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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使用当前的

肌电假手，即使能够单独控制所有 5 个手指，

用户一次只能做一个抓握动作。美国研究人

员在《科学报告》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首创了

一种可穿戴的多通道触觉反馈软机械臂带，

通过向机械手用户传达人工触觉，使其能灵

巧使用假手，同时抓握并移动两个物体而不

会折断或掉落，即使他们对两个物体的视线

都受到阻碍。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研究人员研究

了人们能否精确控制施加在两个不同物体上

的握力，用灵巧的人工手同时抓握。在研究

中，他们还通过系统地阻止视觉和触觉反馈

来探索视觉反馈在这个复杂的多任务模型中

所起的作用。他们发现，即使在视觉可用的

情况下，受试者也定性地认为触觉反馈比视

觉反馈重要得多，因为在抓取的物体被破坏

或掉落之前，通常几乎没有视觉上可感知的

警告。

与先前研究相比，同步控制方法缩短了

移动和交付两个物体所需的时间，肢体缺失

受试者与其他受试者在任务关键绩效指标方

面没有显著差异。

新臂带以无创方式集成了多个触觉反馈

通道，配有软致动器，包括振动触觉刺激器，

以指示抓握的物体是否已损坏。臂带设计用

于在对应于拇指、食指和小指的三个位置进

行触觉反馈，以传达施加于手握两个物体的

力的幅度。臂带还配备了三个位于同一位置

的振动触觉致动器，如果抓握中的物体被破

坏，它们会振动以提醒受试者。

在研究展示的多功能控制示例中，受试

者在用拇指和小指拧开水瓶盖的同时，用食

指和中指夹住一张卡片。另一个演示是用三

个手指抓住一个球，而小指同时用于切换电

灯开关。

研究人员表示，实现精细的灵巧控制，不

仅需要解释抓握控制意图，还需要补充触觉

反馈。这项研究旨在解决触觉丧失问题，这

是目前上肢缺失的人进行多任务处理或充分

利用假手的主要障碍。研究有助于未来高度

复杂的双手操作机器人框架，目标是使上肢

缺失的人能够实现目前无法完成的工作和娱

乐目标。

首个能传达人工触觉的多通道臂带问世

新可穿戴设备助假手实现“抓握”自由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福克斯

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2月 9日报道，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表示，他们

在纽约白尾鹿身上发现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变异毒株，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野生动物体

内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美国有 3000万只白

尾鹿，研究人员担心这种鹿可能成为某种新

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来源。

研究人员称，在去年 12 月 13 日到今年 1

月 31 日期间，他们对在纽约斯塔滕岛捕获的

68 头鹿的鼻拭子样本进行了检测，在其中 7

头鹿的样本中发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而

且有些鹿体内存在新冠抗体。这一发现表

明，这些鹿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并且容易被

变异毒株反复感染。

研究人员认为，鹿只会将新冠病毒传给

同类，但也有人担心，新冠病毒可能会发生变

异，从鹿“外溢”到其他物种体内或者进入动

物—人的传播链条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

动物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但美国农业部

称，大多数报告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曾与某

个人类新冠病毒病例有过亲密接触。

最新研究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兽

医微生物学家苏雷什·库奇普迪说：“病毒在动物

中的传播增加了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更重要的

是，为病毒再次变异提供了更多机会。当病毒完

全变异时，当前的疫苗就会失去保护效力。”

库奇普迪说，此前科学家们已经知道鹿

能感染新冠病毒。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去年

8月刊登的一篇新闻报道说，美国农业部研究

人员检测了 2021 年 1 月至 3 月在美国密歇根

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以及纽约州收

集的 385份白尾鹿血液样本，发现 40%的样本

能检测出新冠病毒相关抗体。

库奇普迪也表示，奥密克戎从人类扩散

到鹿身上令人担忧，也可能存在某种新的、具

有疫苗抗性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在非人类宿主

身上进化，但尚未被人类发现。

美国农业部此前曾报告感染新冠病毒的

动物，包括狗、猫、虎、狮子、雪豹、水獭、大猩

猩、水貂以及鹿。

美白尾鹿体内首现奥密克戎变异株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 2月 9日报道，来自法国巴黎天文台和西

