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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8月 30日电 （记者

刘霞）芬兰科学家通过操纵数十万个极

冷原子，首次制造出了名为“爱丽丝环”

的奇特量子物体。这是一个环状拓扑

缺陷物体，它可改变穿过或透视它的量

子物体的性质。这一突破为探索宇宙

学或高能物理学领域的一些理论提供

了新机会。相关论文发表于 29 日出版

的《自然·通讯》杂志。

从理论上讲，包括极冷原子的集

合，甚至整个宇宙在内的量子系统，应

该包含被称为拓扑缺陷的奇特物体，

不过，这样的缺陷很难制造并观察。

但芬兰阿尔托大学研究人员找到了解

决办法。

他们首先将 25 万个铷原子放入一

个真空室内，然后用激光照射它们，以

减慢其运动速度，并将其温度降低到接

近绝对零度。在此情况下，所有铷原子

表现得像一个大的量子物体。由于拥

有自旋这一量子特性，这个量子物体对

磁场很敏感。随后，研究团队确定了正

确磁场的方向和强度，以扭曲原子。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方法以前曾被

用来制造名为磁单极子的缺陷，这种粒

子类似只拥有单极的磁体。在最新实

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几毫秒后，他们创

造出的每个磁单极子都扩展成一个拥

有非常奇特性质的“爱丽丝环”。

这个“爱丽丝环”有一个特点：通过

环或从环的侧面看附近的磁单极子，同

一个磁单极子的电荷看起来会有不

同。所以，这个“爱丽丝环”会反转所看

到的物体的电荷。计算机模拟显示，如

果磁单极子穿过“爱丽丝环”，其电荷将

完全反转，比如从正变为负。

研究团队计划接下来创造出一个

磁单极子和一个“爱丽丝环”，并让其

中一个穿过另一个，直接测试“爱丽丝

环”的功能。

奇异量子“爱丽丝环”首次造出
为 探 索 宇 宙 学 理 论 提 供 新 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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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AI）生成文本、图

