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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科学家迄

今已设法让原子或分子同时身处两个

位置——所谓“叠加”态，实现了“薛定

谔的猫”效应。在一项最新研究中，瑞

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科学家

让一个“体重”为 16 微克（质量为原子

或分子的几十亿倍）的微小晶体处于两

个振荡状态的叠加态，创建了迄今最重

“薛定谔的猫”。该研究刊发于 20 日出

版的《科学》杂志，有望催生更大更稳健

的量子比特，并用于探测引力波或暗物

质等。

“薛定谔的猫”是奥地利著名物理

学家埃德温·薛定谔提出的一个思想实

验：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

的密闭容器里。

镭的衰变存在几率，如果镭发生衰

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

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

存活。根据量子力学理论，由于放射性

的镭处于衰变和没有衰变两种状态的

叠 加 ，猫 就 处 于 死/活 两 种 状 态 的 叠

加。这只既死又活的猫就是所谓的“薛

定谔的猫”。

研究人员此次成功地使用振荡晶

体 创 造 出 了 一 种 所 谓 的“ 薛 定 谔 的

猫”，其中振荡晶体代表猫，一个超导

电路代表量子比特。量子比特和“猫”

之间的联系不是计数器和毒药，而是

一层压电材料，晶体在振荡时会改变

形状，产生电场。该电场可与量子比

特的电场耦合，量子比特的叠加态可

转移给晶体，晶体也因此可同时向上

及向下振荡，这个重达 16 微克处于叠

加态的晶体，也因此成为迄今最重“薛

定谔的猫”。

研究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薛定谔

的猫”的质量限制，以更好地理解量子

效应在真实宏观世界未被探测到的原

因。此外，最新研究有望催生更大、更

稳健的量子比特。而且，处于叠加状态

的大质量物体对外部噪声极端敏感，也

可用于精确测量引力波等微小扰动或

探测暗物质。

迄今最重“薛定谔的猫”出现
有望催生更大更稳健量子比特

3 月 14 日，美国人工智能（AI）公司

OpenAI宣布正式发布为 ChatGPT提供

支持的更强大的下一代技术 GPT-4。

ChatGPT近一段时间来的爆火，让一切

与 AI 有关的领域再次站上风口，加之

疫情让 AI 制药领域关注度不断上升，

全球众多药企研发力度持续增加。

“政治新闻网”欧洲版近日报道称，

下一个重磅药物可能由 AI发明。AI设

计的治疗淋巴癌、炎症性疾病和运动神

经元疾病等的药物正在进行人体试验。

如果成功，AI 有望为制药业带来新发

展，它将大幅缩短开发新药所需的时间，

并帮助科学家识别迄今还未发现的新药

物分子。制药商获利的同时，患者也能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更多创新药物。

AI 技术掀起的“旋风”，是否真能

让制药行业扬帆起航？

产业前路未卜

首批进入 AI 制药领域的研发公司

Exscientia的创始人安德鲁·霍普金斯曾

表示，未来所有药物都会以 AI 的方式

设计，这是一种更有效的分子设计方

式。问题只在于，该行业会以多快的速

度采用这一技术。

然而，临床 AI 公司 Sensyne Health

的濒临倒闭和 IBM 超级计算机“沃森”

引入医疗行业的失败，让人们觉得在开

发新药方面，AI还是“太年轻”。

目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 AI

设计的药物对人类是否安全、对疾病是

否有预期的效果，以及是否能够达到与

传统药物一致的监管标准。随着多种

AI 设计的药物正在进行人体测试，这

一关键时刻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Exscientia在 2020年利用 AI开发出

