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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美国弗吉

尼亚理工大学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刊文称，他们找到了

一种方法，可以用紫外线做能源、氯化铝

作催化剂，将塑料垃圾聚苯乙烯转化为

更有价值的产品，用来制造香料和药物

等。他们新研制出的工艺不仅节能，也

适用于其他塑料，有助于减少垃圾污染，

保护环境。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世界上只有不到

10%的聚苯乙烯被回收。聚苯乙烯本身价

值比较低，分解成本高，废料的运输成本也

高，许多国家根本不回收，因为没有经济激

励措施。由聚苯乙烯制成的保护性包装和

食品容器被丢弃后不会自然分解，它们经

常通过河流入海，有些也被焚烧，释放出有

毒化学物质。

在本研究中，团队使用紫外线作为能

源，用氯化铝作为催化剂来分解聚苯乙烯

的化学结构，然后再使用相同的催化剂，并

加入二氯甲烷（一种通常用作溶剂的透明

液体），生成二苯基甲烷。二苯基甲烷是一

种常用于香料和药物的化学物质，其价值

是聚苯乙烯本身的 10倍。

研究团队指出，最新反应在常温和常

压下进行，与现有聚苯乙烯回收方法相比，

所需能量更少。经济分析表明，该流程易

于采用，如大规模开展，有可能盈利。此

外，最新反应不需要严苛的条件、昂贵的催

化剂或奇特的反应，使用的材料都非常容

易获得。

研究人员还指出，他们的新工艺也适

用于几乎所有其他塑料，有助于将最大的

环境威胁之一转变为可持续的循环经济。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布沙拉·艾-杜瑞

则表示，虽然最新方法比现有的回收方法

更具成本效益，但缺点是随着规模的扩大，

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此外，该工艺还使用

了一些对环境不友好的溶剂，这可能会妨

碍其大规模展开。

塑料垃圾经简单化学反应“变废为宝”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葡萄牙科学

家在最新一期《应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论

文称，等离子体可以帮助宇航员从富含二

氧化碳的火星大气中制造氧气和其他关键

资源。

里斯本大学的瓦斯科·格拉及其同事

证明，由带电粒子构成、类似气体的等离子

体可以通过振动，将二氧化碳分解为其组

成成分碳和氧，将这一过程与滤膜结合，宇

航员就可以在火星上制造氧气。他说：“火

星拥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可以利用等离

子体技术制造氧气。”

