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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因 20 岁时一次意外车祸，一位法国小伙

变成植物人后，已“沉睡”15 年之久。他从没

有出现过意识反应，眼睛大部分时候也是紧

闭着，偶尔睁开，也是“目中无人”的状态。

但 15 年来，他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治愈

的希望。

在听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安吉拉·西里

古教授和团队希望对植物人患者试验一种新

电击疗法后，她决定勇敢尝试，让儿子成为接

受这一新疗法的第一人。

这次奇迹发生了！现在，由于实验团队

通过电击疗法，刺激他的迷走神经，他开始频

繁睁开双眼，并能听从指令将视线从床的一

边转向另一边；不仅如此，他还会笑了，也会

在听到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时双眼噙满泪水。

哭了，笑了，还知道害怕了

西里古团队在 25 日出版的《当代生物

学》杂志发表论文称，他们通过电击颈部迷

走神经刺激大脑，成功让这位法国小伙恢复

了部分意识。他们在病人颈部迷走神经周

围植入一些非常细的电极，进行了持续 6 个

月的电极治疗。每次治疗的电击时间是半

分钟，间隔 5 分钟后接着进行下一次电击，

如 此 往 复 。 电 击 所 用 电 流 从 0.25 毫 安 开

始，一周内以 0.25 毫安的幅度慢慢增加到最

高值 1.5 毫安。

结果电刺激一开始，病人就能频繁睁开

双眼，治疗一个月后，他的视线能随着房间

内的人移动。他甚至能对一些指令做出反

应，比如要求他将头从一边转向另一边，要

求他笑一下，他都会照做。西里古接受采访

时表示，当他们播放病人之前最喜欢的音乐

时，他会两眼含泪，当突然将脸凑向他时，他

会受到惊吓而睁大双眼，“这说明他已经有

了情感反应”。

按照评定脑损伤状态的昏迷恢复量表对

病人进行评估，获得的分数表明，病人已经处

于微意识状态，部分意识已经恢复。

电击迷走神经恢复意识

迷走神经是脑神经中分布最长最广的一

对神经，在颈部、胸部和腹部有多条重要分

支，参与体内重要器官的功能调节，通过调控

交感神经系统控制心率、呼吸等重要生理过

程。迷走神经与大脑多个区域直接或间接相

连，包括处理感觉信息的主要神经中心——

丘脑、处理情绪状态的杏仁核区、与记忆处理

紧密相关的海马体，以及控制与兴奋程度有

关的化学物质分泌的蓝斑核脑区。西里古团

队认为，刺激迷走神经能增强这些脑区的活

性，帮助植物人重新恢复意识。

6个月试验过程中，西里古团队一边监控

病人的行为改变情况，一边记录其脑电波信

号，并在植入电极后和治疗 6 个月后，分别用

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对病人大脑进行了扫

描。病人接受一个月治疗后，病情就能得到

改善，这主要是因为电击改变了其脑部活性，

脑电图显示大脑皮质内许多区域的活性都得

到增强。“这些与迷走神经有关的大脑区域，

是负责意识形成的重要部位。它们的活性增

强，是病人意识恢复的重要基础。”西里古说。

植物人的家庭重燃希望

植物人患者因很难治愈，患病后只能长

期卧床。医生们一直认为，这类病人只能躺

着等死，家人是否有权停止治疗是一个长期

争论的话题。就在本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保护法庭出台规定，植物人的家人有权自己

决定让病人死亡还是继续治疗，今后不再需

要获得法庭许可。而现在，西里古的新技术

似乎又让这些家庭重燃希望，那些犹豫不决

的家庭将再次陷入挣扎之中。

比利时列日大学科学家斯蒂芬·劳瑞斯

认为，西里古团队的迷走神经刺激疗法是一

种非常具有潜力的疗法，植物人无法治愈的

观点或将改变。但他表示：“这种疗法还不能

植入并治愈所有植物人。我们需要进一步研

究，找到这位法国小伙能恢复意识的背后原

因。”

除继续观察迷走神经电击疗法对这位法

国小伙病情的改进外，西里古团队还将在多

个中心对更多植物人开展类似临床试验，检

测能否在更多病人中成功复制相同疗效。劳

瑞斯希望这些临床试验能获得成功，创造更

多更大的奇迹。“我们不应该过分乐观，但也

不应该悲观绝望。”

（科技日报北京9月27日电）

沉睡 15 年后，植物人醒了
——电击迷走神经让法国病人恢复部分意识

本报记者 聂翠蓉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7日电 （记者聂翠
蓉）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网站 26 日报

道，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公布一款名叫“Loi-

hi”的神经模拟原型芯片，包含的数字电路能

模拟人脑 13 万个神经元和 1.3 亿个突触连

接。该芯片无需再像其他智能芯片那样接受

学习训练，而是利用数据进行自主学习和推

理，且学习能力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强。

大脑神经网络通过神经脉冲传递信息，

并根据电脉冲先后顺序调节神经突触相互连

接的强度，通过不同神经区域的竞争性与协

作性相互作用，产生各种智能行为。而近年

取得重大突破的深度学习类智能系统，需要

事先进行强化训练，才能获得某种识别能力，

一旦遇到从未接触过的特定场景，其“智能”