像甚至音频的能力，被视为 AI从 1.0 迈

入2.0的重要标志，已在科研、艺术创作、

搜索、金融、医疗、娱乐等领域大显身手。

美国《福布斯》网站在近日的报道

中指出，尽管生成式 AI 的潜力毋庸置

疑，但企业采用这项技术的速度比一些

人想象的要慢。生成式 AI能否像互联

网一样，赢得下一场企业技术竞赛呢？

助力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福布斯》的报道指出，拥有生成式

AI 的公司将创造数十亿美元的价值。

事实上，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发布的

一份报告估计，生成式 AI 每年可为全

球经济带来 4.4万亿美元的价值。在线

调查公司 Qualtrics 的一项新研究也显

示，消费体验领域的企业领导人中，超

过 60%的人相信 AI 会给他们带来竞争

优势，其中 75%的领导者希望将 AI纳入

商业战略。

麦肯锡的研究还估计，目前生成式

AI 可 自 动 完 成 员 工 60% 至 70% 的 任

务。在不久的将来，生成式 AI 将能够

提供友好且知识渊博的服务，这些服务

与人类提供的服务一样好，甚至更好。

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 AI 会给商

业带来更多人性。它将能够理解人类

的情感，这意味着 AI 提供的见解可助

管理者更好地管理团队，提高员工的幸

福感，并为一线员工提供更精确的指

导，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此外，当生成式 AI 模型与正确的

数据完全集成时，它们可超越当前的互

动，开始预测未来。生成式 AI 将自动

生成最重要的推荐列表，甚至创建与特

定客户反馈对应的产品原型。过去需

要数小时的分析和规划，现在只需点击

一下即可完成。

更重要的是，良好的一线客户体验

有助于提高销售额，并在客户体验变差

时挽救客户。一些较大的品牌每天都

会收到数千条关于其产品的评论。在

不久的将来，生成式 AI 有望了解评论

的具体背景以及客户消费该品牌的历

史，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维持特

定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更多企业采用生成式AI

越来越多的公司在业务中使用生

成式 AI。例如，美国信息技术服务公

司高知特推出了 Neuro AI，旨在加速

生成式 AI技术的采用。该平台将帮助

客户识别特定用例，助力团队构建灵活

且可靠的解决方案，涉及医疗保健分析

和作物科学优化等方面。

今年8月中旬，日本瑞穗金融集团向

其所有本土员工提供了微软Azure Ope-

nAI服务的访问权限，使其成为日本首批

采用生成式AI技术的金融公司之一。

无独有偶，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也计

划使用聊天机器人起草申请批复文件

以及回复内部查询等工作，以提高工作

效率。今年 4 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宣

布，已开始测试与微软日本合作开发的

AI 聊天机器人，计划在今年秋季向所

有员工推出。

全面启用仍面临两大障碍

《 福 布 斯 》在 报 道 中 指 出 ，企

业 全 面 启 用 生 成 式 AI 还 面 临 两 大

障 碍 。

首先，生成式 AI 必须变得足够便

宜，才能大规模部署。运行大型语言模

型所付出的成本与以前互联网浪潮时

代不同，除了购买相关软件，运行大型

语言模型还需大量算力作支撑，模型必

须对每个生成的响应执行数十亿次计

算。这与网络应用程序或网页形成了

鲜明对比，后者需要执行的运算更少，

需要的算力也更少。

此外，企业必须花时间验证并最

终信任生成式 AI 解决方案。OpenAI

和谷歌等主要参与者的大型语言模

型正在迅速改善，但仍存在偏见、隐

私泄露以及产生虚假和非理性信息

等长期问题。尽管大型语言模型在

大量文本和代码的公共数据集上进

行训练，这些训练数据使其“知识渊

博”，但缺乏针对特定主题的深层专

业知识的训练。

分析平台公司 Alteryx 发布的一份

报告称，企业对生成式 AI 的应用仍存

在一些担忧，包括数据隐私、对系统产

生结果的不信任、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

等。该调查涵盖了澳大利亚、英国、美

国和加拿大的 300 位数据行业领导者，

了解了他们对生成式 AI的使用情况以

及相关的担忧。

Alteryx的调查显示，解决这些担忧

的一个方法是人工监督，64%的企业认

为只要人类对输出结果具有否决权，生

成式 AI就可即时投入使用。

虽然生成式 AI 在企业中的应用

仍处于初级阶段，但越来越多企业意

识到了它的好处，早期采用者也已开

始受益。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

或许能在千行百业中找到用武之地，

对企业的业务运营、决策和结果产生

积极影响。

生成式AI能否赢得下一场企业技术竞赛

科技日报北京8月 30日电 （记者

张佳欣）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在实现

能直接刺激细胞的微型生物集成设备

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该设备利用离

子梯度发电，可在微观范围内调节细胞

和组织，为下一代可穿戴设备、生物混

合接口、植入物、合成组织和微型机器

人提供动力。这项研究 30 日发表在

《自然》杂志上。

能够与细胞相互作用并刺激细胞

的小型生物集成设备有重要治疗作用，

如提供靶向药物治疗和加速伤口愈

合。然而，这些设备都需要电源才能运

行。此前，一直没有有效的方法在微观

尺度上提供电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牛津大学化学

系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微型电源，能够

改变培养的人类神经细胞的活动。受

电鳗发电方式的启发，该设备利用内部

离子梯度来产生能量。

这种微型柔性电源通过沉积一串 5

个纳升大小的导电水凝胶液滴制成。每

个液滴都有不同的成分，因此整条链上

会形成盐浓度梯度。相邻液滴之间由脂

质双层隔开，脂质双层提供机械支撑，同

时防止离子在液滴之间流动。

将结构冷却到 4℃并改变周围介

质就能够产生电能，因为这会扰乱脂质

双层并导致液滴形成连续的水凝胶。

离子通过导电水凝胶，从两端的高盐液

滴移动到中间的低盐液滴，通过将末端

液滴连接到电极，从离子梯度释放的能

量被转化为电能，使水凝胶结构能够作

为外部组件的电源。

在这项研究中，被激活的液滴电源

产生的电流持续了 30 分钟以上。一个

由 50 纳升液滴组成的单元最大输出功

率约为 65纳瓦。这些设备在储存 36小

时后产生了类似的电流量。5 个纳升

大小的导电水凝胶液滴可作一个单元，

该设备的模块化设计允许将多个单元

组合在一起，使产生的电压和电流增

加。串联 20 个这样的单元，就能点亮

一个发光二极管。

水 滴 电 池 利 用 离 子 梯 度 发 电
为 微 型 生 物 集 成 设 备 开 发 开 辟 道 路

科技日报北京8月 30日电 （记者

张梦然）美国莱斯大学科学家开发了一

种基于织物的可穿戴设备，可用加压空

气“敲击”用户的手腕，无声地帮助他们

导 航 到 目 的 地 。 这 项 29 日 发 表 在

《Device》杂志上的研究表明，用户可在

短时间内正确理解设备告诉他们去的

方向。这种设备可无缝集成到服装或

其他可穿戴设备中。

视觉和听觉提示（如仪表板上的闪

灯或新文本消息）可有效地传输信息。

然而，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这些信息

所淹没，因为同样的方式传达了太多通

知，信息就会在混乱中丢失。而“触觉”

则可提供另一种选择。

莱 斯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开 发 了 一 种

轻便舒适的可穿戴设备，该设备由纺

织材料制成，可戴在用户的手臂上。

团队通过测量施加在用户身上的力

和可穿戴设备形状的函数来测试该

设备。

在一项涉及人类参与的实验中，团

队着手了解这些设备在现实世界场景

中可否帮助用户导航。他们向佩戴该

设备的用户发送提示，指导他们在哪里

步行一公里。令研究人员印象深刻的

是，用户能够很轻易实现在休斯敦的街

道上导航，在接收和解释导航触觉线索

方面具有 100%的准确性。

在另一项导航测试中，参与者再次

完全准确地理解了提示，这次的场景是

在铺砌砖块、混凝土的人行道和碎石路

上骑行电动滑板车。

可穿戴设备实现“轻点手腕即可导航”

