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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日电 （记者

张梦然）美国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纳

米颗粒，可用于肺部，在那里它可以传

递 编 码 有 用 蛋 白 质 的 信 使 RNA

（mRNA）。随着进一步发展，这些颗粒

能为囊性纤维化和其他肺部疾病提供

可吸入的治疗方法。该研究 3 月 30 日

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上。

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教授丹

尼尔·安德森表示，这是首次证明 RNA

在小鼠肺部高效递送。研究人员希望

它可用来治疗或修复一系列遗传疾病，

包括囊性纤维化。

在一项对小鼠的研究中，安德森及

其 同 事 使 用 这 些 颗 粒 来 传 递 编 码

CRISPR/Cas9 成分的 mRNA，这可能

为设计治疗性纳米颗粒打开大门，这些

纳米颗粒可剪掉并取代致病基因。

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员着手开发可

靶向肺部的脂质纳米颗粒。这些颗粒

由两部分分子组成：带正电荷的头基和

长脂质尾巴。头基的正电荷有助于粒

子与带负电荷的 mRNA 相互作用，并

且还有助于 mRNA 从会吞噬粒子的细

胞结构中逃逸。

同时，脂质尾部结构有助于颗粒

通过细胞膜。研究人员为脂质尾巴

提 出 了 10 种 不 同 的 化 学 结 构 ，以 及

72 种不同的头基。通过在小鼠实验

中筛选这些结构的不同组合，研究人

员能够识别出最有可能到达肺部的

结构。

研究表明，可使用这些颗粒来传递

编码 CRISPR/Cas9 成分的 mRNA，这

些成分旨在切断遗传编码到动物肺细

胞中的停止信号。当停止信号被移除

时，荧光蛋白的基因就会打开。测量这

种荧光信号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成功

表达 mRNA的细胞百分比。

研究人员发现，在一剂 mRNA 之

后 ，大 约 40%的 肺 上 皮 细 胞 被 转 染 ，

两 剂 使 水 平 超 过 50% ，三 剂 达 到

60%。治疗肺部疾病最重要的目标是

两 种 类 型 的 上 皮 细 胞—— 棒 状 细 胞

和纤毛细胞，每一种都以大约 15%的

比例被转染。

新颗粒也会迅速分解，使它们能够

在几天内从肺部清除，并降低炎症的风

险。如果需要重复剂量，颗粒也可多次

输送给同一患者。团队现在正在努力

使纳米颗粒更稳定，从而可使用雾化器

吸入。

新纳米颗粒可在肺部进行基因编辑
有 助 开 发 囊 性 纤 维 化 肺 病 新 疗 法

近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全副武

装的纽约防暴警察按倒在地的图片在

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泛滥，但这些看似

细节丰富的图片却与事实毫不相干，这

些图片出自人工智能（AI）驱动的图像

生成技术。

专家们警告说，这些图片昭示出

一个新现实：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

虚假图片和视频有可能充斥社交媒

体，进一步混淆事实，因此亟须部署相

关技术并制订相关政策，对类似技术

进行监管。

合成图像真假难辨

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这些

“特朗普被捕”的图片由总部位于荷兰

的开源调查媒体“响铃猫”网站的创办

人艾略特·希金斯生成。

当希金斯看到有关特朗普可能被

捕的消息时，决定将其可视化。为此，

他使用最新 AI 绘画工具 Midjourney 制

作了关于特朗普被捕的图片。他表示，

最新工具比之前的版本复杂得多，极大

地改进了图像的视觉效果。随后他在

推特上分享了合成结果：前总统被警察

包围的图片，其中徽章做了模糊处理。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仅两

天，希金斯发布的这条帖子被浏览了近

500万次。

人工智能专家表示，虽然处理并生

成虚假图片的技术并不新鲜，但该领域

技术的进展速度以及人们对技术的滥

用 值 得 关 注 。 数 字 内 容 分 析 公 司

Truepic 的穆尼尔·易卜拉欣指出，“合

成内容正在快速发展，真实和虚假内容

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难分辨”。

《财富》杂志指出，如今各种 AI 图

像生成工具变得触手可及，它们可在用

户发出简单指令后，迅速生成海量栩栩

如生的图片。例如，Midjourney 这款文

本到图像模型现在可生成模仿新闻机

构照片风格的图像，如此一来，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有望在混乱的新闻环境中

“浑水摸鱼”，混淆视听。

关注错误信息传播的华盛顿大学

教授杰文·韦斯特说：“这的确会在危机

期间增加‘噪音’。”

