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30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物理学》杂志 30日在线发表

的一项最新研究，欧洲科学家团队详细介绍

了一种预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新方法，

将经济增长视为一套物理系统，通过复杂系

统物理建模对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并预

测该系统的动态。新方法可以补充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准确度甚至更优。

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

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

价值的总和，常被认为是衡量国家（或地区）

经济状况的指标。

而对一个国家的复杂经济系统建模是

极大的挑战。尽管经济学家可以获取的数

据越来越多，但从海量的数据中得出可靠

的、重现性好的结果，远非易事。因此有人

提出让复杂系统物理学来帮忙：这一领域的

技术优越性在于，可以对难以从单个要素中

分析的系统进行建模，例如流行病蔓延、交

通流量变化等。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研究人

员安德鲁·塔切拉及其同事开发的这套 GDP

预测方法的基本理念是：在已知的历史数据

中找到未知的复杂系统的近似模拟，并观察

模拟的时间演化，从而对复杂系统的行为进

行预测。

不过，这种方法只有在使用低维模型

（维度即输入变量的个数）时才可靠，而任意

添加数据反而会降低预测可靠性。因此，研

究人员只用两个变量进行了有效的 GDP 预

测——国家人均 GDP 和“健康度”（fitness）。

其中，“健康度”是研究者对出口数据运行大量

计算后构建的一个衡量国家竞争力的单量。

团队随后将自己作出的预测与 IMF 基

于既往数据的预测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他们的预测平均准确度高了 25%。同时，两

套预测模型误差无相关性，意味着两种方

法 对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的 预 期 具 有 互 补

性，预示了未来两者连用以提高预测准确

性的可能。

物 理 建 模 预 测 GDP 准 确 度 高
甚 至 优 于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方 法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30日电 （实习生

郭子朔）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究人

员研制出一种硅芯片，它精准分发光信号

的能力，为未来的神经网络研究提供了一

种潜在设计方法。

人脑拥有数十亿神经元（神经细胞），

每个神经元之间都存在着上千个连接点。

许多研究项目致力于制造人工神经网络电

路来模拟大脑，但是，像半导体电路这类传

统电子器件，通常无法满足正常运作的神

经网络中极其复杂的线路需求。

NIST团队建议使用光取代电流作为信

号媒介。在解决复杂问题方面，神经网络已

展示出卓越的能力，比如快速识别模式类型

和精确分析数据等。光的应用则将进一步

加快信号传播速度，并消除电荷干扰。

NIST 团队物理学家杰夫·奇利斯说：

“光的优点在于可进一步优化神经网络的

性能，使其能进行精确的科学性数据分析，

例如搜索类地行星以及用于量子信息科学

等，并加速高智能无人驾驶汽车控制系统

的开发研究。”

据报道，NIST设计的芯片通过两层光

子波导的垂直堆叠，攻克了光信号应用中

的主要难题。这种结构将光限制于狭小的

路线中进行光信号路由，这很大程度上类

似于采用电线路由电信号。这种三维设计

使复杂的路由机制得以运行，进而完成模

仿神经系统运作过程的必要步骤。

研究人员表示，激光通过光纤传输到

芯片中。根据选定的光的强度以及分布模

式，芯片会将每个输入路由到输出组。为

评估输出结果，他们制作出输出信号的图

像。结果表明，该种方法的最终输出高度

均匀，误差率低，实现了精准的功率分布。

研究团队表示，他们真正做到了两件

事。一是开始运用三维设计模型实现传输

中更多的光学连接；另外，新型测量技术的

成功开发使得光子系统中众多设备的特性

得以体现。随着人们对于光电子神经系统

的大规模深入研究，这两种突破将会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神经网络已经是人工智能界的当红技

术，无论是图像识别、人脸识别还是自然语言

处理，都要用到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确实强

大，却也恰恰因为它的强大，对最底层芯片提

出了新挑战。可以预见的是，传统芯片总有

一天会无法负荷人工智能时代提出的计算要

求，此时，“光”闪亮登场，被寄予厚望——用光

路代替电路，数据传输和处理速度能变得更

快。已有很多团队在研发光学芯片，不过，成

果一般都还处在实验室阶段，走向工业化还

要考虑成本、一致性和稳定性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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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一种具有进行性痴呆表现的病，

