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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欣


美国科幻电视剧《无敌金刚》改编

自马丁·凯丁 1972 年的小说《机器人》，

剧中男主角是一个人机混合体，他在遭

遇了可怕事故后被改造为半机器人。

半机器人又称“赛博格”（cyborg），

是“控制论”和“生物体”的合成词，最早

由美国心理学研究员内森·S·克莱恩和

奥地利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恩斯在

1960年提出，指的是由于合成成分或技

术集成而具有增强能力的有机体，简单

理解，就是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体。

想象一下，如果通过人工智能驱动

的机械臂，人可以变成游戏《王者荣耀》

里的英雄鲁班大师，或是电影《蜘蛛侠》

中的奥托·奥克塔维斯博士，那将是多

么“狂拽酷炫”！现在，随着人工智能、

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科技的日益普及

和应用，人类与机器正在进一步加深联

系和互动。人类或许正在步入一个人

机协作日益普遍的未来。

可穿戴机械展示更多潜能

据《日本时报》报道，东京大学教授

稻见昌彦领导的研发团队展示了其正

在研发中的可穿戴机械臂“自在肢”

（Jizai Arms）。这是一个类似背包的系

统，可支撑 6个人工智能机械臂。

该团队正在开发一系列植根于“自

在”理念的技术。稻见昌彦表示，这一

日语术语大致意为按照意愿自主和自

由行动。其研发目标是开发一种能与

自身形成类似于音乐家和乐器之间的

关系、“介于人和工具之间的东西，就像

让乐器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稻见昌彦表示，“自在肢”与人自身

的关系绝非对立，而是能够支持人类并

释放创造力，帮助他们做想做的事。在

一段宣传视频中，两名芭蕾舞演员表演

了一段舞蹈，机械臂从她们的背部和躯

干伸出，实现了人和机器协调移动。舞

者最后连同机械臂拥抱在一起。

机器人手臂的工作原理是模仿较

小的控制器手臂的动作，当穿戴者抬起

控制器上的右下臂，绑在其背部的右下

臂就会抬起。控制器由佩戴者或其他

人实时控制。

研究人员表示，除了用于和人形机

器人互动之外，“自在肢”还可帮助行动

不便的人做出需要手臂、手和手指运动

的动作。在未来，人们可能会看到背上

“长出”翅膀的人，或者无人机附着在人

们身上。

一半是生物体，一半
是人工智能

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在不断进步，而

“自在肢”代表着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协

作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这项技术具

有广泛的潜在应用，尤其是能改善残疾

人的生活。

据《纽约邮报》报道，6 月 15 日，全

世界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半机器人——

英国科学家彼得·斯科特·摩根去世，享

年 64岁。

7 年前，彼得被确诊罹患渐冻症，

这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斯蒂芬·霍

金也得了这种病。确诊后，“血肉苦弱”