目前，火星上已经有一个制氧装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星氧气

原位资源利用实验（MOXIE），安装在“毅

力”号火星车上。它利用高压和高温分离

二氧化碳，然后用稳定的锆制成的膜过滤

出氧气。格拉指出，一种类似的膜可以与

等离子体搭配，用以在火星上制造氧气。

这种膜比 MOXIE 的电驱动方法更有效，

更容易在火星表面进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负责 MOXIE 项目

的迈克尔·赫克特说，格拉团队的工作代表

了等离子技术的重要进步，但其效率不太

可能超过 MOXIE 的效率，因为 MOXIE 生

产氧气的效率已经接近理论极限。

不过，赫克特也表示，等离子体可以被

微调，以不同的分子频率振动，使其能够

分离出其他分子并制造出 MOXIE 无法

生产的资源，如氮和一氧化氮。“等离子也

可用于为肥料制造氮和一氧化碳等，用途

更广泛”。

当然，这项技术距离在火星上使用还

有一段距离，格拉团队希望能在未来几年

内制造出一个原型。一旦该技术被证明可

行，就可以执行太空任务。

等离子体或可在火星上制造氧气和肥料

科技日报北京8月21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设计并制造了一

种直接在内存中运行计算的芯片，可运行各

种人工智能（AI）应用，而且它能在保持高精

度的同时，仅消耗通用 AI计算平台所耗能

量的一小部分，兼具高效率和通用性。相关

研究发表在最近的《自然》杂志上。

这款名为 NeuRRAM 的神经形态芯

片使 AI 离在与云断开的广泛边缘设备上

运行又近了一步。在云中，AI计算可随时

随地执行复杂的认知任务，而不需要依赖

与中央服务器的网络连接。从智能手表到

虚拟现实（VR）耳机、智能耳机、工厂中的

智能传感器和用于太空探索的漫游车，其

应用比比皆是，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

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NeuRRAM 芯片的能效不仅是目前

最先进的“内存计算”芯片（一种在内存

中运行计算的 创 新 混 合 芯 片）的 两 倍 ，

而 且 它 提 供 的 结 果 也 与 传 统 数 字 芯 片

一样准确。传统的 AI 平台要庞大得多，

通常受限于使用在云中运行的大型数据

服务器。

此外，NeuRRAM 芯片具有高度的通

用性，支持多种不同的神经网络模型和架

构。因此，该芯片可用于许多不同的应用，

包括图像识别和重建以及语音识别。

目前，AI计算既耗电又昂贵。边缘设

备上的大多数 AI 应用程序都涉及将数据

从设备移动到云端，AI在云端对其进行处

理和分析，然后将结果移回设备。

通过降低边缘 AI 计算所需的功耗，

这款 NeuRRAM 芯片可带来更强大、更

智能、更易于访问的边缘设备和更智能

的制造。它还可带来更好的数据隐私，

因为将数据从设备传输到云会带来更高的

安全风险。

研究人员通过一种名为能量延迟乘积

（EDP）的方法来测量芯片的能效。EDP结

合了每次操作所消耗的能量和完成操作所

需的时间。通过这一措施，NeuRRAM 芯

片实现了比目前最先进芯片高 7—13 倍的

计算密度。

研究人员在芯片上运行各种人工智

能任务。它在手写数字识别任务上准确

率 达 到 99% ，在 图 像 分 类 任 务 上 达 到

85.7%，在谷歌语音命令识别任务上达到

84.7%。此外，该芯片还在图像恢复任务

中减少了 70%的图像重建误差。这些结

果可以与现有的数字芯片相媲美，后者

在相同的精度下执行计算，但大大节省

了能源。

与经典计算相比，AI计算的许多数据

处理都涉及矩阵乘法和加法，以及海量的

并行工作，如何在保持 AI芯片精度的前提

下还做到节能呢？最终该用什么路线去实

现，其实依然众说纷纭。但这也正是一项

新技术的特点与魅力——在探索阶段百花

齐放。就像本文中团队实现的神经形态芯

片，其最大的吸引人之处，正是它兼具了高

能效与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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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一个研

究团队造出了一种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脑

电图（EEG）电极帽，用于测量笔点大小的大

脑模型中的脑电活动，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

了解神经疾病以及危险化学物质如何影响

大脑。相关论文 17 日发表在《科学进展》杂

志上。

脑类器官也称为“迷你大脑”，是实验室

培养的人脑细胞球，它模仿了大脑的一些结

构和功能。“为微型器官创造微型仪器是一项

挑战，但这项发明是新研究的基础。”微型电

极帽的发明者之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

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师大卫·格拉西亚斯说，

“这为理解人脑的发育和工作提供了一个重

要工具。”