班牙安达卢西亚天体物理研究所的一个研究

团队证实，于 2014 年首次映入科学家眼帘的

彗星 2014 UN271 是迄今为止观测到的最大

彗星，目前相关论文已被《天文学和天体物理

学快报》接收。

2014 UN271 彗 星 于 2014 年 首 次 被 发

现，按照习惯用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为“贝

尔纳迪内利-伯恩斯坦”（Bernardinelli-Ber-

nstein）。 当 时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它 起 源 于 奥

尔特云，为天文学家提供了一个调查来自

奥尔特云的原始彗星的机会，研究这样的

原始天体有助于科学家从中了解太阳系的

形成过程。

据悉，国际“暗能量调查”（DES）团队在

寻找太阳系天体时发现了这颗彗星。当时，

彗星距离海王星还很遥远，人们对其大小一

无所知。7 年后，随着它越来越近，科学家发

现它显然比大多数彗星都大，当时认为，它的

直径可能介于 100公里到 370公里之间。

在最新研究中，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研

究人员利用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

阵列提供的数据，研究了从彗星上反射的光

的波长，以了解更多有关彗星大小的信息。

研究人员解释说，他们将重点放在不受

彗星发出的尘埃影响的微波辐射波长上，并

指 出 彗 星 反 射 的 波 长 的 相 对 亮 度 非 常 典

型。他们的计算表明，彗星要反射如此多的

光，直径至少要 137 公里，几乎属于小行星

类别——作为对比，此前人们观测到的最大

彗星纪录是海尔-波普（Hale-Bopp）彗星，直

径约 74 公里。海尔-波普彗星是一颗长周期

彗星，1995年，美国的艾伦·海尔和汤玛斯·波

普分别独立发现了该彗星。

研 究 人 员 还 指 出 ，他 们 对 彗 星 2014

UN271 的测量是迄今为止对彗星反射率（反

照率）进行的最远距离测量。在这样的距离

测量一颗彗星，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它接近太

阳失去冰时，详细测量其大小。

迄 今 观 测 到 的 最 大 彗 星 确 认
有 助 科 学 家 研 究 太 阳 系 形 成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3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美国哈佛大学与埃默里大学研

究人员合作，利用人类干细胞来源的心肌

细胞制造出一种完全自主的“人造鱼”。这

种生物混合装置同时包含生物和人工部

分，能通过心肌收缩，在水中游泳超过 100

天。这一成果有助于开发由活肌肉细胞制

成的人造心脏，并为研究心律失常等心脏

病提供平台。相关论文 10 日发表在《科

学》杂志上。

心脏具有两个功能性调节特征：机械

电信号和自动性，研究人员将其转移到人

造斑马鱼装置内。该装置的灵感来自于斑

马鱼的形状和游泳动作。人造斑马鱼有两

层肌肉细胞，尾鳍两边各有一层。研究人

员利用外部光基因刺激控制其肌肉收缩，

使它像鱼一样游泳。当一方收缩时，另一

方就会伸展。这种伸展会触发机械敏感蛋

白通道打开，从而导致收缩，进而引发伸

展，以此类推，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系统，

可以推动它自主游泳 108天。

研究人员说：“通过两层肌肉之间的心

脏机械电信号，我们重建了每次收缩都会

自动循环的系统。”研究结果突出了反馈机

制在心脏等肌肉泵中的作用。

研究人员还设计了一个自主起搏节

点，就像起搏器一样，控制自发收缩的频率

和节奏。人造鱼的两层肌肉和自主起搏节

点结合在一起，能够产生连续的、自发的、

协调的鳍摆动。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前海洋疾病生物

物理学小组博士后朴成进（音译）说：“因为

有了两种内部起搏机制，我们的鱼比以前

的活得更长，移动得更快，游泳效率更高。”

这一创新为研究心律电信号提供了模型，

也为了解窦房结功能障碍和心律失常的病

理生理学提供了模型。

这种人造鱼的“体能”会随其“年龄”增

加而改善。它的肌肉收缩幅度、最大游泳速

度和肌肉协调性在第一个月都随着心肌细

胞的成熟而提高。最终，人造斑马鱼可达到

与野生斑马鱼相似的速度和游泳效率。

论文资深作者、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学教

授基特·帕克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造一

颗能够代替儿童畸形心脏的人造心脏。”