专业人士强调称，大量制作虚假但

看似可信的图像的能力已有了巨大进

步，而且很容易用于欺骗目的。很多时

候，视觉信息会在没有提供关键背景的

情况下被快速转发。事实上，一个关于

“特朗普被捕”的虚假图片帖子获得的

点赞数超过了 7.9万，“就好像这些照片

是真的一样”。

技术打击“深度伪造”

希金斯认为，随着合成图像越来越

难辨真假，对抗错误视觉信息的最佳方

式是提高公众的意识并加强这方面的

教育，社交媒体公司可把重点放在开发

能够辨别 AI 生成图像的新技术上，并

将这种技术融入自己的平台。

比如，推特出台了相关政策，禁止

用户分享可能造成伤害的欺骗性和操

纵性媒体内容，例如可能导致暴力、广

泛内乱或威胁个人隐私的推文。今年

2 月，推特推出了“社区笔记”功能，允

许用户在推文下方添加注释，并且以长

内容的形式进行解释。有观点认为，

“社区笔记”或将能够帮助推特成为更

可信、让更多人积极发言的平台，并帮

助减少假消息、误导性内容的比例，以

此吸引更多广告投放。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从 2019

年开始，主要科技公司加强了打击“深

度伪造”的政策。2020 年，元宇宙平台

公司禁止用户发布高度修改的视频，

但仍允许发布旨在模仿或讽刺的修改

视频。

不过，有专家表示，技术正在变得

更加复杂，也更难监测。况且这些互联

网巨头都没有在如何发现这些问题，以

及如何执行相关政策方面作出任何重

大投资。

政策监管势在必行

“特朗普被捕”虚假图片在互联网

泛滥还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表明目前

缺乏企业标准或政府法规来解决使用

AI制造和传播谎言的问题。

纽约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

的研究人员阿瑟·霍兰·米歇尔说，他担

心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即将到

来的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

专家们一致认为，特朗普的名气使

虚假图片很容易被发现，但识别出普通

人相关的虚假图片可能困难重重，而且

生成虚假图片的技术一直在进步。从

政策角度来看，亟待以立法形式对深度

合成技术的应用进行规制。

AI生成的虚假图片泛滥亟待监管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美国密歇

根州立大学化学家首次在液体中观察

到了压电效应。研究团队指出，液体压

电材料比固体压电材料更环保，有望在

多个领域“大显身手”。相关研究刊发

于最新一期《物理化学快报》杂志。

到目前为止，所有压电材料都是固

体的。这种材料之所以被称为压电材

料，是因为它们具有正常情况下保持电

荷，在承受压力时释放电荷的特性。这

些固体压电材料目前被广泛用于声呐

设备、吉他拾音器和手机扬声器等产品

中。在最新研究中，密歇根州立大学化

学家伊克巴勒·侯赛因等人发现了迄今

第一种在室温下以液体形式存在的压

电材料。

最新发现的液体压电材料是一种

离子液体，离子液体由具有不对称性的

柔性有机阳离子和具有对称性的弱配

位阴离子的盐制成。电在这些离子液

体内部积聚，研究人员在用活塞向圆柱

体内的离子液体样本施加压力时发现，

电被释放出来。他们还发现，释放的电

量与施加的压力成正比。进一步的测

试表明，离子液体的光学性质在其释放

