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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 27日电 （记者

张梦然）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人员

实现了在原子水平上观察合成 DNA，

从而了解了如何改变其结构以增强其

剪刀功能。更多地了解这些合成 DNA

反应，或是未来解锁医学新技术的关

键。研究结果发表在最近出版的《自

然》子刊《通信·化学》上。

原子细节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路

线图，去构建和改进可广泛适用于医疗

界的最新技术，理论上，其可应用于视

网膜变性或癌症等疾病的治疗。

此次研究中使用的合成DNA，亦称

为 DNA 酶。与人类 DNA 不同，DNA

酶在实验室中创建，生产成本低廉且能

够催化化学反应。研究人员表示，人们

通常认为 DNA作为人类遗传信息的存

储单元是惰性的，然而，在实验室中进

化出的某些类型的 DNA违背了传统规

则。这些 DNA 可折叠成复杂的形状，

能够执行一系列效果显著的“行动”。

研究团队与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

验室展开合作，通过结晶合成DNA，然后

用超强 X 射线将其摧毁以揭示其结构。

实验中，研究人员看到了一个“小臂”的结

构，其可伸出“手”找到互补序列的另一部

分并将自己夹在一起，类似于魔术贴的连

接方式。这些DNA可作为分子剪刀，具

有精确的特异性来切割RNA或DNA；或

者也可充当胶水，如果有一个导致疾病的

突变基因，它们就可把这个DNA带入细

胞，让它摆脱导致疾病的蛋白质。

团队表示，这就像人们正在制作一

本 动 画 分 子 书 ，数 百 种 不 同 品 种 的

DNA 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可应

用于人类健康的主题。

这些发现还有助于回答一个 30 年

来未解的关于特定 DNA 结构的问题，

并帮助科学家在不改变 DNA本身的情

况下让它产生催化反应。

科学家捕获合成DNA原子视图
有 助 研 究 可 治 疗 疾 病 的“ 分 子 剪 刀 ”

如今，在竞技体育当中应用数字科

技已算不上新鲜事儿。科技与体育的结

合，不仅改变观众观赏体育赛事的形式，

也使得运动员在技术的辅助下能够享受

不同以往的训练方式，同样，在比赛计分

和裁判过程中，也有了更多科技的影子。

有哪些数字技术应用在了体育领

域？它们究竟如何影响观众观赏体育

赛事？如何看待数字体育的技术争议？

成都第 31 届国际大学生运动会开

幕之际，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来自中

国、巴西、以色列的体育数字技术研究

人员，与他们一起畅谈数字时代的赛事

沉浸方式，以及以更多方式参与竞技体

育的乐趣。

沉浸感更强，互动性更高

来自同济大学的巴西籍副研究员

小伊曼努尔·莱特表示，现代体育已被

新技术所主导，随着过去几年的发展，

数字技术已可用于监测球员在赛场上

的奔跑过程，包括监测足球运动员踢球

的瞬间。技术也可提供睡眠监测功能，

以此提高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健康恢

复过程。

“裁判员借助视频助理裁判做出

更加精确的判决，其中半自动越位技

术、门线技术，都能帮助裁判在比赛中

做出更好的决定。”小伊曼努尔表示，

“体育迷观看赛事的沉浸感、互动性变

得更强了。”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助理研究

员焦阳表示，VR 摄像机作为传统镜头

的补充，正在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些

VR 摄像机可以放置在底线、边线，甚

至在无人机上，在体育馆里实现 360 度

全景视频拍摄。

“当前，VR 和 AR 行业硬件设备发

展非常迅速，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优秀的

产品，与以前相比，这些设备更加舒适

和便携，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内容创作

者进入 VR领域。”焦阳说。

清晰度更好，捕捉能力更快

以色列户外视频捕捉技术公司Pix-

ellot的亚洲销售和业务发展副总裁叶文

禹表示，当今的体育赛事都是由非常强

大的光学系统捕捉到运动影像并实时呈

现给观众，未来，光学系统的技术水平进

步还会产生更强大的光学器件，能提供

更高的清晰度和更快的捕捉能力。

“随着云计算的普及，所有的处理

过程都上传到云端，我们不再需要本地

化的 CPU，完全可用真正的人工智能

算法来处理赛事数据。”叶文禹表示，多

个摄像机将联网整合到一起，“两个摄

像机可在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互动交流，我们也可以让 4台、10台、20

台摄像机这样做。”

在上一届的世界杯上，每个球员都

有摄像机跟拍，一场比赛下来，轻轻松

松用掉 60 到 80 个摄像机。叶文禹表

示，如果有能力在一个平台上联网集成

多个多种类的摄像机并让它们互联互

通，就可能实现以更激动人心的方式来

制作和参与赛事转播。

小 伊 曼 努 尔 介 绍 了 更 多 体 育 科

技的创新，例如，一些可穿戴设备采

用基于人工智能的生物力学技术，可

测量运动员受到的累积冲击力；个性

化收集运动员跑步数据，可提高运动

表现及改善跑步步态；基于人工智能

的情绪分析系统，可通过跟踪观众在

比赛过程中的情绪来量化他们的快

乐程度等。

技术元素让赛事更有趣

来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青年

科学家孙骁，就当前在体育中使用数字

科技的争议表达了看法。孙骁认为，目

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在体育中的应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体育数据的收集和