自从十多年前首次创造出类器官以来，

研究人员对干细胞进行了改造，创造出小型

的肾脏、肺、肝脏和大脑。这些复杂的微模

型被用来研究器官是如何发育的。类器官，

特别是迷你大脑，在医学研究中越来越重

要，因为它们可用于原本需要人类或动物测

试的实验。

然而，传统仪器只能检查类器官表面的

有限的细胞，研究人员希望了解尽可能多的

大脑细胞，以了解这些细胞的状态，它们如何

交流以及它们的时空电模式。

受普通电极帽的启发，研究小组利用带

有导电聚合物涂层金属电极的自折叠聚合

物小叶，为脑类器官创造了微型脑电图电极

帽。微型帽包裹着脑类器官的整个球，能够

对整个表面进行 3D 记录，这样研究人员就

可以在药物测试期间“收听”神经元的自发

电通信。预计该数据将优于传统电极的电

流读数。

研究人员表示，有了类器官的更详细信

息，就可以研究消费品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如

杀虫剂、阻燃剂等是否会导致大脑发育问

题。此外，他们还希望这种微型帽能减少传

统测试化学物质所需的动物数量。

超小脑电图电极帽更详尽检测类器官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质子或比我们

此前认为得更复杂。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在最

新一期《自然》杂志上刊发论文称，他们发现

了强有力证据，证明质子也包含一个粲夸

克 。 这 一 发 现 或 将 对 在 大 型 强 子 对 撞 机

（LHC）上开展的粒子物理实验产生影响。

夸克是一种基本粒子，已知有 6 种夸克：

上、下、顶、底、粲、奇异夸克，通常情况下，2个

或 3 个夸克结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亚原子粒子

强子（如质子和中子）。教科书上称，质子包

含两个上夸克和一个下夸克。

但在量子力学领域，粒子的结构由概率

决定，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在质子内部，

其他夸克有可能以物质—反物质对的形式出

现。1980 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缪子

合作组的一项实验指出，质子可能含有粲夸

克和反粲夸克，但并未最终定论。随后不少

科学家试图确定质子中粲夸克的成分，但结

果相互矛盾。

在最新研究中，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

学的朱利安·罗霍及其同事发现了证据，证明

质子动量的一小部分（约 0.5%）来自粲夸克。

为分离出粲夸克，罗霍团队使用机器学习

模拟了由所有不同夸克组成的假想质子的结

构，并与数十年来粒子加速器实验中50多万次

真实碰撞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

如果质子不包含粲夸克—反粲夸克对，获得实

验结果的几率为 0.3%（统计显著性为 3 西格

玛），需要开展更多研究将结果提升到5西格玛

水平——宣布某一结果为“发现”的阈值。团

队也研究了LHC底夸克实验（LHCb）Z玻色子

实验的最新结果，并分别模拟了有无粲夸克时

质子动量的统计分布。结果发现如果假设质

子包含粲夸克，则模型与结果更匹配。

剑桥大学科学家哈里·克利夫说，质子包

含粲夸克可能对 LHC 等粒子加速器上开展

的其他物理实验产生影响，因为它们依赖质

子结构的精确模型。罗霍表示，冰立方中微

子观测站可能也需要考虑这种新结构。

有力证据显示质子可能含一个粲夸克
将对依赖质子结构精确模型实验产生影响

自首个正式记录的病例在医学会议上报

告以来，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在人类

疾病谱中已经存在了 115年，是世界上最具毁

灭性的疾病之一。

在寻找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方面，科学

家们数十年殚精竭虑，却收效甚微——目前

唯一获批被用于治疗该疾病的药物也只能暂

时缓解一些症状。不过，英国雷丁大学神经

学家马克·达拉斯博士近期对英国《每日邮

报》表示，随着一些新疗法的不断涌现和改

进，未来十年，科学家们将在治疗阿尔茨海默

病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疫苗

去年 11 月，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布莱根妇

女医院宣布将率先开展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

鼻腔疫苗的首次人体试验，旨在预防或减缓

该疾病的恶化。

黏性斑块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当

β-淀粉样蛋白在神经细胞之间积聚时，斑块

就会形成，这可能会破坏一个人思考或回忆

信息的能力。鉴于此，该疫苗将一种名为

Protollin的药物直接喷入鼻腔，目的是激活免

疫细胞以去除斑块。

此次Ⅰ期临床试验招募了 16 名年龄在

60—85岁之间的早期无症状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他们将间隔一周接受两剂鼻腔疫苗。

据悉，研究人员对此疫苗已开展近 20 年

临床前工作，未来还将开展两期试验，以测试

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抗体疗法

目前最有希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抗

体是 TAP01，它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携手

开发。

哥廷根大学的托马斯·拜尔教授说：“我

们在小鼠体内发现了一种抗体，它可以中和

截短形式的可溶性β-淀粉样蛋白，但不会与

正常形式的蛋白质或斑块结合。”

研究小组随后在两种不同的阿尔茨海默

病小鼠模型中测试了“人源化”抗体，发现抗

体有助于恢复神经元功能，增加大脑中的葡

萄糖代谢，恢复记忆力丧失。

莱斯特大学化学生物学专家马克·卡尔

教授补充说：“虽然这项研究目前仍处于早期

阶段，但如果这些结果能够在人类临床试验

中得到复制，那么可能是革命性的。”