被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如今 100 多年过去

了，医学界依然没有完全弄清其病因，也没有

找到可治愈的办法。

最新的成果是，加拿大科学家进行了一

项一期临床试验，用无创、可逆的方式开放了

5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血脑屏障，且这一操

作流程非常安全；而在病理研究方面，美国一

项小鼠研究显示，脑膜淋巴管功能障碍或是

加重阿尔茨海默症病人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

因素。

快速可逆的开放血脑屏障

为了保护相对独立的大脑组织，进化过

程中脑和身体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血脑屏障（BBB）。

血脑屏障会阻碍治疗药物到达脑部。而

聚焦超声联合微泡技术可以有效开放血脑屏

障，清除阿尔茨海默症动物模型脑中的淀粉

样蛋白。此外，聚焦超声还能通过植入装置

作用于脑瘤患者。

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的这

项一期临床试验，加拿大森尼布鲁克健康科

学中心尼尔·李普斯曼及同事，利用无创装

置，对 5 名轻到中度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三名

男性、两名女性）右侧大脑额叶的淀粉样蛋白

聚集区域进行聚焦超声辐照。结果显示，这

一操作能快速、可逆地开放五位患者的血脑

屏障，并不会出现显著的不良反应。

目前的研究证明，该操作流程很安全，

这无疑为众多深陷其中的患者带来曙光。

不过，患者的淀粉样蛋白成像标记和认知功

能，均未检测到明显的临床变化。换句话

说，聚焦超声对改善阿尔茨海默症临床症状

的功效尚无定论，究竟能否有效清除淀粉样

蛋白并改善认知功能，仍需大规模研究加以

证实。

厘清病情加重的原因

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多发生在老年

期，以大脑认知功能进行性丧失为特征。这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而脑膜淋巴管

是中枢神经鞘膜内部引流大分子的淋巴管

网，现在科学家认为，脑膜淋巴管功能障碍，

或是阿尔茨海默症病理和年龄相关性认知功

能障碍加重的一个因素。

此前，研究人员在啮齿类动物、非人灵长

类动物和人类的脑膜内都发现了淋巴管，但

对淋巴管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功能以及在中

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作用尚不清楚。

而在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在线发表的一

项小鼠研究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科学家琼

纳森·奇普尼斯及其同事证实，脑膜淋巴管能

将中枢神经系统脑脊液和脑组织间液中的大

分子引流到颈部淋巴结。他们发现，成年幼

鼠的脑膜淋巴功能受损会导致学习和记忆能

力下降。此外，年老小鼠的脑膜淋巴功能受

到严重破坏，或导致了一部分与年龄相关的

认知功能障碍。而在接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C 治疗后，其脑膜淋巴管清除脑脊液和脑组

织间液中大分子的能力增强，学习和记忆能

力也相应提高。

在阿尔茨海默症转基因小鼠模型中，脑

膜淋巴功能受损会促进脑膜中的淀粉样蛋白

沉积，这与人类阿尔茨海默症的脑膜病理表

现非常相似。研究团队因此认为，增强脑膜

淋巴功能，或能预防或延缓年龄相关的神经

系统疾病。

不断逼近病因真相

人类至今对阿尔茨海默症束手无策，一

个重要原因是致病原因的“缺位”。

以病理学来看，β-淀粉样蛋白(Aβ)沉

积形成的老年斑、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导致的

神经原纤维缠结，以及神经元死亡和突触丢

失，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三大重要特征，

因此也派生出了三大学说，长期争论不休。

但对于患者个体而言，该病出现的可能

因素竟然多达 30 余种，包括家族史、女性、头

部外伤、低教育水平、甲状腺病、母育龄过高

或过低、病毒感染等等。

这样一种起因不明、无法治愈的病，却并

不罕见。根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症协会统计，

目前全球共有约 4800 万名患者。亦因此，科

学界在研究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机制和探索

相应的治疗方案方面投入了巨大心血，除了

病理研究不断逼近病因真相，还有一些药物

的问世在预防及治疗上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虽然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但如

