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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欣

今日视点

据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

称，空气污染是一种环境健康危害，由

天然（即火山气体和火山灰）和人为（即

车辆排放和制造的副产品）有害物质混

合而成。

短期和长期的空气污染暴露都会

增加呼吸道感染、患癌、患心脏病和死

亡的风险，从而对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

响。

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报告

称，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全球 650 万人死

亡，成为过早死亡和罹患疾病的首要环

境原因。

最近，来自国际科学界越来越多的

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与严重健康问题之

间的联系比以前认为的更紧密。

加速骨质疏松

先前研究表明，部分空气污染物对

老年人骨密度有不利影响，有骨质疏松

和骨折风险。2 月 14 日发表于《柳叶

刀》旗下的《电子临床医学》的一项新研

究表明，空气污染物水平升高与绝经后

妇女的骨损伤有关。这种影响在腰椎

上最为明显，一氧化二氮对该区域的伤

害是正常老化的两倍。

“妇女健康倡议”是一项由 161808

名绝经后妇女组成的不同种族队列研

究。研究人员分析了这项研究收集的

数据，他们根据参与者的家庭住址估

算了空气污染暴露量，并在第一年、第

三年和第六年的入组和随访中，使用

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测量骨矿物质

密度。

研究发现，氮氧化物对腰椎骨密度

的影响程度相当于每年减少 1.22%，几

乎是年龄对其影响的两倍，这些影响被

认为是通过氧化损伤和其他机制引起

的骨细胞死亡而产生的。

“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空气质量

差可能是骨质流失的一个危险因素，与

社会经济或人口因素无关。我们首次

有证据表明，氮氧化物是导致骨质损伤

的主要原因，腰椎是最易出现这种损伤

的部位之一。”该研究的第一作者、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环

境健康科学系副研究员、医学博士迪迪

尔·普拉达说。

此前，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发

现，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会降低骨密

度，并增加晚年骨折的风险。随后，这

些发现在多项人体研究中得到证实。

增加抑郁和焦虑风险

空气污染不仅对身体产生负面影

响，也不利于心理健康。根据英国和中

国共同进行的一项基于人口的队列研

究，空气污染会增加抑郁症和焦虑症的

风险。

研究团队使用英国生物银行 2006

年至 2010 年的数据，对近 40 万没有焦

虑或抑郁症病史的参与者进行了长达

十多年的跟踪研究，以了解他们对常见

空气污染物如二氧化氮、一氧化氮和颗

粒物的暴露水平以及受到的影响。

在研究过程中，超过 13000 名参与

者被诊断为抑郁症，近 16000 人被诊断

为焦虑症。

研究发现，接触多种空气污染物最

多的人明显更有可能出现这些心理健

康状况。接触这些污染物最多的四分

之一参与者比接触最少的四分之一参

与者患抑郁症的可能性高 16%，患焦虑

症的可能性高 11%。

研究人员推测，暴露在空气污染中

的嗅觉受体神经元可能引发中枢神经

系统的反应。系统循环和三叉神经也

可能有助于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空气

微粒可能诱发促炎症介质的释放，激活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并破坏血脑

屏障。

2 月 1 日发表于《美国医学会精神

病学杂志》的研究结果表明，更严格的

空气污染控制标准或法规是必不可少

的，减少对多种空气污染物的暴露可能

会减轻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疾病负担。

影响远甚于致命车祸

据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 24 日报

道，气候研究人员的新模型显示，交通

导致的空气污染每年可能导致澳大利

亚超过 11000 人过早死亡。这意味着，

在澳大利亚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可能

性是致命车祸的 10倍。

墨尔本大学气候未来研究所进行

的研究使用了新西兰对 PM2.5颗粒物和

二氧化氮水平的同行评审研究，评估澳

大利亚面临的风险。

新西兰通过研究估计该国交通污

染造成每年 3300 人过早死亡。而澳大

利亚的估计结果是：每年有 11105 名成

年人过早死亡、12210 例心血管疾病住

院病例、6840例呼吸道住院病例、66000

例活动性哮喘病例。

鉴于这些高水平的死亡率和发病

率的影响，研究人员呼吁进行更详细的

研究，以了解汽车尾气排放的有害影

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他们

期待决策者为减轻汽车排放的社会、经

济和人力成本作出正确决定。

空 气 污 染 伤 身 也 伤 心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4日电 （记者

刘霞）据最新一期《科学》杂志报道，美

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和伊利诺伊

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携手开发出一种新

型锂空气电池，其使用固体电解质，不

仅安全，且历经 1000 次充放电循环仍