就会大打折扣。

Loihi 芯片采用了一种“异步激活”的全

新计算方式，来模仿大脑运作模式，组成它的

128 个计算核心每个都包含 1024 个神经元，

总共模拟出人脑 13 万个神经元和 1.3 亿个突

触连接，组成异步神经形态的多核网状结构，

每个神经元都能与成千上万个其他神经元同

时通讯。每个计算核心包括一个学习引擎，

支持各种学习模式，从而让芯片无需依赖云

数据的更新，能够自主学习并实时调整。

测试结果表明，使用美国标准数据库

进行识别对比时，Loihi 的学习效率比其他

智能芯片高 100 万倍，而且完成同一个任务

所消耗的能源可节省近 1000 倍。英特尔公

司副总裁迈克尔·梅伯里表示，该芯片使用

英特尔现有 14 纳米工艺技术就可以生产，

预计明年上半年推出第一代测试芯片，提

供给各个大学和研究所的人工智能专家进

行测试。

Loihi 在遭遇未知环境时的自主操作能

力和持续学习能力，使其在自动化制造和个

性化机器人等领域拥有无限潜力。梅伯里认

为，这种模拟人脑的计算设备将逐渐从概念

变成主流产品，在接下来的 50 年内为人类创

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英特尔发布自主学习原型芯片
无 需 接 受 训 练 拥 有 推 理 能 力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7日电 （记者张梦
然）在英国《自然》杂志 26 日发表的两项独立

行星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地球独特的化

学构成可能源自星子（行星的前体）的熔岩挥

发。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地球、火星和太阳

系其它岩质天体的形成。

地球和其它岩质行星的构成与球状陨石

不同，球状陨石被认为是代表了太阳系内的

原始条件，也曾被认为是地球的构筑材料。

虽然人们已经就这种不同提出了一些解释，

但是无法阐明两者之间的所有差异。

天体物理学家认为，生长中的星子的熔岩

挥发，可部分补充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英

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团队此次发现，正是这一

过程可以解释他们在不同类型天体（如地球和

球状陨石）中观察到的镁同位素差异。

而在另一项独立研究中，英国牛津大学

团队也认为，地球上特定元素的耗散，可能源

自地球前体熔岩的蒸发。他们通过在熔炉中

熔化岩石，重构了地球形成的过程，发现其中

一些元素可能从熔岩中挥发逃逸，并且它们

合乎在地球内部观察到的比例。

两支研究团队都认为，微行星之间的碰

撞，如导致月球形成的大碰撞，可能推动了成

长中天体的熔融和挥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科学家爱德华·杨在相应的新闻与观

点文章中分析指出，理解熔融挥发的物理化

学特性，可以解决不同的行星形成模式之间

的矛盾。他补充说，虽然这些研究不是第一

个提出碰撞在某些元素耗散中发挥作用，但

是它们却有望促进人们进一步研究碰撞如何

塑造了行星的化学构成。

地球独特构成源自诞生时的“大熔炉”
有助解释地球、火星及其他岩质行星形成之谜

根据诺贝尔的遗志，物理学奖被授予“在

物理学领域作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

自1901年设立至今，诺贝尔物理学奖已走过

百年历程，记录了物理学发展史上的无数个

里程碑，已成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尽管诺贝尔物理学奖目前已家喻户

晓，但其背后的一些趣事或许并不为人所

熟知。近日，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为人们梳

理了这些信息。

人选空缺怎么办

自1901年设立至今，诺贝尔物理学奖总

共 颁 发 了 110 次 。 期 间 只 有 1916、1931、

1934、1940、1941 和 1942 这 6 个年份没有颁

发，原因一如组委会所说：“如果候选人的贡

献没有达到要求，那么奖金就会被保留至第

二年。如果第二年仍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

奖金将回流至基金会的初始基金里。”此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诺贝尔奖也鲜少颁发。

有人两次获奖

从 1901 年到 201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共颁发给 204人次，但由于美国物理学家

约翰·巴丁因晶体管效应和超导的 BCS 理

论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6、1972

年），所以总获奖人数是 203人。

独享还是共享

诺贝尔物理学奖有 47 人单独获奖；64

人与他人共同获奖；93 人与另外两人分享

殊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组

委会认为，如果两项研究的贡献不相上下，

那么，每项研究都值得获奖；如果一项研究

由两人或三人完成，那奖金将由他们分

享，但获奖者的人数不能超过 3人。

六月生人获奖最多

如果你是 6 月份出生的人，那恭喜你！

你获得诺奖的几率比其他月份出生的人高。

最年轻的获奖者25岁

俗话说，出名要趁早。迄今为止，诺贝

尔物理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是劳伦斯·布拉

格。1915 年，年仅 25 岁的他凭借用 X 射线

研究晶体内原子和分子结构的贡献，与父亲

亨利·布拉格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最年老的获奖者88岁

迄今诺贝尔物理学奖年龄最大的获奖

者是雷蒙·戴维斯。2002年，他因发现宇宙

X 射线源，与其他人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

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他已 88 岁高龄。可

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有人获不同奖项

玛丽·居里两次获得诺贝尔奖。1903

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由于对放射性的

研究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

年，居里夫人因发现元素钋和镭再次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两获诺

贝尔奖的人。

获奖“父子兵”