的彼得选择了“机械飞升”，作为延长自

己生命的解决方案。

通过胃造口术、膀胱造口术、结肠

造口术以及全喉咙切除等改造手术，彼

得提前去除了有可能在身体退化后危

及生命的生理功能，早早用机器替代了

肉体器官。

他还将自己的椅子进行改造，上面

安装了机械臂、摄像头、笔记本电脑等

设备，并利用眼动追踪技术操控电脑、

轮椅和其他设备。

彼得生前曾表示，他的最终目标是

帮助彻底改变人类的意义。

“我很幸运能够成为一个原型，一

个新人类，一个关于人类面向未来如何

实现巨大飞跃的早期实验品。”他说，

“而新人类，一半是生物体，一半是人工

智能，利用现实的无限可能性来成为我

们选择成为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这

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几十年后的事”。

马斯克断言人类已是
半机器人

埃隆·马斯克的神经科技初创公司

Neuralink（“脑机接口”）正在开发一种

可植入人类大脑记录并刺激大脑活动

的微芯片。马斯克称，这种脑机接口设

备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包括抑郁症、

瘫痪和失明。

然而，其最终目标是开发一种“通用

设备”，可将用户的思想直接连接到超级

计算机，帮助人类跟上人工智能的步伐，

并利用其提取和存储思想，作为“非物质

存在的、数字灵魂的备份驱动器”。

6 月 12 日，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表了

他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命运的看

法。他认为，人类已经是半机器人了，

因为人类的记忆大部分都外包给了电

脑，它们以极其精确的方式记住一切，

甚至精确到了像素。

早在 1998 年，英国科学家凯文·沃

里克就成为第一个在手臂上植入射频

识别微芯片的人，他被称为“赛博格队

长”。如今，起搏器、人工耳蜗、宫内节

育器、神经刺激器、人工关节、植入式节

育棒等已存在于数十万人体中。从这

种意义上说，人类已经是赛博格了。但

在大多数人使用机械植入物来扩展能

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如马斯克所强调，“还有很多事

情是人类可以做，但人工智能却做不到

的”，比如思考。

科 技 或 为 人 类 插 上“ 三 头 六 臂 ”

半机器人时代真的来了吗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法国国家

科学院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的科学家最

近开发出了首个基于微波的量子雷达，

其性能比现有传统雷达高 20%，实现了

所谓的“量子优越性”。相关研究发表

于最新一期《自然·物理学》杂志。

最新研究负责人之一本杰明·华尔

德指出，2020年他们发明了一种超导电

路，其能够纠缠、存储和操纵微波量子

态，并计算微波场中的光子数量，有望

应对微波量子计量领域最大的挑战之

一：在雷达传感中展示量子优越性。

此前已有科学家试图开发出性能优

于传统雷达的量子雷达，并通过光学系统

实现了量子优越性。但在最新研究中，华

尔德及其同事开发出了首个基于微波的

量子雷达，该雷达的性能明显优于迄今已

知所有经典雷达。最新量子雷达是利用

两种微波辐射之间的关联来工作的，这种

关联超出了经典物理理论的范围。

过去的研究表明，在信号功率和目

标噪声相当的情况下，量子关联可将雷

达的检测速度提高 4 倍。在最初的评

估中，研究人员开发的新型微波量子雷

达与经典雷达相比，探测速度提高了

20%。而且，华尔德团队开展了一系列

测试，测量了其量子雷达在广泛参数范

围内的量子优越性。

首个微波量子雷达实现“量子优越性”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据发表

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一种通过血管输送的超小型、超柔韧的

电子神经植入物可记录大鼠大脑深处

的单个神经元活动。这项技术可作为

与大脑深部区域的长期、微创生物电子

接口。

脑 机 接 口（BMI）可 实 现 大 脑 与

外 部 电 子 系 统 之 间 的 直 接 电 气 通

信 。 BMI 让 大 脑 能 直 接 控 制 假 肢 等

装置或调节神经、肌肉功能，这可帮

助瘫痪的人或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恢

复肢体功能。

然而，大多数传统的 BMI 仅限于

测量大脑表面的神经活动。记录大脑

深部区域的单个神经元活动通常需要

进行侵入性颅内手术来植入探针，这可

能会导致感染、炎症和脑组织损伤。

将生物探针植入大脑深部区域的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大脑的血管网络。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展示了超灵

活的微血管内（MEV）探针，就可通过

血管精确地输送到大脑深部区域。这

种超小型、柔韧的网状电子记录装置，

可装载到灵活的微导管上并植入到内

脑的亚百微米级血管中。一旦到达目

标位置，该设备会像支架一样展开，记

录血管壁上的神经元信号，而不会损坏

大脑或其脉管系统。

为了评估 MEV 探针的体内潜力，

研究人员将注射探针植入大鼠大脑的

脉管系统，其展示出测量皮层和嗅球局

部场电位和单神经元活动的能力。研

究表明，植入装置具有长期稳定性，不

会对脑血流或大鼠行为造成实质性改

变，且只引起最小的免疫反应。

研究人员指出，此类设备的未来迭

代可通过记录和解码患者的神经活动，

提供适当的调节刺激，为患者量身定制

治疗方法。

超柔韧血管内探针可记录深脑活动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3日电 （记

者张梦然）法国和瑞士研究人员近日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一名被称为“日内瓦病人”