此外，今年3月，全球制药巨头罗氏宣布启

动名为 SKYLINE 的临床试验，以验证一种新

的甘特尼单抗（gantenerumab）皮下给药抗淀粉

样蛋白抗体的治疗效果，该研究性药物此前已

经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突破性

疗法认定，其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疗效的Ⅲ

期临床数据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公布。

该研究将招募 1200 名年龄在 60—80 岁

之间的参与者，他们的大脑中有蛋白质斑块

形成的迹象，但尚未出现任何认知下降。参

与者将接受一周或两周剂量的甘特尼单抗，

并将其结果与安慰剂组进行比较。

据悉，目前科学家们正在测试30多种疫苗

和抗体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效。不过，英国

牛津大学药理学专家大卫·史密斯教授说，值

得注意的是，正在试验的所有抗体和疫苗都是

基于β-淀粉样蛋白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罪

魁祸首”的假设。事实上这些药物到目前为止

都无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这意味着我们需要

更进一步探索导致这种疾病的原因。

大脑“充电”头盔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一

些科学家认为，用红外线照射大脑可以帮助

逆转阿尔茨海默病。

去年 10月，英国杜伦大学研究人员表示，

经颅光生物调节疗法（PBM-T）或对痴呆症

患者有潜在益处。该疗法是让患者佩戴一种

特殊设计的头盔，将红外线自行传送到大脑。

这项研究观察了 14 名来自英国的 45 岁

以上的健康人群，他们在 4 周内，每天两次

接受波长为 1068 纳米的 PBM-T，每次 6 分

钟 。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接 受

PBM-T 的健康人在运动功能（手指敲击）、

记忆表现、延迟记忆和大脑处理速度方面都

有显著改善。此外，参与者没有报告治疗引

起的不良反应。

研究人员解释说，这种红外光能刺激脑

细胞，为其提供能量并促进血液流动，这一过

程称为“光生物调节”。理论上，这将刺激大

脑激活免疫细胞，清除与痴呆有关的有毒蛋

白质。此外，这种疗法可以提高一氧化氮的

水平，从而改善大脑血流，确保更多的氧气可

以到达脑细胞。

该头盔由全科医生戈登·道格尔博士开

发。他表示，头盔“可能有助于垂死的脑细胞

再次生长并恢复功能，但仍需开展更多研究

才能充分了解其作用机制”。

干细胞疗法

干细胞可以发育成许多不同的细胞类

型，包括脑细胞或神经细胞。一些科学家希

望它们有潜力修复由神经系统疾病（如痴呆

症）引起的大脑损伤。

2021 年 5 月 6 日 ，美 国 生 物 制 药 公 司

Longeveron 公司宣布：在Ⅰ期临床试验中，

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通过静脉输注单

剂量给药的间充质干细胞疗法（Lomecel-B）

能减缓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病症恶化

程度，包括减缓认知下降和日常生活能力丧

失，增强血管功能，减少脑部炎症等——炎

症被认为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恶化的关键

因素。

研究人员表示，治疗 3个月后对患者进行

的脑部扫描也显示，服用高剂量 Lomecel-B

的患者左侧海马体增大，而海马体是大脑中

对记忆形成至关重要的部分，随着阿尔茨海

默病的不断恶化，该部分记忆会受损。

Ⅰ期人体临床试验表明，Lomecel-B 能

在人体内安全使用。更大规模的Ⅱ期试验

已于去年 12 月开始，旨在测试单剂量或多

剂量 Lomecel-B 对治疗轻度阿尔茨海默病

是否有效。

除了上述方法，科学家们还利用肠道细

菌、氧气等来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不过，他们

也表示，这些潜在疗法即便被证明有效，距离

大规模推广还有几年。不管怎样，希望科学

家们能早日在这一医疗领域取得突破。

疫 苗 、抗 体 、“ 充 电 ”头 盔 、干 细 胞 ……

未来十年，我们能治愈老年痴呆症吗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来自德国和

瑞士的一个研究团队首次在电子显微镜中以

可控方式成功创建了电子—光子对。这一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新方法，可同时生成

两个成对的粒子，且能够精确地检测到所涉

及的粒子。该研究结果扩展了量子技术的工

具箱。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尝试将基础研究

的成果应用到量子技术中。为此，通常需要

具有定制特性的单个粒子。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PI）、哥廷

根大学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的国

际团队成功地在电子显微镜中耦合单个自由

电子和光子。在哥廷根大学的实验中，来自

电子显微镜的光束穿过由瑞士团队制造的集

成光学芯片。该芯片由一个光纤耦合器和一

个环形谐振器组成，该谐振器通过将移动的

光子保持在圆形路径上来存储光。

MPI科学家阿明·菲斯特解释说，当一个

电子在最初的空谐振器上散射时，就会产生

一个光子。在这个过程中，电子损失的能量

正好是光子在谐振器中从无到有创造出来所

需的能量。结果，这两个粒子通过它们的相

互作用耦合成一对。通过改进测量方法，物

理学家可精确地检测所涉及的单个粒子及其

表现。

研究人员强调，使用电子—光子对，只需

要测量一个粒子即可获得有关第二个粒子的

能量和时间的信息，这使得研究人员可在实验

中使用一个量子粒子，同时通过检测另一个粒

子来确认它的存在。这对于量子技术的许多

应用来说都十分必要。

研究人员将电子—光子对视为量子研究

的新机遇。该方法为电子显微镜开辟了吸引

人的新用途。在量子光学领域，纠缠光子对

已经改善了成像。通过该项工作，可用电子

来探索这些概念。研究人员称，这是第一次

将自由电子纳入了量子信息科学的工具箱。

更广泛地说，使用集成光子耦合自由电子和

光，可为新型混合量子技术开辟道路。

将自由电子纳入“量子信息科学工具箱”

电子显微镜下首次成功创建电子—光子对

疫苗、抗体、“充电”头盔和干细胞等是专家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方
法。 图片来源：《每日邮报》相关报道

质子结构（艺术概念图）。大的红色球体
是上夸克，蓝色球体是下夸克。

图片来源：CERN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