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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5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医学》杂志 25日在线发表了一

项重磅研究成果：美国科学家团队报告称，一

位下肢完全瘫痪的患者，在接受脊髓电刺激

和复健治疗后，可以再次自主踏步，这在世界

尚属首例。

严重的脊髓损伤可导致高级中枢的功能

连接中断，引起慢性瘫痪。高级中枢负责引

导位于损伤下方的脊髓回路的运动，脊髓回

路与骨骼肌直接相互作用。针对脊髓损伤的

治疗和康复已成为当今医学界的一大课题，

现已表明，脊髓电刺激具有治疗潜力，它可以

促进肌肉自主收缩，甚至使患者站立起来。

此次，美国梅奥诊所科学家克里斯丁·赵

和肯达尔·李，报告了全世界第一例发生脊髓

损伤后下肢完全瘫痪的人类患者再次自主踏

步的案例。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为期 43周的

实验：受试者被植入脊髓电刺激装置，并在研

究环境中接受任务特异性的多模式复健训练。

在实验结束后，患者的腿部肌肉能够产

生自主收缩，不仅可以支撑其站立，还可以踏

步。患者借助前轮助行器，可以在跑步机上

迈开双腿，但需要激活刺激器才能成功踏步。

这是成功重新激活长期休眠的人体脊髓

回路，并使它们能够支持运动的第一例，但患

者仍需训练师协助以保持平衡，同时需要借

助助行器才能踩踏地面。

研究团队总结表示，现阶段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来调查复健训练如何与电刺激相

互作用，以恢复患者所丧失的运动功能，并验

证这种方法是否可以成功用于损伤类型或损

伤持续时间不同的患者。

全球首例！下肢完全瘫痪患者成功踏步

上周，被誉为“最接近理查德·费曼”的麻

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终身教授迈克斯·泰格马

克在北京长江商学院开讲人工智能。他认

为，“关于人工智能，目前只看到了冰山一角，

我们还有巨大的潜力来开启潜伏着的全部智

能，并用它来帮助人类实现繁荣昌盛”。

AI技术将重新定义生
命的未来

泰格马克教授谈到了生命 3.0 的核心理

念。他将生命看作一种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

系统，它的信息（软件）既决定了它的行为，又

决定了它硬件的蓝图。生命形式分为 3 个层

次：生命 1.0 发源于约 40 亿年前的生物阶段，

在其有生阶段都无法重新设计自己的硬件和

软件，只有进化才能带来改变；生命 2.0 从十

万年前开始，也就是人类诞生以来的文化阶

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软

件，比如学习语言、技能等复杂的能力，也可

以重塑自己的世界观和目标；而生命 3.0在地

球上还不存在，但是很多研究人工智能的专

家认为，它可能会在一个世纪以内降临。这

将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重塑的科技阶段，在这

个阶段，生命不仅能极大程度地重新设计自

己的软件，还能重新设计自己的硬件，而不必

等待进化的恩赐。

泰格马克说：“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智能

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生物身上。

但是，从我作为一位物理学家的角度出发，智

能只是运动的基本粒子处理信息的特殊过

程，并没有一条物理定律说‘建造一台比人类

聪明的机器是不可能的’。最近，人工智能在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比如说

AlphaZero，它成功碾压了那些世界顶尖人工

智能研究者花了几十年时间开发的最强围棋

和象棋程序。”

泰格马克还着重谈了 AI 技术在中国的

发展。他认为，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在未来几

十年内出现重大进展，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在

中国。他说：“目前在西方国家，科学研究资

金正遭遇停滞不前甚至日益萎缩的困境，但

是中国却在科研方面，包括人工智能方面投

入了大量资金。中国即将赶超西方，成为人

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跑者。”