的男子，是最新被宣布病情得到长期

缓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更重要的

是，他并没有像之前的病例那样接受

带有病毒阻断突变基因的移植。

此前宣布被“治愈”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包括柏林、伦敦、杜塞尔多

夫、纽约和加州希望之城的患者。这

些患者都通过骨髓移植来治疗他们

同时患上的严重的癌症病情，均接受

了来自具有 CCR5 基因突变的捐赠

者的干细胞，而这种突变可阻止艾滋

病病毒进入人体细胞。

“日内瓦病人”于 2018 年同样接

受了干细胞移植，以治疗一种侵袭性

白血病。但这次移植手术来自不携

带 CCR5 突变的捐赠者。在该男子

停止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20 个月

后，日内瓦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发现

在他的体内已没有任何病毒痕迹。

目前虽不能完全排除该男子复发的

可能，但研究人员认为他处于长期缓

解状态。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科学家阿西

尔·萨伊兹-奇里翁介绍了“日内瓦病

人”病例。他指出，如果 12 个月后仍

然没有病毒迹象，“未来检测不到病

毒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至于这

名患者情况特殊的原因，可能是仅移

植就消除了所有受感染的细胞，而不

需要基因突变，也可能是移植后所用

的免疫抑制治疗发挥了作用。

长期缓解的病例燃起了艾滋病

有一天能够真正被治愈的希望，但研

究人员同时说，病情得到长期缓解并

不意味着彻底“治愈”，病毒仍有可能

卷土重来。

艾 滋 病 由 人 类 免 疫 缺 陷 病 毒

（HIV）引起，是当前人们面临的最棘手

医学难题之一。HIV侵入人体后，会破

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感染者逐渐丧失

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从而一步步走

向死亡。被发现 40 多年来，医学界一

直在不断地寻找预防艾滋病的疫苗以

及治疗它的药物和方法，但结果并不如

人意。因此，艾滋病长期被视为不治之

症。“日内瓦病人”的出现，无疑给艾滋

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需要强调

的是，面对这种可怕的恶性传染病，在

寻找攻克之方的同时，提升人们预防艾

滋病的意识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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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据近

日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

上的一项新研究，天文学家首次发现

了太阳系外两颗行星可能共享同一轨

道的证据。

利用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毫

米/亚毫米望远镜阵列（ALMA），一国际

研究团队观测了位于370光年之外的半

人马座的PDS 70系统。已知有两颗类

似 木 星 的 行 星 ，即 PDS 70b 和 PDS

70c，绕着这颗恒星运行。但研究团队

在 PDS 70b的轨道内发现了一团碎片

云，这可能是一颗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

的新行星的组成部分。如果得到证实，

这一发现将成为迄今为止两颗系外行

星可共享同一轨道的最有力证据。

论文主要作者、西班牙马德里天

体生物学中心天体物理学博士后奥尔

加·巴尔萨洛布雷-鲁扎表示，20年前，

理论上预测，质量相近的行星可能会

围绕其恒星共享同一轨道，即所谓的

特洛伊行星或共轨道行星。此次是他

们第一次发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在太阳系中，与行星共轨的小行

星很常见。特洛伊小行星聚集在拉格

朗日点，即木星和太阳引力使它们保

持平衡的轨道区域。

此次，在研究PDS 70b轨道的拉格

朗日点前后两个区域时，天文学家从其

中一个区域探测到一个微弱的信号，表

明那里可能存在着质量高达月球约两

倍的碎片云。该团队认为，这片碎片云

可能指向该系统中现存的特洛伊小行

星，或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行星。

罕见系外特洛伊行星证据首现

科技聚焦

“舍肝救心”手术史无前例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心脏研究

所的专家报告了一项创造历史的手

术，一名患者接受了两个捐赠器官，一

个肝脏和一个心脏，其中肝脏的移植

是为了防止她的身体排斥新的心脏。

在这个创新案例中，患者自己原本健

康的肝脏则被移植到另一名患有晚期

肝病的患者体内。

蓦然回“首”

