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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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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案现场

迄今最大最全人肺细胞图谱公布
通过结合近 40 项研究的数据，一

个国际研究团队创建了第一个完整的

肺单细胞图谱，揭示了肺部细胞类型

的丰富多样性，突出了健康与患病肺

部的关键细胞差异。

国际聚焦

韦布探测到最遥远复杂芳香分子
韦布空间望远镜在宇宙大爆炸后

不到 15 亿年形成的一个星系中，观测

到了名为多环芳烃的复杂分子。这些

分子的辐射在星系中分布并不均匀，

而其背后的原因有待阐明。这可能是

目前已知探测到的最遥远的复杂芳香

分子，探测结果有助于人们了解遥远

星系发生的各种过程。

技术刷新

能效更高的新型超导二极管面世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开发

出一种新型超导二极管，该器件更节

能，可一次处理多个电信号，还包含一

系列控制能量流动的门，而此前的超

导二极管不具备这一功能。新型超导

二极管有助扩大量子计算机的规模，

提高人工智能（AI）系统的性能。

蓦然回“首”

AI首次改进计算机编程语言
英国深度思维公司的人工智能体

“阿尔法开发”（AlphaDev），已被证明能

发现并改进C++（一种常用的计算机编

程语言）库里广泛使用的计算机排序算

法。这些人工智能（AI）生成的算法已

被整合到 C++排序库，这也是 10多年

来对这部分库作出的首次更改。

前沿探索

高性能接口型忆阻器问世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试图

复制人脑无与伦比的计算能力，他们制

造出了一种新的接口型忆阻设备。该设

备具有良好的可编程性和可靠性，可用

作下一代神经形态计算的人造突触。

科技轶闻

十亿年前“失落的世界”重现
《自然》杂志 7 日公开的一项研究

报道了在古岩石中发现的一类新类固

醇，凭借原生类固醇，科学家确认了复

杂真核生物久远的史前史。这片“失

落的世界”的发现也证实了诺贝尔奖

得主康拉德·布洛赫关于存在原生类

固醇分子的预测。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6月 5日—6月 11日）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1日电 （记

者张梦然）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

学家领导的一项新研究，牛磺酸缺乏

是动物衰老的驱动因素。而牛磺酸补

充剂可减缓蠕虫、小鼠和猴子的衰老

过程，甚至可将中年小鼠的健康寿命

延长多达 12%。该研究于 8 日发表在

《科学》杂志上。

团队研究了小鼠、猴子和人类血

液中牛磺酸的水平，发现牛磺酸丰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下降。他们对

近 250只 14个月大的雌性和雄性小鼠

（按人而言约为 45 岁）开展了实验，每

天给其中一半的小鼠喂食牛磺酸或对

照溶液。实验结束时，牛磺酸使雌性

小鼠的平均寿命增加了 12%，雄性小

鼠的平均寿命增加了 10%。

研究发现，牛磺酸还能抑制雌性

小鼠（即使在“更年期”中）与年龄相关

的体重增加，增加能量消耗，增加骨

量，改善肌肉耐力和力量，减少抑郁和

焦虑行为，降低胰岛素抵抗，并促进免

疫系统更年轻。

牛磺酸补充剂在中年恒河猴中也

表现出类似的健康影响。每天给予牛

磺酸补充剂 6 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

牛磺酸可防止体重增加，降低空腹血

糖和肝损伤标志物，增加脊柱和腿部

的骨密度，并改善免疫系统的健康。

研究人员虽然还不知道牛磺酸补

充剂对人类是否有同样改善，但目前

进行的两项实验表明牛磺酸具有一定

潜力。

第一项研究调查了 12000名 60岁

及以上的欧洲成年人的牛磺酸水平与

大约50个健康参数之间的关系。总体

而言，牛磺酸水平较高的人更健康。

第二项研究测试了牛磺酸水平是否会

对已知可改善健康的干预措施，如运

动产生反应。由于运动后牛磺酸水平

会有所提高，这或许表明运动的一些

健康益处可能也来自牛磺酸的增加。

研究人员表示，牛磺酸有独特优

势，它可在人体内自然产生，也可在饮

食中自然获得，它没有已知的毒性作

用，并可通过运动来增加。

事实证明，炼丹术士的熔炉里，并

没有长生不老的秘诀。要想解开衰老

之谜，找到关于健康延寿的靠谱答案，

还得把目光投向现代科学实验室。在

这里，从基因到饮食，从睡眠到运动，

从情绪到炎症水平，科学家已发现一

系列与衰老相关的机制和因素——牛

磺酸水平是其中的新成员。正是它

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悄悄扳动着我们

身体的开关，决定着我们向衰老走得

更快一点，还是更慢一点。这些发现，

逐步提升着人类对衰老的认知，帮助

我们在健康延寿上做出更明智的选

择，而非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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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由挪威

