年来最强耀斑爆发

北京时间 6日晚 8时 02分，太阳爆发了
10年来最强的X9.3级耀斑。

来源：NASA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9月7日电（记者张梦然）
科学家一直认为木星极光产生的过程与地球

上的强极光类似。但据英国《自然》杂志 6 日

发表的一篇论文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木星探测器“朱诺号”最新观测结果

表明，木星极光与人们认为的地球极光的生

成机制大不一样，这也意味着不同行星与其

太空环境中电磁的相互作用方式各有不同。

地球极光又分为南极光或北极光，是由

太阳发出的带电粒子进入大气层时相互作用

产生的。其中涉及两个过程：强极光由电子

加速产生，而较弱极光则由磁捕获电子散射

形成。木星极光发射十分强烈，因此一般认

为，导致木星极光产生的过程与地球上的强

极光发射类似，科学家也一直假设前者是导

致木星极光产生的机制。

不过，NASA 木星探测器“朱诺号”最新

的观测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研究人员巴

里·马乌克及其同事报告称，“朱诺号”的早期

观测就未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在之后飞掠木

星的任务中，“朱诺号”探测到了加速电子，但

是该现象似乎没有产生强极光。相反，目前

观测结果表明木星极光的产生机制与地球弱

极光类似。

作为 NASA“新疆界计划”实施的第二

个探测项目，“朱诺号”探测器去年 8 月 27

日来到木星云层上方 4200 公里处，以 20.8

万公里/小时的绕行速度，正式“拜谒”太阳

系的“行星之王”——木星，所发回的信息

前所未有地加深了人类对木星的了解。团

队成员表示，“朱诺号”此次的发现增进了

人们对不同行星与其太空环境中电磁相互

作用方式的认识，但尚需要借助探测器更

多的数据才能理解这些不同的过程具体是

如何作用的。

“ 朱 诺 号 ”最 新 观 测 结 果 表 明

木星极光生成机制与地球极光大不相同

科技日报北京9月7日电（记者瞿剑）
据中国石油最新消息，中国石油总裁汪东

进 7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欧亚能源论

坛上表示，中哈油气合作 20年来成果丰硕，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

石油在哈参股项目油气当量从 1997 年的

319 万吨增长到 2010 年以来的 3000 万吨，

累计生产原油 2.9 亿吨，累计炼油 5474 万

吨；作为在哈投资最大的外国企业，中国石

油累计投资 420多亿美元，直接提供就业岗

位 3万多个。

汪东进介绍，20年来，中哈油气合作领

域不断拓宽，已形成集油气勘探开发、管道

建设与运营、工程技术服务、炼油和销售于

一体的完整的上中下游业务链，并在非资

源领域合作取得了突破；建立了一套符合

当地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的公司制法人治

理结构及管控体系。

在勘探开发方面，中国石油以哈国急

需的上游勘探开发业务为突破口，救活老

油田，发现新储量：运用先进的勘探理论和

技术，发现了哈国独立以来最大的陆上油

田——北特鲁瓦油田，在勘探程度较高的

南图尔盖盆地新增了数千万吨原油可采储

量；运用复杂巨厚盐丘钻井技术，成功解决

肯基亚克盐下油田开发难题；运用提高采

收率和水平井钻井等技术，成功解决让那

若尔油田、卡拉姆卡斯油田和热得拜油田

等处于开发中后期油田的稳产上产课题，

目前中国石油在哈通过参股或独资运营着

7个勘探开发项目。

在油气管道建设领域，中国石油与哈

油共同投资建成了年输气能力 550 亿方的

中哈天然气管道，已累计输气 1900 亿方以

上；建成了年输油能力 2000 万吨的中哈原

油管道，累计输油已超过 1 亿吨；建成了哈

南天然气管道，实现了哈国“西气南送”的

民生工程。

此外，中哈合作注重挖掘和使用本土

人才，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管理专家，员

工队伍当地化率达到 98.3%。中国石油还

努力参与当地公益事业，20年来共投入 3.5

亿美元，涉及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和

文化等领域。

中哈油气合作20年：原油累产2.9亿吨

在 2017 中阿博览会上，由科技部主办

的重大科技成就展引人注目。科技日报记

者看到，一周前刚刚通过审查、装料在即的

中国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 CAP1400装

备技术出现在展厅显要位置；中国自主研

制的在线交易处理性能最强的单机服务器

系统——天梭 M13 在快速运转；全球应用

推广最多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在蓝色的灯光

下炫酷闪亮……如果中阿博览会上身着长

袍的穆斯林兄弟向世人展示来自阿拉伯世

界的瑰宝让中国百姓印象深刻，那么尽显

高端智能的中国科技产品与技术则让阿拉

伯世界的客人应接不暇。

科学技术让丝路友
谊焕发生机

埃及的丝帛织物上勾勒出美轮美奂的

中东风物，巴基斯坦的能工巧匠用黄铜制

成的手工艺品巧夺天工，阿富汗出产的宝

玉石光彩晶莹……曾经各国客商漂洋过

海，通过丝绸之路与整个世界相遇。如今，

那条驼铃声声、横贯欧亚、承载着梦想与光

荣的商贸动脉，穿越时代，科技使它焕发出

新的生机。

到中国寻求技术支持几乎成为博览会

的重要内容，也是加深互信的重要环节。

“真诚地向您表达，我们希望中国的遥感技

术提供帮助，希望我们的合作增进友谊。”

在与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黄卫会见时，苏丹

高教科研部部长缇嘉妮·萨利赫切实地提

到技术服务的需求，他希望中国的遥感技

术能尽快抵达苏丹，一起合作为当地的农

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埃及高教与科研部副部长、埃及科研

技术院院长马哈茂迪·萨格尔说：“历史悠

久的埃及与中国合作密切，中国的技术先

进且乐于对外开放，埃及的新能源资源丰

富，我们希望结合中国科技创新的能量共

同建立实验室，去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农业、新能

源、电子通信等科技领域的需求强烈，中国

则将具体需求落实到技术转化。两年间，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技术转移中心建

设到阿盟、沙特、约旦、阿联酋等 8 个国家，

推进数十项科技项目的签约落地。

技术合作使丝路各
国紧密相连

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西之间的交

通，从此中国与西方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

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使者相望于道，商旅

不绝于途”。此番破除文化政治地域禁锢的

征途，被史学家司马迁誉为“凿空之旅”。

而今，“一带一路”倡议——21世纪的“凿空

之旅”用科技的元素走得更快、更坚定、更宽广。

在中阿技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上，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 19个科技合作项目签

约成功。到目前，中国科技部资助了百余

名阿拉伯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短期科

研工作，举办了多期科技管理和先进适用

技术培训班，启动了新能源等领域的国家

联合实验室建设。

而且，中国的科技型企业在迪拜开展

椰枣产业、农业物流网、节水应用等技术转

移转化合作初见成效，在约旦建立了 1500

多亩马铃薯种植与商品署基地，在阿曼建

成宁夏阿曼旱区资源评价与环境调控重点

实验室以及 100多亩示范基地。

未来，这样的“化学反应”还会越来越

多。黄卫表示，下一步将结合中阿各国的

重大科技需求，共建一批国家联合实验室；

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共建特色鲜明的科技

园区；完善覆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体

化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建设，构建国际技术

转移服务联盟。

（科技日报银川9月7日电）

科技合作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
——2017中阿博览会重大科技成就展侧记

本报记者 何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