果把人类大脑比作迷宫的话，探索才刚刚开

始，要想真正预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还需

要勇敢地在这座迷宫中走下去。

（科技日报北京7月30日电）

血 脑 屏 障 无 创 打 开 ，病 情 加 重 原 因 逐 渐 厘 清 ——

阿 尔 茨 海 默 症 患 者 看 到 希 望

科技日报北京7月 30日电 （记者刘霞）
据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官网近日消息，该校

科学家完善相关技术，研制出了迄今储存密

度最高的固态存储器，其存储能力相比目前

计算机存储设备提高了 1000倍。

最新研究负责人、该校物理系博士研究

生罗申·卡尔表示：“从根本上来说，借助新存

储器，你可以将 iTunes 上所有的 4500 万首歌

曲存储到 25 美分硬币大小的表面上。5 年

前，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研究团队用到了他们研发出来的用于制

造原子级电路的技术，这一技术可以快速去

除或替换单个氢原子，这就使存储器可被重

写，因此，可为计算机提供更高效的固态硬盘

类型。

为演示新存储器，研究人员将整个字

母 表 以 138 太 字 节/平 方 英 寸 的 密 度 进 行

编码，大约等同于将 35 万个字母写到一粒

米上。

阿卡尔强调说，之前的原子级计算存储

设备只在极低温条件下才能保持稳定，而新

存储器在室温下也能工作。这项技术最直接

的应用领域可能是数据存档。接下来，他们

将进一步提高读写速度，使其能在更多领域

大显身手。

最新研究另一负责人、该校物理学教授

罗伯特·沃尔科对原子级物理领域非常精

通。他完善了纳米尖端方面的技术，使科学

家能在硅芯片上操控单个原子。这一技术

目前已达拐点，研究人员正致力于让可应用

于所有技术领域的原子级制造实现商业化

生产。

迄今存储密度最高的固态存储器问世
容量等同于将 35万个字母写到一粒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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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梦然

日前，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公益监督局流行病学中心科学研究所

的代表向卫星通讯社表示，俄科学家已

研制出一批可以破坏乙型肝炎（简称“乙

肝”）病毒基因组的药物，该药物或在 6

年后上市。

专家表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类似药

物，现有药物只能抑制但无法杀灭病毒。

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下属临床诊断科

学咨询中心负责人丘拉诺夫表示：“截至不

久前，破坏目标病毒基因在技术上还是不

可 行 的 。 我 们 药 物 的 作 用 是 基 于 新 型

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

据悉，该种药物的临床前试验将于

2019年开始，5年后或步入俄医药市场。

专家指出，俄罗斯约 300 万人患有慢

性乙肝，全球患病人数超过 2.5 亿，每年死

于这一疾病的人数超过 100万。

杀灭乙肝病毒药物开发成功

据俄罗斯“5-100 计划”新闻办公室透

露，军民两用吸收无线电波的复合材料已

经研制成功。“5-100 计划”是俄罗斯为支

持本国一流高校而启动的国家项目，目前

共有 21所高校入选。

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工程建筑

学院“特种建筑和设施建设”教研室研究生

阿尔乔姆·切尔卡申表示：“首先，军方可能

对研制出的这种材料感兴趣，例如，隐藏战

略目标，避免被各类雷达发现。同时该材

料也可用于工业和民用建筑，以减少现场

无线电波的水平。”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 房琳琳）

吸收无线电波的复合材料可军民两用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加拿大的国

家肉牛战略是，计划到 2020 年将生产效率提

升 15%；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到 2020年将成

本劣势降低 7%。”7 月 27 日—29 日，第三届全

国肉牛生产应用技术与产业经济研讨会在北

京举行，加拿大肉牛业发展协会执行会长迈

克尔·拉蒂默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1825 年，英国品种的牛进口到加拿大东

部；1905 年，加拿大颁布《动物系谱法》；20 世

纪 50 年代，加拿大西部建立育肥场；1994 年，

加拿大建立牛肉分级系统，这被称为是世界

上最为严格的牛肉品质定级制度之一。

“加拿大的牛肉生产系统，从出生到屠宰

的过程大约需要 18—21个月。加拿大肉牛的

优势在于，在加拿大联邦法律《动物系谱法》

监督下成立品种协会，建立了‘良种登记册’