奥 斯 陆 国 际 气 候 与 环 境 研 究 中 心

（CICERO）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科

研团队在 6月 7日出版的《通讯地球与

环境》杂志上刊发论文称，泄漏的氢气

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几乎是二氧化碳

（CO2）的 12倍。这是迄今对氢气气候

影响最全面的评估，填补了相关知识

的空白。

研究负责人、CICERO 资深科学

家玛丽亚·桑德指出，与燃烧煤炭和

含有 CO2 的气体会产生废气不同，燃

烧氢气只会排放水蒸气和氧气。氢

不是温室气体，但它在大气中的化学

反应会影响甲烷、臭氧和平流层水蒸

气等温室气体，因此生产、运输和使

用过程中泄漏出来的氢气会加剧全

球变暖。

在最新研究中，桑德等人使用了

5 种不同的大气化学模型，研究了大

气甲烷、臭氧和平流层水蒸气的变

化。鉴于氢会与各种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相互作用，因此，新研究囊括了土壤

吸收、氢气的光化学产生、氢气和甲烷

的寿命，以及氢气和甲烷之间的相互

作用。结果表明，氢的全球变暖潜能

值（GWP）为 11.6——照惯例，CO2 的

GWP值为 1。

桑德指出，氢对气候的影响一直

研究不足，这项研究是迄今对氢气气

候影响最全面的评估。此前有些基于

单模式研究的论文也证实了他们的最

新估算值。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减少氢

气泄漏的重要性，目前科学家们正在

开发监测和检测氢气泄漏的技术。氢

是能源转型的核心，转向氢经济的潜

在好处将取决于氢泄漏的程度，以及

氢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化石燃料。

氢泄漏对气候的影响超CO2十多倍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西班牙

科学家在 6月 8日出版的《自然·衰老》

杂志上刊发论文称，IL-17 蛋白是导

致皮肤老化的关键因素，其参与和衰

老相关的各种活动，阻断这种蛋白的

功能可减缓与皮肤老化相关的各种症

状的出现。这一发现为治疗某些皮肤

症状或促进手术后皮肤恢复带来了新

的可能性。

皮肤老化的特征是一系列结构和

功能出现变化，老化的皮肤再生能力

降低，愈合能力差，屏障功能减弱。除

多种上皮细胞、毛囊细胞和其他成分

外，皮肤也是免疫细胞的家园，免疫细

胞在预防感染和防止不同损伤方面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负责人、西班牙生物医学研究