开发的相关算法，人们可能会带着偏见

收集数据，同时算法规则也是不统一

的，因此对其产生的数据的解释意义也

会不统一。

“由于数据和算法中存在主观性，

目前许多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不能一直

提供始终一致且客观的参考。”孙骁表

示。

技术会对比赛流程的自然流畅度

产生影响，孙骁表示，有些人认为，将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比赛中，观看比赛的

激情可能会被打断，一些球迷会感到无

所适从进而提出批评，尤其是电视转播

中的新型互动方式，比如 VR 赛事转

播，也会让部分球迷感到影响了自己对

赛事本身的专注。

“但事实证明，新技术在多个方面

有助于提高体育水平，与新技术给整个

体育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相比，这些争

议是微不足道的。”孙骁如是说。

叶文禹对此同样持有积极的态度，

“这正是体育赛事有趣的原因，毕竟它

引发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因此引入人

工智能技术，或未来有更好的技术，你

所做的只是为整个赛事增添一个真正

有趣的元素。”

燃起来！体育中的数字科技
——中外青年科学家畅谈数字时代体育赛事新体验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7日电 （记者

张佳欣）夜视摄像机拍摄的热图像通

常是单色的、有颗粒感的，并且或多或

少有点模糊。据 26 日出版的《自然》

杂志报道，美国普渡大学和洛斯阿拉

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

种 热 辅 助 探 测 和 测 距（HADAR）系

统，通过训练人工智能（AI）来确定热

像中每个像素的温度、能量特征和物

理纹理，产生的图像几乎与传统相机

在日光下拍摄的图像一样清晰，可帮

助自动驾驶车辆在所有户外条件下更

安全地运行。

为了训练 AI，研究人员在夜间使

用复杂的热成像相机和成像传感器在

户外捕获数据，这些传感器能够显示整

个电磁频谱的能量发射。他们还创建

了户外环境的计算机模拟，以便进行额

外的 AI培训。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HADAR 学 会 了

检测物体并估计与这些物体的距离，

其准确度比仅依靠传统夜视技术高

出 10 倍。它利用不可见的红外辐射

来重建夜间场景，清晰度就像白天的

一样。

但 HADAR 仍面临实际应用中的

挑战，如实时数据采集、动态模糊和成

本问题，笨重且昂贵的相机和成像设备

需要以更小的体积和更低的成本来制

造。而其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过程仍然

需要大约一分钟，理想情况下该时间在

几毫秒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人驾

驶汽车在行驶中使用该系统。

AI增强夜视技术让自动驾驶无惧黑暗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美国科学

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由杏仁、燕

麦、大米和大豆制成的植物奶的营养成

分通常少于牛奶。他们的研究表明，大

多数植物奶的蛋白质含量低于牛奶，而

且，植物奶的钙和维生素 D 含量也比牛

奶低三分之一。相关论文已提交近期

于波士顿举行的美国营养学会年会“营

养 2023”。

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植物奶缺乏

4种关键矿物质：磷、镁、锌和硒。

明尼苏达大学研究团队最新分析

了 237 种由杏仁、燕麦、大米和大豆制

成的牛奶替代品的营养标签。然后，他

们利用营养数据库中的信息，将这些植

物奶的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D 水平与牛

奶进行了比较。

研 究 发 现 ，在 蛋 白 质 方 面 ，只 有

19%的植物奶与牛奶相当或超过牛奶，

蛋白质对肌肉的生长、能量的获得和消

化很重要。平均而言，每 240 毫升植物

奶只含有 2 克蛋白质，且不同产品之间

差异很大；而每 240 毫升牛奶，无论是

脱脂、半脱脂还是全脂都含有 8 克蛋白

质。那些与牛奶蛋白质含量相匹配或

超过牛奶蛋白质含量的产品往往是大

豆制品。

此外，69%的植物奶的钙和维生素

D 含量与牛奶相当，但这些植物奶中的

钙和维生素 D 并非自然产生，而是添加

进去的。钙和维生素 D 都有助于增强

骨骼，而维生素 D也能增强免疫系统。

大多数植物奶的蛋白和钙含量低于牛奶

与以前的热视觉形式相比，新技术
可创建更清晰、更有质感的夜间图像。

图片来源：祖宾·雅各布等/《自然》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7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据日本东京大学官网最新