电流时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液

体弯曲光线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研究团队目前仍无法解释为什么

离子液体具有压电效应，但他们认为，

施加压力可能有助于分离液体中的电

荷，从而释放出一些电荷。他们计划继

续研究这些材料，以获得答案。

液体形式存在的压电材料首现

前沿探索

新技术“转导”不同量子信息模式
美国芝加哥大学科学家利用铷原

子，让量子信息在不同技术之间转换，

新方法能将量子信息从量子计算机使

用的格式转换为量子通信所需格式，

对量子计算、通信和网络等多个领域

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聚焦

迄今最高存储密度器件面世
美国南加州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

程教授杨建华及合作者在最新一期

《自然》杂志上刊发论文称，他们已经

为边缘人工智能（便携式设备内的人

工智能）开发出了迄今存储密度最高

的新型器件和芯片，有望在便携式设

备内实现强大的人工智能，如让迷你

版 ChatGPT 的功能在个人便携式设

备内“遍地开花”。

蓦然回“首”

角膜自体移植首次成功恢复失明
者视力

在全球首例角膜自体移植手术

中，意大利医生将一位双目失明八旬

男子左眼的整个眼表，包括角膜、整个

结膜和部分巩膜移植进失明的右眼

内，使其右眼恢复了视力。

“相变油墨”可实现被动式控温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开发出世界

上第一种可改变房屋、汽车供暖和制

冷方式的“相变油墨”，它能实现复杂

的“被动气候”控制，具有帮助减少能

源消耗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潜

力。

“最”案现场

迄今最详鼠脑细胞类型图生成
美国科学家绘制出了迄今最详细

小鼠大脑细胞图谱，囊括 5200 种不同

类型的细胞，将帮助科学家进一步揭

示哺乳动物大脑如何进化，某些神经

疾病为何出现问题，以及靶向正确的

目标细胞，从而治疗各种疾病。

技术刷新

细菌“注射器”将蛋白输入人体细胞
《自然》杂志 29 日报道一项生物

科技重要成果：一种蛋白质递送装置，

它可利用细菌“注射器”将蛋白质注射

到人类细胞中。这种方法可能对未来

人类生物医学疗法的应用非常有用，

例如基因疗法和癌症治疗。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3月27日—4月2日）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英国

《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3 月 30 日报道，

美国科学家利用詹姆斯·韦布空间望

远镜，发现了迄今已知最古老黑洞，这

个黑洞在宇宙大爆炸后 5.7亿年形成，

这一发现可帮助人们理解黑洞这类宇

宙“怪兽”的起源及演化历程。

许多星系的中心都有一个超大质

量黑洞，但科学家们目前尚不清楚这

些黑洞是如何变得如此之大的。一种

可能性是，它们由早期恒星坍缩产生

的小黑洞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小黑洞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超大质