所（IRB）的萨尔瓦多·阿兹纳尔·贝尼塔

博士解释说，单细胞测序使他们能够深

入研究形成皮肤的细胞类型和状态，以

及这些类型和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出现的变化。在本研究中，他们借助该

技术，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细胞随衰老而

发生的变化。结果表明，在衰老过程

中，一些免疫细胞，如先天淋巴细胞和

CD4 T细胞等，在皮肤中会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这些细胞也开始表达非常高

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IL-17。

研究人员指出，衰老与轻度但持

续的炎症有关，在皮肤中，其特征是

IL-17显著增加，导致皮肤老化。

先前的研究表明，IL-17 与一些

自身免疫性皮肤病（如银屑病）有关，

目前有疗法可阻断这种蛋白。贝尼塔

团队研究了阻断 IL-17 活性后毛囊生

长、经表皮失水、伤口愈合和衰老标志

物等的情况，发现治疗后这 4 个衰老

特征的出现明显延迟。

导致皮肤老化的重要蛋白发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日前，

美国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分子工程学

院（PME）安德鲁·克莱兰教授领导的团

队使用了一种名为声学分束器的设备

来“分裂”声子，从而展示了它们的量子

性质。他们证明了分束器可用来诱导

一个声子的特殊量子叠加态，并进一步

在两个声子之间产生干涉。这一成果

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迈出了

创造新型量子计算机的关键第一步。

当人们听到连续不断的音乐，实际

上是被称为声子的微小量子粒子包在

传输。量子力学定律认为，量子粒子不

能分裂，但 PME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分

裂声子会发生什么。

在这一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的声

子的音高大约是人耳所能听到的音高

的 100 万倍。为了展示这些声子的量

子能力，该团队创造了一种分束器，可

将一束声音一分为二，发射一半，并将

另一半反射回其源头。

量子物理学认为，单个声子是不可

分割的。因此，当团队向分束器发送单

个声子时，它非但没有分裂，反而进入

了量子叠加，即声子同时被反射和传输

的状态。观察（测量）声子会导致该量

子态坍缩为两种输出之一。

该团队找到了一种方法，通过在两

个量子比特中捕获声子来维持这种叠

加态。实际上只有一个量子比特捕获

了声子，但研究人员在测量后才能分辨

出是哪个量子比特：换句话说，量子叠

加从声子转移到两个量子比特。

研究人员测量了这种两个量子比

特的叠加，获得了分束器能创造量子纠

缠态的黄金标准的证据。

在另一项实验中，该团队利用声子

展示了被称为洪-欧-曼德尔效应的基

本量子效应，虽然量子比特一次只能捕

获一个声子，但放置在相反方向的量子

比特永远“听不到”声子，这证明了两个

声子是朝同一个方向移动的。这种现

象称为双声子干涉。

双声子干涉实验的成功是证明声

子等同于光子的最后一步，这表示他们

拥有了建造线性机械量子计算机所需

的技术，意味着声子将可能成为混合量

子计算机的一部分。

“ 分 裂 ”声 子 显 现 量 子 特 性

细菌和超级计算机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细菌更“高级”，因为它有更多的

回路和更强的处理能力。

所有生命都在“计算”。从响应化学

信号的单个细胞，到在特定环境中航行

的复杂生物体，信息处理是生命系统的

核心。经过数十年的尝试，科学家终于

开始收集细胞、分子甚至整个生物体，来

为人类自己的目的执行计算任务。

从本质上讲，计算机也只是信息处

理器，而且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自然拥

有丰富的这种能力。最明显的例子是

复杂生物体的神经系统，它能处理来自

环境的大量数据并对各种复杂的行为

“下指令”。但即使是最小的细胞，也充

满了复杂的生物分子通路，这些通路响

应输入信号，打开和关闭基因、产生化

学物质或进行自我组织。

最终，生命中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

壮举，都依赖于 DNA存储、复制和传递

遗传指令的能力。

如何构建一台生物计算机？

生物系统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更紧

凑、能源效率更高、可自我维持和自我

修复，而且特别擅长处理来自自然界的

信号。

在过去的 20 年里，强大的细胞和

分子工程工具让人们终于能在构建生

物计算机领域迈出一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合成学家

克里斯托弗·沃伊特说，该方法的核心

是“生物电路”，类似于计算机中的电子

电路。这些电路涉及各种生物分子相

互作用以获取输入，并对其进行处理以

产生不同的输出，就像它们的硅对应物

一样。通过编辑支撑这些过程的遗传