使用该设备在城市街道中导航。
图片来源：《Device》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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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30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30 日发表的一篇论

文报道了一个名为 Swift 的人工智能

（AI）系统，该系统驾驶无人机的能力

可在真实世界中一对一冠军赛里战胜

人类对手。研究结果标志着移动机器

人学和机器智能的一个里程碑，并可

启发在其他物理系统中的部署，如自

动驾驶的地面车辆、飞行器和个人机

器人。

深度强化学习系统已在各类博弈

中战胜过人类，包括国际象棋、雅达利游

戏、《星际争霸》和GT赛车。不过，这些

大部分都是模拟和棋盘游戏环境，而不

是物理世界的竞赛。在第一人称视角的

无人机竞速中，职业选手需驾驶高速飞

行器穿过三维赛道。每位飞行员通过机

载摄像机的视频直播从无人机的视角观

察周围环境。自动驾驶无人机要达到职

业飞行员的水准很难，因为机器人需要

在其物理限制下飞行，同时只能根据机

载传感器估算其速度和方位。

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团队设计了

一种自动驾驶系统，能以人类世界冠

军的水准进行物理世界的竞赛。该系

统将模拟的深度强化学习与物理世界

采集的数据相结合。在由一位职业无

人机竞速飞行员设计的现实世界赛道

上进行的一系列比赛中，Swift与三名

人类冠军对战，包括两项国际联赛的

世界冠军。人类飞行员有一周时间在

真实赛道上训练，之后每位飞行员在

多场一对一比赛中对战 Swift。该系

统在多个回合中击败了每一位人类冠

军（25场比赛中共获胜 15场），而且打

破了比赛的最短用时纪录，比人类飞

行员的最快速度还领先半秒。

在同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

中，科学家评论称，该系统必须能应对

外部干扰，如风、光照条件变化、定义

不太清晰的各种障碍、其他竞速无人

机等等——所有这些都对现有的 AI

技术构成很大挑战。

这无疑是一项突破性技术，但我

们应看到它的两面性。作为AI领域的

重要成就，该系统可以在更真实多变的

环境中进一步开发，充分释放应用潜

力；但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不得不思考

由AI控制的无人机所应具备的技术和

伦理范畴——包括但不限于软件漏洞、

权限错误、人类最终决策权可能面临的

挑战等种种问题。无论作为军事武器

还是民用飞行，我们都要对 AI驱动下

无人机的异常情况有所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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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30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杜克大学健康中心的

研究人员报告说，在接受肾移植的灵

长类动物身上进行测试时，一种人造

抗体成功地防止了器官排斥。这一发

现为新型单克隆抗体在人体临床试验

取得进展扫清了道路。该研究 30 日

在线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称，目前预防器官排斥的

药物总体上效果不错，但它们有很多副

作用，如抑制免疫系统，使患者面临感染

和器官损伤的风险，而且许多疗法会导

致糖尿病和高血压等非免疫并发症。

研究人员此次重点研究了单克隆

抗体 AT-1501。它的设计目的是最

大限度地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在接

受过肾移植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中，

AT-1501 可防止排斥反应，且无需额

外的免疫抑制药物，证实了其免疫抑

制潜力。

在接受胰岛移植的动物中，单独

使用AT-1501并不能实现一致的排斥

反应控制，但与现有的免疫抑制剂联合

使用却有效。胰岛移植中的联合疗法

导致胰岛移植物均匀存活，而不会出现

体重减轻及通常会出现的感染。

研究数据支持AT-1501作为一种

安全有效的药物，可促进胰岛和肾移植

的存活和功能，对于需要器官移植的人

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单克隆抗体成功预防移植后器官排斥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30日电 （记

者张佳欣）打金是一种古老的工艺，由

古埃及工匠在 5000 多年前开创，它将

散装金子细致地捶打成薄如叶片的金

箔。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克莱姆森

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的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复刻古老的

打金过程，即使是纳米级的“金锭”也

可压缩成薄如叶片的二维形式，从而

在这种古老艺术和现代技术之间架起

了一座“桥梁”。研究发表在新一期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Nexus》上。

纵观历史，打金工艺在不同文化

的装饰艺术中占有极高地位。今天，

纳米级的黄金不仅可用于装饰花哨的

甜点，对于从微电子到纳米医学的现

代应用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此次新

研究可促进纳米晶体和纳米金属的广

泛开发，为可再生能源、量子计算和纳

米医学领域的未来应用铺平道路。

最新研究中，利用打金工艺，研究

人员将小至18纳米的金纳米粒子压缩

成超薄的金箔。研究表明，金箔的形态

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前体纳米粒子在

压缩前的原始形状、大小和排序。由于

黄金的延展性，这种纳米制造技术有可

能精确控制二维金箔的形状、横向尺寸

和厚度，在不同的应用中开辟新途径。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固态二维转

换技术仅仅是一个起点。它的多功能

性超出了黄金的范畴，使其适用于各

种材料。

当古老工艺遇上现代技术

纳 米 黄 金 粒 子“ 变 身 ”超 薄 金 箔

无人机竞速。红色为人类控制，
蓝色为自主无人机控制。

图片来源：《自然》在线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