保持稳定。进一步研究有望让其能量

密度达到锂离子电池的 4 倍，不仅能为

电动汽车提供更长的续航里程，也有望

为飞机和长途卡车提供电力。

研究团队解释称，新型锂空气电池

的主要新成分是固体电解质，而非通常

使用的液体电解质，液体电解质电池可

能会因过热而起火。

此外，过去的锂空气电池在放电过

程中，金属阳极中的锂会穿越液体电解

质与氧结合，在阴极处产生过氧化锂或

超氧化锂。在充电过程中，过氧化锂或

超氧化锂被分解成锂和氧。而最新研

制电池中的固体电解质由一种陶瓷聚

合物组成，这种聚合物材料由相对廉价

的元素以纳米颗粒的形式制成，能在放

电时产生氧化锂。

阿贡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表示，产生

超氧化锂或过氧化锂的化学反应只涉及

每个氧分子存储的一个或两个电子。而

产生氧化锂的化学反应则涉及4个电子，

储存的电子越多，意味着能量密度越高。

最新研制出的锂空气电池是首个在室温

下实现4个电子反应的锂空气电池。

研究团队指出，此前的锂空气电池

循环寿命非常短，而新产品历经 1000

次充放电循环仍能保持稳定。此外，随

着进一步开发，新款锂空气电池的能量

密度将高达创纪录的 1200 瓦时/千克，

几乎是锂离子电池的 4倍。

锂空气电池能量密度有望创新高
历 经 千 次 充 放 电 循 环 仍 保 持 稳 定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4日电 （记者

张佳欣）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首创

一种小而灵活的、可伸展的绷带，它可

柔和地包裹在受伤部位，通过直接向伤

口部位提供电疗来加速愈合。这是第

一个能够提供电疗的生物可吸收绷带，

也是第一个智能再生系统的例子。这

项研究 22 日在线发表在《科学进展》杂

志上。

糖尿病患者的溃疡可能会导致各

种并发症，包括截肢甚至死亡。在一项

动物研究中，这种新型绷带治愈糖尿病

溃疡的速度比没有使用绷带的小鼠快

30%。绷带还会主动监测愈合过程，在

不需要它后，电极和所有材料会被无害

地溶解到体内。未来，这种新设备可为

糖尿病患者提供一个强大的治疗工具。

研究人员介绍说，新型绷带性价比

高、使用方便、贴合性好、舒适，能有效

地促进伤口愈合，阻止感染及并发症的

进展。

智能再生系统的一侧包含两个电

极：一个微小的花形电极位于创面床的

正上方，另一个环形电极位于健康组织

上，环绕整个伤口。设备包括可评估伤

口愈合情况的传感器，通过测量伤口上

电流的电阻，医生可监测愈合进展。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是一种电子

设备，但与创面床接触的活性成分是完

全可吸收的。因此，这些材料在愈合过

程完成后会自然消失，从而避免对组织

造成任何损害。

新 型 电 子 绷 带 加 快 伤 口 愈 合
主 动 监 测 伤 口 愈 后 自 然 消 失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4日电 （记

者张梦然）在解决生物打印 3D工程组

织中最棘手的挑战方面，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员取得了重大

进展：同时满足了高细胞密度、高细胞

活力和精细制造分辨率的关键要求。

该研究发表在 22 日的《科学进展》杂

志上。

生物打印基于 3D 打印技术，使

用细胞和生物聚合物来创建生物结

构和组织。该领域最有前途的类型

之一是数字光处理生物打印，但其进

展一直存在技术障碍，事实证明，打

印具有高细胞密度和精细解析结构

的组织很困难。

依 据 现 有 方 法 ，生 物 墨 水 中 的

细胞越密集，光散射越多，打印的分

辨率越受影响。但研究团队此次使

用的造影剂碘克沙醇，是生物墨水

中的一种新成分，可将光散射效应

降为 1/10，从而能同时以高细胞密度

和高分辨率进行打印。

团队使用数字微镜设备，将 3D

模型的 2D 横截面投影到可光交联的

生物墨水上，当暴露在光线下时，可

光交联的生物墨水（可以是合成的或

天然的）会凝固。然后，电动载物台

将生物墨水抬高几十到上百微米，让

未固化的生物墨水重新填充间隙。

当下一个横截面投射到生物墨水时，

重复该过程。

调整生物墨水的折射率可最大限

度地减少散射效应并显著改善产品。

研究表明，折射率匹配的甲基丙烯酸

明胶生物墨水，细胞密度每毫升高达

1亿。

团 队 下 一 步 将 开 发 结 构 精 确 、

高细胞密度的体外组织模型，着眼

于高细胞密度的大型组织打印，以

用于人类受试者的组织器官移植和

替代。

3D 工程组织是实验室创建但具

有一定功能的类人组织，其可显著提

高药物开发的速度与完整性，并可能

解决当今器官供体短缺和免疫排斥的

重大挑战。而由活细胞制成，是它们

能有如此巨大应用潜力的关键。这些

活细胞就像种子，每种细胞都有特定

的密度，在这个密度范围内它们最有

可能“发芽”，现在科学家们找到了在

高密度下实现精细结构的办法，无疑

进一步助力其成为再生医学和个性化

医学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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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4日电 （记

者刘霞）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3 日报道，美国空军已完成一个为自

动驾驶无人机开发人脸识别软件的项

目，此举引发了人们对个人可能成为

攻击目标的担忧。

根据美国国防部与西雅图 Real-

Networks 公司签订的合同，这些无人

机将被特种作战部队用于情报收集任

务和在国外执行任务。目前合同已经

履行，但尚不清楚该软件是否已经推

出，也不知道配备于哪种无人机上。

对于这些问题，RealNetworks 公司表

示不予置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图尔特·
拉塞尔表示，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方在