首款治疗强迫症的药物。这项研究因

未能达到预期标准而中断，但该公司现

在仍有一种抗癌药物和一种治疗炎症

性疾病的药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美

国生物研究软件研发商薛定谔公司有

一种潜在的淋巴瘤药物正在临床试验，

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 AI制药公司英矽

智能有一种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药

物预计将于今年进入第二阶段试验，美

国 AI制药初创公司“边缘基因组学”正

在试验一种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

新疗法。

尽管AI制药百花齐放，但剑桥大学

分子信息学教授安德烈亚斯·本德尔表

示，在不同的疾病领域，有不同的靶点、

不同的化学物质，因此AI药物的批准并

不意味着该领域前景一片坦途。

海量数据难觅

在药物发现和开发中使用 AI 的前

提是，使用算法来搜索海量数据，包括

化合物的结构、动物研究和患者信息，

以确定药物在人体内的靶标、哪种分子

最适合，以及如何创造新的分子。这些

海量数据包括从不同分子化学组成的

数据到研究论文和患者数据等等。否

则，AI 无法提供最准确的结果。对于

规模较小的私营公司来说，数据的可用

性或是一个主要障碍。

意大利生物科技公司 Dompé的

负责人安德烈·贝卡里表示，AI 制药需

要大量有效数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

洲健康数据空间（EHDS）或是“游戏规

则”改变者。

该提案解决了由于成员国之间的

标准不同或数据的互操作性有限而导

致欧盟数字健康数据的有限使用问

题。欧盟委员会的目的是提出一个新

的健康数据治理框架，该框架具有跨境

互操作性要求和泛欧洲基础设施。

EHDS 可帮助科学家达到研究罕

见疾病所需的统计能力。来自临床试

验的汇总数据也有助于确定因果关系。

虽然 AI 有望为这一框架的实施

带来便利，但 AI 并不是一个可完成所

有工作的算法。阿斯利康负责数据科

学、AI 和研发的副总裁吉姆·韦瑟罗

尔表示，AI 算法需要依赖于人工操控

与协作。

向着希望前行

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全球有近

270家公司致力于 AI驱动的药物发现。

2022年，辉瑞延长了与一家以色列

AI 公司的合作；阿斯利康扩大了与英

国 AI 制药公司 Benevolent AI 的合作；

赛 诺 菲 宣 布 与 Exscientia 开 展 新 的 合

作，并与英矽智能达成合作协议。

阿斯利康负责计算化学、发现科学

和研发的副主任奥拉·恩奎斯特表示，

AI 工具应用于该公司约 70%的小分子

药物发现项目，即由化合物制成的传统

药物。他们还将 AI用于抗体设计等更

复杂的项目。虽然 AI自始至终还没有

创造出一种上市新药，但“也许我们正

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AI“旋风”席卷，制药业能否借势起航

由AI设计的针对淋巴癌和运动神
经元疾病的药物正在进行人体试验。

本文图片来源：政治新闻网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意大利

技术研究院与特伦托大学研究人员利

用 3D 打印创建了一个种子形状的机器

人，由可生物降解材料制成，具有根据

湿度变化探索土壤的能力，能够在周围

环境中移动，且不需要电池或其他外部

能源。这种人造种子还能自我改造，有

望在环境监测、重新造林等各个领域得

到应用。研究论文发表在最近的《先进

科学》杂志上。

该成果源于欧洲项目 I-Seed，从植

物种子获得灵感，主要目标是创建一种

新型机器人，能够作为传感器监测土壤

质量参数，包括汞等污染物，以及二氧

化碳水平、温度和湿度等空气指标。

I-Seed 项目于 2021 年启动。第一

个 I-Seed 的灵感来自南非天竺葵的种

子结构，复制了天竺葵随周围环境湿度

变化而改变形状的能力，即所谓的湿态

结构。

意大利技术研究院生物启发柔性

机器人实验室研究人员解释道，研究

从观察自然开始，旨在模仿生物的策

略或其结构，并将其复制到机器人技

术中，在能源和污染方面对环境的影

响较小。植物一直是灵感的源泉，在

模仿了根部和攀缘植物的生长和运动

策略后，研究团队重点研究了天竺葵

科植物典型的种子携带结构的运动和

扩散特征。

当合适的环境条件出现时，这些种

子从植物中分离出来，利用自身的吸湿

特性，改变形状并独立移动以探索和渗

透土壤，从而增加发芽的机会。

研究人员结合 3D 打印和静电纺丝

技术复制了种子设计。为了确定最佳

解决方案，他们测试了具有所需特性

的不同材料，例如能够吸湿和膨胀的

材料——纤维素纳米晶体和聚环氧乙

烷，以及基于聚己内酯的可生物降解和

热塑性聚合物。

研究人员称，这些可生物降解和能

源自主的机器人，将用作表层土壤勘探

和监测的无线、无电池工具。这种受生