这项研究中的“人造鱼”，是利用人类

干细胞来源的心肌细胞制造出来的，可谓

是人类干细胞研究的成果之一。什么是干

细胞？作为一类具有自我复制和分化能力

的多潜能细胞，干细胞在一定条件下能够

多向分化为组织细胞，这可是普通细胞所

不具备的“特异功能”。利用这种特质，干

细胞在研发人造器官、治疗遗传性疾病甚

至抗击传染病疫情等方面，都展示出无与

伦比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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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灯火通明的“冰丝带”内，随着发令枪响，

银光闪耀的冰刀划过冰面……经过激烈角

逐，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高亭宇最终以 34 秒

32 的成绩赢得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比赛金牌，并刷新该项目奥运纪录。潮水

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见证着中国速滑

队创造历史的时刻。通往金牌的道路并不容

易，运动员的每一次蹬冰、每一次摆臂，都凝

聚着对速度与精确的不懈追求。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上，几组滑冰

运动员灵动地游走在覆盖着冰雪的“湖面”上，

他们栉风沐雪勇敢地前行，漫天流动的风雪，

在运动员的脚下实时消散，镌刻着“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中英文奥运口号的湖面氤氲

浮现。奥运精神感染着在场所有的观众。火

炬点燃之前，伴随着美妙的和声，五百多个孩

子手持着发光的和平鸽出现在国家体育场的

中央，他们每人脚踏一簇晶莹的雪花，在舞台

上自由自在地欢笑嬉戏，就像五百多名小天使

把和平和微笑带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每一个

观众。童趣与温馨同在，壮观与可爱并存。

无论是速度滑冰中运动员完美的技术动

作，还是开幕式上演员们与脚下大屏幕的精准互

动、都来自于一个更高效、更科技的手段——英

特尔®3DAT三维运动员追踪技术。

体育运动中，训练时提高发力、姿态等要

素的精准度，是提升训练效率的关键，更对运

动表现起到决定性作用。随着视频采集和分

析技术的发展，运动姿态数据处理和运动表现

分析已经成为运动员训练阶段竞争的制高点。

英特尔®3DAT 三维运动员追踪技术是

一个可以精准、实时地采集分析运动员生物

力学数据，帮助运动员高效训练的工具。这

项技术早已被中国速度滑冰队应用于训练

中。3DAT 把先进的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

运动追踪能力从实验室带到了体育竞技。这

一解决方案利用摄像机拍摄运动员进行训练

的过程，而运动员不必佩戴传感器等影响运

动效果的装备，系统将视频数据发送到云端，

在内置英特尔®深度学习加速技术的第三代

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上进行分析，直

接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算法，从视频源

中，提取运动员的关键骨骼点信息、身体关键

部位的姿态、运动轨迹和位置信息等，并进行

三维重建。在三维模型重建的同时生成生物

力学数据，输出精准的运动表现分析。这些

数据及分析可以帮助教练员制定科学正确的

训练方法，为运动员的日常训练提供切实有

用的技术支持。

在速滑运动员训练过程中，以起跑及直

道加速阶段为例。3DAT 会从训练视频源

中，提取速滑运动员的关键骨骼点信息、关键

部位姿态、运动轨迹等进行三维重建，再通过

人工智能分析数据，生成运动员生物力学数

据的参数集。这些参数集就是对运动员进行

评估、指导调整的重要依据。

·在起跑阶段，通过3DAT技术可以生成运

动员的步频、蹬冰（Push off）时间、悬空（Air

time）和地面（Ground time）时间、膝关节角速

度、起跑角速度等一组参数集。这些数据的分

析可以了解起跑姿态对速度的影响；

·在直道阶段，通过 3DAT 可以得到核心

关节、膝关节、髋关节的旋转角度和角速度，以

及运动员的质心的轨迹和加速度，这就可以帮

助运动员分析姿态对蹬冰质量和效率的影响；

·这些数据的积累对于体育科研和运动员

训练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分析一些发挥卓越

的运动员的数据，陆续生成一批数据模型，而

这些表现优异的数据模型将成为运动员和教

练一个个活生生的参考目标和比较对象。