AI商业应用前景可期

在对话环节，IBM 中国研究院院长、IBM

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沈晓卫谈到了 AI 技术

目前在商业领域的应用。他说：“今天，人工

智能从商业应用的角度来看，主要还是面向

消费。人工智能通过改变商业运营的流程或

者制造业的方式，来代替一部分人工，使效率

大幅度提高。同时，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基于

知识、数据的决策支持。人工智能是一个工

具，它在改变一个行业的时候必然也会带来

新的机会。人工智能进入行业其实是给每一

家企业，包括传统企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可能

你会被人颠覆，但是你也可能在这个时代成

为一个新的颠覆者。每一家企业都可能成为

一个颠覆者。”

北京前沿国际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郑

卫锋说：“在看待 AI 技术的商业价值时需要

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要学会发现用户的

需求，第二只眼睛要了解哪些技术已经接近

成熟，可以应用到用户需要完成的任务中

去。比如视觉、语音、控制和导航方向。我们

用这种方法就能找到商业价值。目前，人工

智能在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上已经有所突破。

首先是图像识别，现在安全城市，人脸识别已

经在走向成熟；第二个是语音识别；第三个是

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又是

一波非常大的科技浪潮。”

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及高级副总裁江涛

描 述 了 未 来 AI 技 术 可 能 应 用 到 的 商 业 场

景。他说：“从更大的范围来讲，过去 20 年—

30年，我们信息技术解决的是连接的问题，人

与人的连接、人与商品的连接、人与信息的连

接，连接之后，下一个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现在连接完之后都是靠人脑来处理繁杂重复

的工作，而未来重复性、有规律可循、有逻辑

可循的工作可以交给机器，大大降低信息处

理成本。虽然我们训练一个 AI 模型要承担

很高的成本，但是中国有上百万的从业者，机

器可以通过跟他们人机协作，不断地提升效

率和生产力，未来可以产生很大的商业价

值。这个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不是 10 倍、100

倍的提高，我相信是很多个数量级的提高。”

希望AI发展使人类变
得更好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博士曾说：“AI

等颠覆式科技变革，带来对商业模式的颠覆、

社会潜在的负面效应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和谐、

社会创新等问题。我们希望引领更具人文关

怀的科技创新，使科技进步最终能为全人类带

来普遍的福祉。”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

主许成钢教授在《财经》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

中，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引领下一轮的产业革

命表示认同，但同时也指出：“对新技术的盲目

崇拜已经跃跃欲试，反思历次产业革命对人类

带来的教训，警惕对新技术的高估和滥用，才

能让这一次产业革命真正持久地造福人类。”

迈克斯·泰格马克教授认真描述了 AI 的

发展与人类未来的关系。他说：“我们应该更

多地着眼于我们整个星球未来应该是怎样

的，如何通过控制技术发展的方法，最终达到

我们最期待的未来，使得所有人都能够从中

受益。我希望最终 AI 技术不是取代人类，而

是使我们人类变得更好。”

（科技日报北京9月25日电）

定 义 生 命 3.0 塑 造 人 类 未 来
——世界知名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北京开讲人工智能