物启发的方法使人们能够制造出低成

本的仪器，用于收集具有高空间和时间

分辨率的现场数据，特别是在没有可用

监测数据的偏远地区。

仿生种子机器人可监测土壤环境
能 改 变 形 状 以 响 应 湿 度

国际聚焦

科学家为肺癌演化绘制“分子画像”
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

原因，但人类尚缺乏对这一疾病背后

生物机制的全面理解。《自然》和《自

然·医学》杂志发表了 7 篇论文，给出

了肺癌如何演化的复合分析，相当于

绘制出一幅肺癌演化的“分子画像”，

其有助于解释为何有时治疗不再有

效，或将为癌症诊疗带来革命性突破。

“最”案现场

石墨烯制成迄今最薄心脏植入物
美国西北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奥

斯汀分校团队开发出由石墨烯制成的

迄今最薄的心脏植入物。柔软、灵活

的石墨烯植入物不仅不“显眼”，而且

能直接与心脏紧密无缝地吻合，提供

更精确的测量。

迄今最小最快纳米激子晶体管问世
以传统方式放大电信号的晶体管

会损失热能并限制信号传输速度，从

而降低性能。韩国浦项科技大学与俄

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学

与光学研究型大学共同开发出一种纳

米激子晶体管，其使用基于异质结构

的半导体中的层内和层间激子，克服

了现有晶体管的局限性。

蓦然回“首”

淡水系统首次发现“塑料岩石”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塑料垃

圾薄膜会与岩石发生化学结合。这使

科学家越发认识到塑料已成为地球地

质的一部分，也首次揭示了环境中塑

料与岩石之间的化学键。

技术刷新

强化学习：从棋盘游戏到蛋白质
设计

科学家已成功将强化学习应用于

分子生物学的挑战：美国华盛顿大学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款功能强大的新型蛋白

质设计软件，该软件改编自一种被证明

擅长棋盘游戏（如国际象棋和围棋）的策

略。实验发现，用新方法制造的蛋白质

能更有效地在小鼠体内产生有用抗体，

未来可能会很快带来更有效的疫苗。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4月 17日—4月 23日）

通过欧洲健康数据空间（EHDS）提案，研究人员可以申请访问特定数据集。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研究人员使用人工智

能（AI）来设计超越自然界的新蛋白

质。他们开发的机器学习算法，可生

成具有特定结构特征的蛋白质，这些

蛋白质可用于制造具有特定机械性能

（如刚度或弹性）的材料，从而取代作

为原料的石油或陶瓷。研究论文发表

在最新一期《化学》杂志上。

麻 省 理 工 学 院、IBM 沃 森 AI 实

验室和塔夫茨大学研究人员采用了

一 种 生 成 模 型 ，其 与 DALL-E 2 等

AI 系统中使用的机器学习模型架构

相同，但研究人员调整了模型架构，

以预测实现特定结构的蛋白质的氨

基酸序列。

这一模型学习控制蛋白质形成方

式的生化关系，产生超越自然界的新

蛋白质，从而实现独特应用，例如，该

工具开发的食品涂层可使农产品保鲜

时间更长，同时保证食用安全。该模

型还可在几天内就生成数百万种蛋白

质，为科学家迅速提供可供探索的新

可能。

研究人员此次构建了两个机器

学习模型，以预测各种新氨基酸序

列，这些氨基酸序列形成满足结构设

计目标的蛋白质。一种模型在蛋白

质的整体结构特性上起作用，另一种

模型在氨基酸水平上起作用。两种

模型都通过组合这些氨基酸结构来

产生蛋白质。

这些模型与预测蛋白质折叠的算

法相关联，研究人员使用该算法来确

定蛋白质的 3D结构。然后，他们计算

其结果属性，并根据设计规范检查这

些属性。测试显示，其与现有氨基酸

序列存在部分重叠，在大多数情况下

约有 50%—60%，但也有一些全新的序

列。相似程度表明，AI 生成的许多蛋

白质是可合成的。

近几年，人工智能在预测设计蛋

白质结构方面的进展不断。这些研究

成果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比如有的可

预测蛋白质合成的静态结构，有的可

预测蛋白质合成的动态结构，有的可

设计全新的蛋白质结构。总之，它们

充分展示了人工智能在预测设计有机

大分子结构方面的巨大潜力。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无机材料的微观组织结

构，也是新材料研发攻关中的一大难

题。人工智能是否能在这些领域取得

突破，同样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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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一项