量黑洞。另一种说法是，它们是早期

宇宙中大量气体直接塌缩而形成。

在最新研究中，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奥斯汀分校的丽贝卡·拉森及其同

事们确定了迄今为止最早的黑洞，根

据其与地球的距离，她们认为这个黑

洞诞生于宇宙大爆炸后 5.7 亿年。此

外，研究表明，这个黑洞的质量是太阳

的 1000万倍。

拉森指出，这是早期宇宙中黑洞

形成和生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知领

域，最新研究将有助科学家们揭示此

类黑洞的形成原因。

为识别出这个黑洞，拉森团队利

用韦布望远镜观察了一个星系，哈勃

望远镜此前曾将该星系确定为宇宙早

期已知最明亮的星系，但哈勃望远镜

一直无法分辨出星系里面是什么。使

用两台相机和两台分光镜，韦布望远

镜可分辨出星系发出的光信号的不同

成分，并据此发现了这个黑洞。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詹姆斯·穆

兰尼说，这个黑洞的质量似乎表明，它

不是由恒星质量的黑洞发展而来。相

关研究已经提交论文预印本网站。

韦布发现迄今最古老黑洞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日电 （记者

张佳欣）许多基于流体的可穿戴辅助

技术需要将一个大而嘈杂的泵整合到

衣服中，这导致可穿戴设备与不可穿

戴的泵捆绑在一起。现在，瑞士洛桑

联邦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开发出世界上

第一台纤维形式的泵，这种光纤泵可

被直接缝合到纺织品和服装上，重量

轻，功能强大，还可水洗。这项创新可

应用于从外骨骼到虚拟现实等领域，

或将改变可穿戴技术的游戏规则。论

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

新研究是在研究人员 2019 年开

发的可伸缩泵基础上进行的。光纤形

式使研究人员能够制造更轻、更强大

的泵，与可穿戴技术更兼容。光纤泵

使用电荷注入电流体动力学的原理，

在没有任何移动部件的情况下产生

流体流动。嵌入泵壁的两个螺旋电

极对一种特殊的非导电液体的分子

进行电离和加速。离子运动和电极

形状产生净正向流体流动，从而实现

安静、无振动的操作，并且只需要手

掌大小的电源。

为了实现泵的独特结构，研究人

员开发了一种新的制造技术，将铜线

和聚氨酯线缠绕在钢棒上，然后将它

们热熔化。去除钢棒后，可使用标准

编织和缝纫技术将 2 毫米纤维整合到

纺织品中。这种泵本质上是一种能产

生自身压力和流量的管道。

该泵的简单设计具有许多优点。

所需的材料便宜且容易获得，扩展制

造过程也比较轻松。由于泵产生的压

力大小与其长度直接相关，因此可根

据应用情况对管道进行切割，从而在

优化性能的同时将重量降至最低。坚

固的设计也使其适用于传统的洗涤剂

清洗。

论文还描述了由织物和嵌入式纤

维泵制成的人造肌肉，这种肌肉可用

来为柔软的外骨骼提供动力，帮助患

者移动和行走。该泵甚至可通过模拟

温度感觉为虚拟现实世界带来新的维

度。在这种情形下，用户戴着一只手

套，手套上的泵装满了热的或冷的液

体，用户能够感受到与虚拟物体接触

时温度的变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历史

悠久的纺织行业也开始向智能化、绿

色化、高端化迭代升级。在航空航

天、交通、深海探测、医疗防护等产业

领域，应用各种前沿技术的高性能纤

维，不再是人们眼中传统的纺织品，

而是华丽转身成为“新型材料”。方

兴未艾的智能可穿戴技术，更是为纺

织品的创新应用打开一扇全新的大

门。通过与轻巧便携的电子元器件

相结合，纺织品正展示出更多令人刮

目相看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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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特
朗普被全副武装的
纽约防暴警察按倒
在地的虚假图片在
推特等社交媒体平
台泛滥，表明目前
缺乏企业标准或政
府法规来解决使用
AI 制造和传播谎言
的问题。

图为希金斯利
用 AI工具创建的虚
假图片。

图片来源：《财
富》杂志网站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想知道

自己是否有患房颤或心肌病这两种疾病

的风险吗？美国西达赛奈医疗中心斯密

特心脏研究所研究人员发现，长有棒球

形状的圆形心脏的人比心脏形状更长、

更像传统心形的人未来更有可能出现上

述两种心脏疾病。相关论文3月29日发

表在《细胞》旗下期刊《医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使用深度学习和先进成

像分析来研究心脏结构的遗传学。结

果发现，拥有圆形心脏的人患房颤的

可能性增加了 31%，患心肌病的可能

性增加了 24%。

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英国生物库

的 38897 名健康人的心脏磁共振图像

后，确定了这种风险。使用相同的数

据库，研究人员又使用计算模型来识别

与这些心脏疾病相关的心脏遗传标

记。通过圆形心脏的遗传学研究，他们

发现了4个与心肌病相关的基因：PLN、

ANGPT1、PDZRN3 和 HLADR/DQ。

这些基因中的前3个也与发生房颤的风

险更相关。

斯密特心脏研究所专家说，一个

人的心脏形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通常会变得更圆，尤其是在心脏病

发作等重大事件之后。

研究作者之一、斯密特心脏研究

所心脏病学系主任克里斯汀·M·阿尔

伯特表示，心脏形状的改变可能是疾

病的第一个迹象。了解心脏在面对疾

病时如何变化，再加上现有的更可靠、

更直观的成像支持，这是预防两种常

见心脏疾病的关键步骤。

心脏越圆患病风险可能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