本报记者 李 钊

迈克斯·泰格马克教授 本报记者 李钊摄

科技日报华盛顿9月24日电（记者刘海
英）地球上存在一个地下无机营养微生物生

态系统，其中的微生物通过剥离周围分子中

的电子来获得能量，维持生存。氢就是一种

很好的电子供体，可以为地下无机营养微生

物提供能源。而一项最新研究称，在古代火

星上或许也曾存在这样一个地下微生物生态

系统，因为在 40亿年前，火星上有充足的氢供

地下微生物繁衍。

该研究由美国、加拿大和德国三国研究

人员完成。他们在《地球与行星科学快报》上

发表论文称，这些氢是火星地表下的水经过

辐射分解后得到的。研究人员根据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奥德赛号”火星探测器

搭载的伽马射线光谱仪采集的数据，测算出

火星地壳中放射性元素钍和钾的丰度，并据

此推断出第三种放射性元素铀的丰度。正是

这三种元素的衰变驱动了水的辐射分解。由

于这些元素以恒定速率衰变，研究人员可以

根据现在的数据推算出 40亿年前火星地壳中

这三种元素的丰度，从而计算出驱动水辐射

分解的辐射通量，最终测算出古代火星地壳

中的氢浓度。

根据计算结果，40亿年前，在火星地表下

几公里厚的区域内，地壳中通过辐射分解产

生的氢足够支撑微生物的生命，其浓度处于

维持当今地球上微生物存活的浓度范围内，

且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数亿年。

自发现火星上有古老的河道和湖床以

来，许多科学家都在探寻火星上是否曾拥有

过生命，有人提出了火星地表下存在生物圈

的假说。研究人员指出，新研究虽证明古代

火星拥有适宜地下生命存活的条件，但这并

不意味着肯定存在生命，而如果古代火星上

曾存在生命，那么地表下的氢则是支持这些

生命的关键要素。

研究人员表示，新发现对于未来的火

星探测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研究表明，

火 星 冰 冻 圈 之 下 被 称 为 亚 低 温 层 高 度 断

裂带（SHZ）的区域，有着古代火星上最持

久的宜居环境，这一区域的物质可能会通

过断层作用和陨石撞击暴露出来，将是测

试 火 星 地 下 生 物 圈 假 说 的 重 要 天 体 生 物

学目标。

古代火星拥有适宜地下生命存活条件

科技日报华盛顿 9月 24日电 （记者

刘海英）美国桑福德—伯纳姆·普利比斯医

学发现研究所研究人员 24日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利用自己

开发的一种新的单细胞分析方法，发现在

小鼠大脑发育阶段，脑细胞中存在的数千

个此前未知的 DNA变异，这为进一步了解

大脑机制提供了新线索。

与身体其他部位的大多数细胞不同，

我们每个脑细胞中的 DNA都是不一样的，

存 在 着 所 谓 的“ 基 因 组 拷 贝 数 变 异 ”

（CNVs）。正是脑细胞中 DNA 的这些变

化，才会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和自闭症，才

会使我们的个性发展因人而异。但由于目

前用于研究单个脑细胞中“基因组拷贝数

变异”的技术尚不完备，科学家还无法检测

100 万个碱基对以下的 DNA 序列，因此对

“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的许多细节信息也就

不甚了解，例如这些变化是何时出现的？

它们的位置在哪里？这些变化是随机的还

是受调控的？等等。

为此，该团队开发出一种与机器学习

技术相结合的单细胞分析方法，允许他们

检测 100 万个碱基对以下的 DNA 序列中

发生的拷贝数变异情况。运用新方法，研

究人员发现，在小鼠出生之前大脑发育过

程中，存在数千个此前未知的 DNA 变异。

尽管这些变异随机分布在整个基因组中，

但它们在神经形成这一大脑发育的关键阶

段达到顶峰，表明其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

应有一种调控机制在起作用。

研究人员指出，他们的研究表明，胎儿

的大脑是由无数个复杂的基因变异组合而

成的，这些变异在婴儿出生之前就已经形

成，是大脑细胞发育及多样化的基础。新

研究填补了科学家对大脑中“基因组拷贝

数变异”理解的关键空白，有助进一步了解

大脑机制。

孩子能快速掌握复杂的语言，智力超

越大多数生物，就是因为大脑先天的优

势。但灵长类的神经系统为何在千万年间

加速变异，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依靠新的探查技

术，我们或许能更深刻理解智力的由来，并

且珍惜自然赐予的这份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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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5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近日报道，瑞典研

究人员确定了实验鼠外周听觉系统中的 4

种神经元，其中 3 种为新发现的。他们指

出，对这些细胞进行分析有望带来针对各

种听力障碍的新疗法。研究发表于近期

《自然·通讯》杂志。

当声音到达内耳时，它被转换成电信

号，通过耳蜗中的耳朵神经细胞传递到大

脑。以前，这些细胞大多数被认为属于两种

类型：1型和 2型神经元，其中 1型神经元传

递大部分听觉信息。而新研究表明，1型神

经元实际上包含三种非常不同的细胞类型。

该团队使用单细胞 RNA 测序技术对

小鼠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在神经细胞内表

达的基因目录，这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理

解听觉系统并设计新疗法和药物。研究人

员还通过对成年小鼠的比较研究证明，这

些不同类型的神经元在出生时已经存在。

最新研究负责人、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神经科学系研究组组长弗朗索瓦·拉勒门

德说：“我们现在知道中央听觉系统有三条

不同的路线，而非一条，这使我们更容易理

解听觉中不同神经元所起的作用；我们还

绘制了哪些基因能在哪些细胞中‘大显身

手’的图谱。”