由美国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研究

人员领导的新研究表明，毛囊黑色素

干细胞（McSC）有一种独特的能力，

可在毛囊的生长室之间移动，但随着

人们年龄的增长，干细胞会被“卡住”，

从而无法成熟，并失去保持头发颜色

的能力。相关研究 19 日在线发表于

《自然》杂志。

McSC 具有自我复制能力。头发

的颜色是由 McSC 是否获得 Wnt信号

而成为成熟细胞来控制的。新研究表

明，McSC 具有显著的可塑性。这意

味着在正常的毛发生长过程中，这些

细胞在成熟头发轴上不断地来回移

动，因为它们在发育中的毛囊的隔室

之间传输。正是在这些隔室中，Mc-

SC 暴 露 在 不 同 水 平 的 影 响 成 熟 的

Wnt信号中。

研究人员发现，McSC 在其最原

始的干细胞状态和下一成熟阶段转

移扩增状态之间转换，具体取决于它

们所在的位置。随着头发老化、脱

落，然后再长出，越来越多的 McSC

被卡在称为“毛囊凸起”的干细胞隔

室中。它们停留在那里，不会成熟到

转移扩增状态，也不会回到毛胚胎室

的原始位置。“卡住”的 McSC 不再暴

露于大量 Wnt 信号，因此停止了再生

行为，无法在继续生长的新毛囊中产

生色素。

此 次 研 究 是 用 小 鼠 细 胞 进 行

的，加深了人们对 McSC 如何给头发

着色的基本理解。新发现的机制提

出一种可能性，即 McSC 的固定定位

在人身上也可能存在。如果是这样

的话，它为逆转或防止人类头发变

白提供了一条潜在途径，即帮助堵

塞的细胞在发育中的毛囊室之间再

次移动。

研究人员表示，McSC 具有类似

变色龙的功能 ，而 这 种 功 能 的 丧 失

可 能 是 导 致 头 发 变 灰 和 变 白 的 原

因 。 新 发 现 表 明 ，McSC 的 能 动性

和可逆分化是保持头发健康亮泽的

关键。

头发变白或因干细胞“卡住”了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慢性伤

口是糖尿病患者和老年人面临的主要

健康问题，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

致截肢。在一项最新研究中，瑞典和

德国科学家开发出了一种新方法，利

用电刺激将伤口愈合速度提高了 3

倍。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芯片

上的实验室》杂志。

最新研究负责人、瑞典查尔默斯

理工大学生物电子学副教授玛丽亚·
艾斯普朗德解释说，慢性伤口是一个

巨大的健康问题，但很少引起关注。

为此，他们开发出了这种可使伤口愈

合速度加快的方法，有望让糖尿病患

者和老年人受益，因为他们经常遭受

无法愈合的创伤。

新方法基于一个古老的假设——

对受损皮肤进行电刺激可使伤口愈

合，原因在于皮肤细胞在电场中会定

向“迁移”。艾斯普朗德团队研究了如

何利用这一原理对细胞进行电引导，

以使伤口更快愈合。

为此，他们开发出了一款生物芯

片，在上面培养皮肤细胞，然后在皮肤

上制造微小的伤口，接着用电刺激伤

口，结果表明，其伤口愈合速度是没有

电刺激的 4倍。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还将重点放

在了与糖尿病有关的伤口愈合上。

结果表明，电刺激可以提高伤口的愈

合速度。糖尿病是一个日益严重的

全球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和国

际糖尿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每 11

名成年人中就有 1 人患有某种形式

的糖尿病。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目前正在研

究不同皮肤细胞对电刺激的反应，希

望开发出一款设备，能“扫描”伤口，并

根据伤口的情况调整电刺激，以有效

帮助那些伤口愈合缓慢的人。

电刺激将伤口愈合速度提高三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