指令，人们现在可以重新连接这些电路

以执行自然界从未计划的功能。

2019 年，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利用

CRISPR 技术，构建了相当于计算机中

央处理器（CPU）的生物等效物。这个

CPU 被插入一个细胞，在那里它调节

不同基因的活动以响应专门设计的

RNA 序列，使细胞实现了类似于硅计

算机中的逻辑门。

印度萨哈核物理研究所在 2021 年

更进一步，诱使一群大肠杆菌计算简单

迷宫的解决方案。该电路分布在几个

大肠杆菌菌株之间，每个菌株都被设计

用来解决部分问题。通过共享信息，该

电路成功地实现了如何在多个迷宫中

导航。

大多数生物系统并不同于经典计

算机的二进制逻辑，它们也不会像计算

机芯片那样一步步解决问题。它们充

满了重复、奇怪的反馈循环和以不同速

度并排运行的截然不同的过程。

更怪异的是，生物的计算能力还能

完全脱离其自然环境。瑞典隆德大学

科学家正在试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

计算方法，使用由分子马达驱动的微小

蛋白质丝围绕迷宫推进。迷宫的结构

经过精心设计，而细丝能同时探索所有

路线。这意味着解决更大的问题不需

要更多的时间，只需要更多的细丝。

重新设计生物系统
会带来什么？

但美国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的

迈克尔·莱文认为，生命系统已经在生

物学的各个层面展示了令人惊叹的计

算壮举，人们应该将重点从尝试重新设

计生物系统，转移到寻找与现有系统交

互的方法。

莱文实验室已经证明，他们可以操

纵细胞之间的电通信，帮助它们决定如

何以及在哪里生长。举个恐怖的例子，

这可能让蝌蚪的内脏上长出眼睛，或让

青蛙长出额外的腿。它并不等同于计

算，但团队认为它代表了如何将自然界

预 先 存 在 的 电 路 折 射 为 一 个“ 新 目

标”。类似的方法可用来解决广泛的计

算任务。

此外，真菌计算的深奥领域也正在

显示其应用潜力。英国布里斯托尔西英

格兰大学研究显示，真菌在感知 pH 值、

化学物质、光线、重力和机械应力等方面

具有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它们似乎使

用电活动的尖峰进行交流，这开辟了将

它们与传统电子设备连接的前景。

类器官智能有多智能？

要探寻生物计算，离不开人们迄今

已知的最强大计算设备：大脑。

当前组织工程学的进步意味着，科

学家们可从干细胞中培育出相当于微型

大脑的复杂神经元簇，也就是“大脑类器

官”。与此同时，能将信号传输到脑细胞

并能解码它们的反应，意味着人们已经

开始试验类器官的记忆和学习能力。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团队概述了“类器官智能”这

一新领域的愿景。目标与人工智能相

反：他们不会让计算机更像大脑，而是

试图让脑细胞更像计算机。

初创公司 Cortical已可训练在硅芯

片上培养的人类脑细胞来玩电子乒乓

游戏 Pong。而在它们的新软件中，任

何具有基本编码技能的人都能为“培养

皿大脑”编程。

不过，所有这些生物计算方法目前

都远未成为主流。与设计和制造硅芯

片的能力相比，人们操纵生物学的能力

仍处于初级阶段。但生物计算的巨大

潜力和投入生物技术的数十亿美元，将

在未来几年为这个领域带来快速进步。

谁比超级计算机更聪明、高效、紧凑？

“ 生 物 计 算 ”展 示 出 美 妙 新 图 景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当人感

到“压力山大”时，一份高卡路里的零食

似乎是一种慰藉，但这样的“搭配”并不

利于健康。据发表在最新一期《神经

元》杂志上的论文，澳大利亚悉尼加文

医学研究所科学家揭示了导致这种“过

劳肥”的大脑机制。

虽然一些人有压力时没什么胃口，

但大多数人会比平时吃得更多，且会选

择高热量、高糖和高脂肪的食物。为了

解是什么驱使了这些饮食习惯，研究小

组在小鼠模型中调查了大脑不同区域

在不同饮食下对慢性压力的反应。

研究发现，在短期高脂肪饮食的小

鼠体内，有一个被称为外侧缰核的区域

非常活跃，它通常会抑制大脑获得奖励

信号的反应，从而避免动物暴饮暴食。

然而，当小鼠受到长期的压力时，大脑

的这一部分保持沉默，因此允许奖励信

号保持活跃，鼓励为快乐而进食，不再

对饱腹感调节信号作出反应。

研究表明，吃高脂肪食物的有压力

小鼠比没有吃这些食物的小鼠体重增

加了一倍。体重增加的核心是 NPY 分

子，这是大脑在应对压力时自然产生

的。NPY 是来自激活高脂肪饮食的受

压小鼠的侧脑细胞，当阻止 NPY 时，小

鼠摄入的高脂肪食物较少，体重增加也

较少。

研究人员接下来进行了“三氯蔗糖

偏好测试”，即让小鼠选择喝水还是喝

添加甜味剂的水。

结果发现，吃高脂肪食物且压力大

的小鼠消耗的三氯蔗糖是只吃高脂肪

食物的小鼠的 3 倍，这表明压力不仅会

在进食时激发更多的奖励，也会驱使小

鼠对甜味可口食物的渴望。

这项研究表明，压力是饮食习惯的

关键调节器，可能会超过大脑平衡能量

需求的自然能力。

“ 过 劳 肥 ”大 脑 机 制 揭 示

左图 真菌可能与标准电子设备相连。 图片来源：安德鲁·阿达马茨基
右图 实验室培养的脑细胞可用于计算。 图片来源：托马斯·哈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