拉勒门德指出，新研究为开发用于治

疗各种听力障碍（如耳鸣）的新疗法开辟了

道路，绘制出的图谱也有助于科学家找到

方法来影响体内个体神经细胞的功能。

该研究表明，这三种神经元可能在解

码声音强度（即音量）方面起作用，这一功

能对于嘈杂环境下进行对话——依赖于滤

除背景噪声的能力——至关重要，而这一

能力与不同形式的听力障碍，如耳鸣或听

觉过敏（对声音过敏）等有关。

拉勒门德解释说：“一旦我们知道哪些

神经元会引起听觉过敏，我们就能开始研

究新疗法来保护或修复它们。下一步是展

示这些神经细胞对听觉系统有什么影响，

从而帮助开发出更好的助听器如耳蜗植入

物等。”

实验鼠内耳发现三种新神经元
有助开发听觉障碍新疗法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5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在线发表的

一项肿瘤学研究，美国科学家团队对数千

种 BRCA1 基因变异按功能进行了前所未

有的精确分类，报告了 BRCA1 基因变异

的致癌风险分析结果。这次“功能评分”，

对筛查乳腺癌和卵巢癌患病风险的基因检

测解读具有临床意义。

BRCA1是一种人体肿瘤抑制基因，负

责维持细胞基因组的稳定性，防止调控细

胞增殖和肿瘤生长的基因突变发生积累。

而 BRCA1 失去功能的突变，被认为与易

患早发型乳腺癌和卵巢癌有关。截至目

前，虽然已发现的 BRCA1 基因变异有数

千种，但许多都被列为“意义未明的变异”，

给人类患癌风险的评估带来了巨大挑战。

要弄清这些意义未明的变异，其中一

个方法是检测变异基因的表达是否具有恢

复 DNA修复的功能，这也是肿瘤抑制过程

的一部分。鉴于此，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

杰·申德鲁及同事，运用基因组编辑技术，

对 BRCA1基因功能至关重要的 13个外显

子上的近 4000 种单核苷酸变异（SNV）的

功能进行了评估，并在 2000 万个人类单倍

体（HAP1）细胞中进行了后续细胞存活率

测定。

最后，研究团队识别出了约 300 种会

干扰表达的 SNV 以及 400 多种错义突变

的 SNV（会导致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改

变），发现这些变异并无实际功能（不破坏

基因的原有功能）。这些功能评分与已知

的致病性变异或良性变异的临床评估密

切相关。

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细胞系相比，

HAP1 细胞系可能不是生理学上的最优模

型，但与临床评估的高度相关性验证了数

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科学家肯定了

“功能评分”对变异分类的重要价值，并认

为研究结果可直接应用于 BRCA1 基因筛

查的解读。

BRCA1基因变异致癌风险分析出炉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城市的复生
近日举办的“2018首尔城市复生博览会”吸引了大量关注。首

尔市政府过去数年间对老旧、失效的城市公共设施“苦心孤诣”的重
新规划、设计和重建换来了回报，满载历史但是乏人问津的老旧空
间正在重回都市生活的中心位置。目前首尔市内约已经完成和正
在进行的城市更新项目达到130多个。

其中，位于首尔市麻浦区的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始建于1973年
中东石油危机之后，2000年因安全隐患废弃。经过精心设计和多
年改造，这里已经变身为人气高涨的麻浦石油储备基地文化公园。
原有的6个石油储存库的内外墙和护墙经过解构后再次使用，为公
园带来了富有吸引力的工业风格。图①改造后的文化公园。②公
园内的现场演出。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举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