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百年历史中，出

现了一些家族成员都获奖的情况。比如居

里夫妇夫唱妇随；另一些家族则是薪火相

传“父子兵”：

英国科学家威廉·布拉格及儿子劳伦

斯·布拉格, 1915年共同获奖。

1922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由

于对于原子结构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同年他的儿子奥格·玻尔出生，53

年后，小玻尔也获得了物理学奖。

1924年，瑞典物理学家曼内·西格巴恩

因为发现X射线光谱，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1981年，捷报再次传来，其儿子凯·
西格巴恩因致力于研发一种用电子检测复合

材料成分和纯度的新技术，而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凯·西格巴恩也被公认是用电子光谱

学（ESCA）发展化学分析技术的带头人。

1906 年，英国科学家约瑟夫·约翰·汤

姆逊，因在气体放电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中

作 出 杰 出 贡 献 ，获 得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 。

1937年，其儿子乔治·汤姆逊因发现电子在

晶体中的干涉现象，与戴维逊分享了 1937

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最容易获奖的领域

诺贝尔物理学奖中，有 34 位获奖者研

究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

（科技日报北京9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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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走神经连接着人脑与身体
的许多部位，对保持清醒、警觉性
及其他基本功能有重要作用。在
胸腔植入迷走神经刺激器，刺激
迷走神经会使从脑干到身体多部
位的关键神经产生微弱电流。

图片来自网络

加拿大温哥华 26日举行第
三十届智能机器人与系统国际
会议，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约两千
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为期 5 天
的活动包括学术研讨会、机器人
展览和机器人比赛等。

图为人们在展览场内观看
一个手术机器人的操作示范。

新华社发（梁森摄）

新款机器人
亮相温哥华

以色列魏兹曼科学院研究人员最近发

现，将 T 淋巴细胞放入实验室低氧环境下

培养后，增强了它们对癌细胞的攻击能力，

提高了对实验鼠身上癌细胞数量的控制能

力，能够用于实体肿瘤治疗。该研究结果

发表在近期出版的《细胞报告》期刊上。

T 淋巴细胞又称杀伤性 T 细胞，可杀

灭受损细胞、癌细胞及感染病毒和其他病

原体的细胞。过去实验室完成的研究显

示，借助 T 淋巴细胞的肿瘤免疫疗法只对

白血病和淋巴瘤有效，而对实体肿瘤无

效。实体肿瘤自身的含氧量通常只有约

5%，远低于实验室培养 T 淋巴细胞正常环

境的含氧量（通常 20%）。因此正常环境下

培养的 T 淋巴细胞能瞄准并消灭癌细胞，

但无法完全消灭恶性肿瘤。

魏兹曼科学院高级研究员盖伊·沙卡

领导的团队在研究中，将 T 淋巴细胞放入

含氧量仅为 1%的实验室环境中培养。沙

卡将低氧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低氧 T 淋巴细

胞比喻为经过高海拔地区训练后的运动

员，它们具有耐低氧的能力。实验显示，低

氧 T 淋巴细胞控制实验小鼠体内肿瘤的成

功率比对照组更高，且抗肿瘤的效果远优

于正常实验室含氧量条件下培养的 T 淋巴

细胞。

低氧T细胞抗癌能力更强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州

立大学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

人员日前称，他们发现强迫性精神障碍（强迫

症）与高智商并无关联，而这与此前的普遍观

点相左，也是人们首次对智商水平与强迫症

两者关系进行的数据分析研究。相关文章发

表在最近的《神经心理学评论》杂志上。

1903年，法国哲学家、医生和心理学家

皮埃尔·珍内特·最先提出了智商水平与强

迫症关联的假设。1909年，西格蒙德·弗洛

伊德则使其普及开来。在现代社会，人们

对智商水平与强迫症相关的误解被《神探

阿蒙》（Monk）等电视节目进一步加深，该

节目让强迫症人士利用超凡智力解开具有

挑战性的难题。

研究人员结合了 98项强迫症患者智商

水平与对照样本的对比研究数据并发现：

强迫症与高智商并无关联，而与相对较低

的标准智商有关，而这可能主要归因于强

迫症造成的反应迟缓，而非智力能力。

强迫症与高智商并无关联

（本栏目稿件来源：《以色列时报》
整编：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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