英特尔®3DAT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运动员

高效率训练的重要工具，得益于3DAT系统时

效快、无干扰、高精度、大范围的四大优势，这大

大提高了数据生成的效率和准确率。

·时效快。滞后的数据本身已不具备分

析的价值，为了保证数据发挥其最大价值，

需要提高时效性，为数据“保鲜”。英特尔®

3DAT 技术可以做到当日视频当日出数据，

教练有需要现场即时出数据，让数据具有

实效性。第三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平台，

支持 8 通道 DDR4，64 条 PCI EXPRESS 4.0

通道，全面增强 I/O 吞吐量，实时处理、校验、

统计和分析复杂而庞大的训练数据信息。英

特尔®傲腾™技术提供充足的数据存储容量

的同时，以低延时确保数据处理效率。英特

尔® Scalable Video Technology 支持对摄像

设备采集的大量视频进行高效编码，确保生

成报告或者视频播放的低延时。

·无干扰。由于运行在第三代英特尔®至

强®可扩展处理器上的 3DAT 技术先进的人

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算法，运动员训练中无

需穿戴传感器等影响运动效果的装备，系统

可以直接从训练视频中提取数据进行分析，

对于正常训练不干扰。

·高精度。基于英特尔®至强®集成的 AI

加速技术，让视频数 据 读 取 、预 处 理 、缺 失

帧 修 复 、运 动 数 据 生 成 等 图 像 处 理 更 精

准、高效，测量达像素级精度。3DAT 基于

英特尔® OpenVINO™视觉工具套件进行开

发，进而实现精准、流畅、实时的视频数据读

取、预处理、人脸监测及 ReID。英特尔®深度

学习加速技术，显著提升了深度学习推理和

训练的性能，让模型生成更精准。

·大范围和轻量化。运行在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扩展处理器上的3DAT技术可实现大视

野数据采集。拿花滑运动为例，运动员滑行范

围非常大，得益于先进的 AI分析模型，仅需 2

部摄像设备就可覆盖1800㎡花滑训练场地，所

采集的视频素材完全能够支持生物力学数据

模型的生成。这让设备的部署变得非常容易，

也可以很便捷地跟随队伍转场训练和比赛。

冬奥会期间，3DAT 技术还创造性地融

入 到 艺 术 创 作 的 过 程 中 ，艺 术 家 们 受 到

3DAT 技术的各种人工智能推理的结果，以

及最终输出成果的极大启发创作了很多意想

不到的惊艳的艺术作品。艺术团队借助计算

机视觉、AI 的实时人体检测和位置跟踪技术

让开幕式现场地面上铺设的巨大 LED屏幕变

得“可交互”。冬奥会开幕式上，演员与脚下

大屏幕的“默契”互动就是采用的该技术。在

即将到来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花滑 Gala

秀——一场无关竞赛、只为观赏的大秀上，

3DAT 还将为广大奥运体育迷奉献一个精心

准备的大惊喜。

英特尔®3DAT 技术在未来将落地至健

康、理疗、动画、游戏等更多场景，革新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创造无限精彩。

英特尔一直都在践行宏旨：创造改变世

界的科技，造福地球上每一个人。冬奥会上，

英特尔的创新技术如 AI 数据分析、360°VR

技术平台、VSS 数字孪生场馆模拟仿真系统

等都将得到展现。冬奥只是“科技创造美

好”的缩影，在未来，英特尔将用更多的科技

力量，让全世界更多领域都能感知到触手可

及的美好。

（图文及数据来源：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相关说明：

·性 能 数 据 请 参 阅 www.intel.com/

3gen-xeon-config，结果可能不同。

·实际性能受使用情况、配置和其他因素

的差异影响。更多信息请见 www.Intel.com/

PerformanceIndex。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信息中显示的

日期进行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

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

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

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

他国家的商标。

英特尔 3DAT 技术：AI 助力，洞见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