用于维护品种纯度，还建立了基于 DNA 检测

的系谱信息。除此以外，品种协会建立了品

种改良计划，收集重要的生产特征数据，用于

EPDs（估计育种值）的计算以及科学研究，使

从前无法通过表现型选育的性状逐渐被用于

育种工作。”拉蒂默说。

根据 2017 年 3 月 CanFax 的研究报告，加

拿大有 6.8 万个肉牛生产者（育种场），共有

1210万头牛（肉牛+奶牛）。

拉蒂默说，加拿大肉牛的遗传优势是，英

国和大陆品种（家牛）与大多数本地品种牛杂

交良好，生产出适应性强、肉质好、瘦肉产量

高的肉牛。同时，加拿大肉牛性情温顺，能适

应不同的环境（寒冷、炎热、海拔等），易产犊，

生长速度快、繁育能力强。如今，加拿大家畜

的可追溯性可做到个体动物的识别、产地识

别（农场位置）等。

据悉，此次大会由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

会肉牛经济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加拿大肉牛

产业合作联盟联合主办。

加拿大国家肉牛战略：

到2020年生产效率提升15%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30日电 （记者刘
霞）据英国剑桥大学官网近日消息，该校研

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撰文指

出，铌钨氧化物拥有更高的锂通过速度，可

用于研制更快速充电的电池，而且，该氧化

物的物理结构和化学行为有助他们深入了

解如何构建安全、超快速充电电池。

在寻找新电极材料时，研究人员通常

尝试使材料颗粒变得更小，但制造含有纳

米粒子的实用电池很困难：电解液会产生

更多不必要的化学反应，因此电池的使用

寿命不长，而且制造成本也很高。最新研

究中使用的铌钨氧化物具有坚硬而开放的

结构，其不捕获插入的锂，并且粒子的大小

比许多其他电极材料更大。

研究第一作者、剑桥大学化学系博士

后研究员肯特·格里菲斯解释说：“许多电

池材料都基于相同的两个或三个晶体结

构，但这些铌钨氧化物根本不同。氧化物

通过氧气‘支柱’保持打开，使锂离子能以

三维方式穿过它们，这意味着更多锂离子

可以穿过，且速度更快。测量结果也显示，

锂离子通过氧化物的速度，以比在典型电

极材料高几个数量级。”

除了高锂迁移率外，铌钨氧化物也易

于制造。格里菲斯说：“许多纳米粒子结构

需要多个步骤来合成，但这些氧化物很容

易制造，不需要额外的化学品或溶剂。”

目前锂离子电池中的大多数负极都由

石墨制成，石墨具有高能量密度，但当以高

倍率充电时，往往会形成被称为“枝晶”的

细长锂金属纤维，这会造成短路并导致电

池着火，甚至发生爆炸。

格里菲斯说：“在高倍率应用中，安全

性比其他任何操作环境都要重要。对于需

要更安全的石墨替代品的快速充电应用而

言，这些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材料，绝对值得

关注。”

铌钨氧化物有助研制更安全快充电池

创新连线·俄罗斯

想上中国空间站的欧洲宇航员
近日，在德国科隆的欧洲宇航员中心，德国宇航员马蒂亚斯·毛雷尔对记者讲起了他的“中

国故事”，并透露了自己的心愿——想上中国空间站。
图为毛雷尔在欧洲航天局哥伦布实验舱的模拟舱内展示实验操作。

新华社记者 张毅荣摄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