美首例机器人肝移植手术成功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一个外科

团队今年5月完成了美国第一例机器人

肝脏移植手术。术后一个月，患者不仅

行走自如，还恢复了一定的运动能力。

此次成功意味着微创机器人手术的优势

扩展到了肝脏移植领域，可实现更小切

口、更少疼痛和更快恢复，并且具备最有

挑战性的腹部手术之一所需的精确度。

科技之“最”

人体最复杂器官参考细胞图谱公布
从细胞水平上看人体是“人类生

物 分 子 图 谱 计 划 ”（HuBMAP）的 目

标。《自然》杂志同时发表了 3 篇论文

报道了人体肠道、肾脏和母胎界面（胎

盘和母体细胞共存处）的参考细胞图

谱。这些工作共同揭示了各类型细胞

排列以及它们与人体不同组织和器官

相互作用的新信息，是研究人体生物

学和疾病的宝贵资源。

技术刷新

新方法将细胞重新编程以逆转衰老
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美国研

究人员离让青春永驻的“灵丹妙药”又

近了一步——提出了第一个将细胞重

新编程以逆转衰老的化学方法。此前

这只能通过基因疗法来实现。这一发

现可能会改变与年龄相关的疾病治

疗，加强再生医学研究，并有可能实现

全身年轻化。

前沿探索

“动态成壳”法助大规模生产聚变能
太阳内部一直进行着大量核聚变

反应，在地球上大规模复制太阳内部

的这一过程面临诸多障碍。美国罗切

斯特大学科学家首次通过实验，证明

一种名为“动态成壳”的方法，或有助

实现聚变能的大规模生产。

科技轶闻

实验室发现金属自我修复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和得克萨

斯农工大学科学家们首次目睹了金属

碎片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破

裂，然后又重新融合在一起。如果这

种现象能够被利用，可能会带来一场

工程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自我修复

的发动机、桥梁和飞机可消除磨损造

成的损害，变得更安全、更持久。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7月 17日—7月 23日）

两名女孩戴着“自在肢”跳舞，“自在肢”能像自身手臂一样做出舞蹈动作。
图片来源：“自在肢”官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自

然·人类行为》杂志 20 日发表了一篇

系统性综述，认为媒体最常推荐的提

升幸福感策略——如正念和锻炼，其

科学基础薄弱。

过去 10 年，心理学领域的高质量

科学证据标准发生了改变。过去常用

的研究实践，如选择性报告或排除某

些参与者，可能增加结果中假阳性的

数量。现在，许多心理学家会预注册

他们的研究，事先提交具体方法和分

析决定，增加研究样本量，以改善研究

的统计学功效。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

团队此次调查了一些常见的提升幸福

感策略背后的实证证据。他们进行了

基于互联网的媒体回顾，找到 5 种最

经常被推荐的提高幸福感策略：表达

感谢、增强社交性、锻炼、正念或冥想，

以及多暴露于自然环境。

研究团队随后搜索了已发表的科

学文献，找到 494篇论文详述了 532项

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在非临床样本中这

5种策略之一的幸福感获益。在近95%

基于亲近自然、锻炼、参与正念冥想的

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研究缺乏充

足的统计功效来检测出可见的获益。

他们识别出仅57项研究获得预注册，或

实验功效良好，在健康个体身上测试了

这些策略对主观幸福感的效果。

团队总结说，当前主流媒体推荐

的这些快乐策略是否真能增进幸福感

尚不明确，需要更具功效的预注册研

究来检验这些策略。

正念提升幸福感的科学证据尚不足

首位半机器人、英国科学家彼得·
斯科特·摩根（中）。
图片来源：彼得·摩根个人社交媒体

碎片云（由黄色虚线圈出）可能是
一颗新形成的行星，与行星 PDS 70b
处于同一轨道。

图片来源：奥尔加·巴尔萨洛布
雷-鲁扎等人/马德里天体生物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