该软件将“为机器人实时自主响应开

辟机会，除了致命行动，很难看出它还

指什么”。

2017 年 拉 塞 尔 发 布 了 一 段 视

频，讲述了在一个虚构的未来，被称

为“屠宰机器人”的小型四旋翼无人

机携带爆炸物，通过面部识别追捕

特定个人。他说，新项目似乎使这

成为现实。

本月早些时候在荷兰召开的一次

会议上，美国敦促其他国家采纳一项

致命自主武器政策，该政策不需要人

类的直接监督，而是要求“适当的人类

判断水平”。拉塞尔表示，根据这些准

则，无人机可自行从目标列表中发现、

识别和攻击某人。

英国林肯大学凯·里奇表示，理论

上，自动人脸识别系统应能高度准确

地识别出对象。“目前顶级算法的假阳

性 率（即 识 别 错 误 的 几 率）低 于

0.5%。”不过她也表示，这依赖高质量

图像，在远距离和照明条件变化情况

下，小型无人机上的相机拍摄到高质

量图像依然具挑战性。

美军通过无人机人脸识别项目
引发个体目标可能被追杀之担忧

国际聚焦

全球第五例HIV治愈确诊病例出现
据英国《自然·医学》杂志报道，

一名现年 53 岁的“艾滋病+白血病”

患者，通过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白血病，在移植后 9 年、并暂停针对

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 4 年

里 ，表 现 出 对 艾 滋 病 病 毒 1 型

（HIV-1）的持续抑制。科学家称其

为“杜塞尔多夫病人”，他是全球第五

例 HIV 治愈确诊病例，也是第三例通

过实验性治疗清除 HIV、并同时“摆

脱”了癌症的患者。

前沿探索

“量子人工智能”研究获新进展
谷歌“量子人工智能”团队科学

家改善了量子计算机的纠错能力，他

们建造了一个 72 个量子位的超导量

子处理器，演示了随着纠错规模增

加，错误率反而降低的量子计算。这

项工作意味着人们向可扩展的量子

纠错更进一步，使量子计算机达到以

足够低的错误率运行可用量子算法

的水平。

AI揭示影响人脑发育基因组突变
美国研究人员使用人工智能（AI）

模型揭示了可能影响人类认知进化的

基因组突变。这项人类基因组学的开

创性研究可能会促进发现复杂脑部疾

病的新疗法。

蓦然回“首”

首个固态电化学热晶体管问世
日本科学家开发出首个固态电化学

热晶体管，其能用电来管理热。新问世

的固态热晶体管的效率可与目前广泛使

用的液态热晶体管相媲美，且更稳定。

技术刷新

脊髓刺激恢复中风患者上肢功能
美国匹兹堡大学团队一项临床研

究称，对颈脊髓进行硬膜外电刺激，改

善了两名中风后慢性肌力不足患者手

臂和手的运动和力量。这些数据提供

了初步证据，表明脊髓刺激（SCS）作

为一种中风后上肢康复方法的潜力。

科技轶闻

活体组织中首次“长出”电极
生物和技术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

模糊。瑞典研究人员通过注入以酶作

为“组装分子”的凝胶，再利用人体分

子作为触发器，首次成功地在活体组

织中培育出电极。发表在《科学》杂志

上的该研究结果，为在生物体中形成

完全集成的电子电路铺平了道路。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2月20日—2月24日）

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大厦笼罩在肮脏的空气中。
图片来源：美国《福布斯》杂志

美国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的雪佛龙炼油厂。当地社区的低收入人群和黑人
或面临不同程度的患癌风险。 图片来源：英国《卫报》

（上接第一版）
“科技创新的渗透性、扩散性、颠

覆性作用充分显现，深深融入到经济

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和百姓生活方方

面面，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发展质量和

持久动力，并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

加广阔的新愿景、带来更加美好的新

期待。”王志刚说。

不仅如此，改革攻坚发力，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科技

体制改革三年攻坚加快推进，重点领

域改革多点突破。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

系加快构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

研院所在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

发挥关键作用。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2 年的 3.9 万家增长至 2022 年的

40 万家，贡献了全国企业 68%的研发

投入，762 家企业进入全球企业研发

投入 2500 强。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

一轮中关村先行先试在基础研究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成果先试用后

付费等方面率先开展，23 家国家自创

区和 177 家国家高新区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排头兵。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

律政策和文化环境进一步优化，全社

会支持创新、投入创新、参与创新、推

动创新的热情空前高涨。

与此同时，扩大开放合作，积极

打造有利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创

新生态。开放合作是科技自身发展

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全球共同挑

战 的 必 然 要 求 。 我 国 坚 持 开 放 包

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

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

作关系，参与 200 多个国际组织和多

边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

源、新冠疫情防控等重点领域广泛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 60 多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开展联合资助。“一

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成果丰

硕，建设一批联合实验室。牵头组

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

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

学工程。在重点领域搭建更多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为来华工作的

各国人才提供广阔发展舞台，让中

国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的沃土。

（科技日报北京2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