报道，该校研究人员首次将 2D 打印、

折纸和化学方法相结合，创造了一种

实现快速制造 3D 物体而不会产生任

何废料的方法，新方法可使材料几秒

钟内即完成自动折叠。

复杂物体的 3D 打印通常需要很

长时间，因为打印过程必须铺设大量

的 2D 层来构建物体。该过程通常会

浪费支撑未完成物体所需的大量材

料。目前也存在一些使平面材料自折

叠成 3D形状的新方法，但有耗时长的

缺点。科学家一直希望使用最少数量

的材料来缓解这些问题，即通过选择

材料中的某些特殊性能，允许它们在

适当的条件下，自动折叠成复杂的 3D

形状。

团队此次发现了使用工具和材料

来创建自折叠的对象。从本质上讲，

他们制作的其实是带有折纸图案的平

板，这些图案非常复杂，即使是熟练的

折纸艺术家也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

成。但是凭借新开发的特殊工艺，几

秒钟内材料变身复杂的 3D形状。

该技术利用一种特殊的喷墨打印

机，将 2D折纸设计打印到塑料片的两

面，塑料片会因加热而收缩，但它使用

的墨水却不会收缩，干燥时可保持柔

韧性。这一微妙的“差别”可在一侧或

另一侧的墨水部分之间留出间隙，让

设计人员可控制纸张的某个部分的折

叠方式。

与之前相比，研究团队将输出分辨

率提高了1200倍，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创

建的设计不仅具有新颖性，而且还可以

用于实际应用，在任何存在紧张的物流

或存储情况下发挥巨大作用。

将 2D 打印、折纸和化学法结合，

充分体现了科学家们融合多领域新旧

技术的巧思。简单来说，他们是将现

有物体扫描成平面图案，再通过加热

时材料基页收缩、油墨则抵抗收缩的

特性，找到墨水间的“空隙”进行折叠

操作。很棒的一点是，由于预折叠的

形状是完全平坦的，因此该技术可以

将现实中的物体转换为 2D，需要时再

回到 3D，譬如在灾难重建领域，它可

以将某些难以运输的医疗物品折叠送

达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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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英国

《物理世界》杂志网站 7 月 25 日报道，

来自荷兰和美国的天文学家探测到了

迄今已知最短的快速射电暴（FRB），

持续时间为 5 微秒（百万分之一秒），

仅 为 典 型 FRB 持 续 时 长 的 千 分 之

一。这些 FRB 被认为源于约 30 亿光

年外的一个星系，不过其确切性质仍

是未知数。

通 常 情 况 下 ，FRB 会 持 续 几 毫

秒（千分之一秒），但 2022 年，荷兰射

电天文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了持续时

间更短的 FRB。

在 最 新 研 究 中 ，来 自 荷 兰 和 美

国 的 科 学 家 研 究 了 绿 岸 望 远 镜 对

FRB 20121102A 的 观 测 结 果 ，发 现

了 19 次新的暴发，其中 8 次持续时

间极短——介于 5到 15微秒之间。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发现是否支持

FRB 的特定模型，如来源于燃烧的磁

星或吸积黑洞的喷流。研究人员表

示，这一发现可能会让天文学家们更

好地了解 FRB 的环境，而非来源本

身。这一发现同时表明，每天可能有

不止 10000 个 FRB 到达地球，因为了

解确切的数字需要庞大的计算资源，

因此，很多持续时间很短的 FRB 成为

了“漏网之鱼”。

迄今最短快速射电暴仅持续5微秒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志文）7 月

24 日，在南非赫曼努斯举行的金砖国

家航天合作会议上，俄罗斯提议建设

金砖国家空间站联合研究模块。俄

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裁尤里·鲍

里索夫表示，“新模块将是开发载人

飞船的下一步。”

鲍里索夫说，俄罗斯提议为俄罗

斯轨道空间站（ROS）创建一个专门

模块，供金砖国家进行科学研究。“我

建议金砖国家的合作伙伴考虑参与

该项目，并通过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成

熟的模块，这将使金砖国家能够作为

ROS 项目的一部分，利用 ROS 近地

轨道提供的机会来开展各自国家的

空间研究计划。”早些时候，鲍里索夫

表示，俄罗斯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参与

ROS 项目和创建国家模块的机会。

鲍 里 索 夫 指 出 ，俄 罗 斯 希 望 与

金 砖 国 家 的 伙 伴 们 分 享 其 专 业 知

识。金砖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即在当今数字经济的条件下创造平

等的机会，来确保其发展和主权，确

保其拥有共同的教育和科学空间。

俄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空间站联合研究模块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7日电 （记

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6 日报

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称，如果

教育严重依赖技术，会干扰学生习得

阅读等基本技能，那么这样的教育可

能是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

中表示，虽然学生也应该学习先进的

技术，但教师应该注意，不要在课堂

上过度使用“花哨的”技术手段。

报告称，有关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

附加值，目前几乎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报告还指出，在课堂上，技术如果不恰当

或过度使用，可能会产生有害影响，教育

应该关注学习成果，而非数字输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表 示 ，越 来

越多国家开始禁止在教室里使用智

能手机。该报告负责人马诺斯·安

东尼纳斯表示，教室里有手机会让

人分心。

该报告强烈警告不要用技术代

替传统关键技能的获取，因为传统关

键技能实际上可以帮助儿童避免数

字世界的一些陷阱。例如，阅读能力

强的学生被钓鱼邮件欺骗的可能性

要小得多。

教科文组织警告勿在课堂上过度使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