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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4日电 （记者

张佳欣）英国诺丁汉大学领导的一个多

学科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新方法，可使

用带电分子触发癌细胞自我毁灭，从而

靶向并杀死难以治疗的脑瘤中的癌细

胞。这种方法未来有望发展成手术中

使用的喷雾治疗。相关研究发表在 14

日的《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患者来源的胶

质母细胞瘤细胞。胶质母细胞瘤是一

种难以捉摸且可怕的脑癌，患者的 5 年

存活率仅为 6.8%，患者确诊后平均生存

时间仅为 8 个月，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有

效的治疗手段。

此次，研究团队利用生物纳米天

线，在电刺激下诱导癌细胞程序性死

亡，即凋亡。生物纳米天线包裹着特殊

氧化还原活性分子的金纳米颗粒，能特

异性靶向胶质母细胞瘤细胞，而健康细

胞却毫发无损。在手术切除肿瘤时喷

涂或注射生物纳米天线，为精确治疗提

供了新的可能。

研究人员表示，这被认为是第一个

“量子疗法”，它利用量子信号传导的潜

力来对抗癌症。在量子生物学导引下，

癌细胞屈从于复杂的“电子舞蹈”。通过

精确地调制量子生物电子隧道效应，这

些巧妙的纳米颗粒奏响了一曲电子信号

的“交响乐”，触发了癌细胞的自毁机制。

该团队已为这项技术申请了专利，

并开始将其转化为最终的临床应用，但

还需要进一步严格的研究和验证，以确

保人类使用的生物纳米天线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长期以来，治疗胶质母细胞瘤一直

是临床医生面临的挑战，患者的预后仍

然很差。这项研究显示了量子疗法作为

一种与生物学联通的新技术所带来的可

能性。量子生物电子学和医学的融合，

有望开启一种疾病治疗的新范式。

电子信号奏响癌细胞自毁“交响乐”

抗脑癌的首个“量子疗法”找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

火星氧气原位资源利用实验（MOXIE）

于日前结束。MOXIE是一个微波炉大

小的装置，它在任务期间通过 16 次运

行，总共制造出 122 克氧气，相当于一

只小狗在 10小时内呼吸的氧气。

NASA 副 局 长 潘·梅 洛 伊 表 示 ，

MOXIE的表现表明从火星大气层中提

取氧气是可行的。氧气可供未来到达

火星的宇航员呼吸，也可用作火箭推进

剂。开发能够让人类利用月球和火星

资源的技术，对于在月球建立长期居住

基地、创造强劲的月球经济，以及支持

人类首次火星探测活动至关重要。

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副

主席杨宇光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利用

上述方法在火星大规模制造氧气仍面临

不少困难。此外，人类要想在火星上生

存，除氧气外，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制氧实验 圆满完成

MOXIE 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

制，2021年随“毅力”号登陆火星。自那

时起，MOXIE 通过周期性转换二氧化

碳来产生氧气，最高效时，MOXIE每小

时能产生 12克纯度超过 98%的氧气，是

NASA 最初设置目标的两倍。而且，在

今年 8 月 7 日进行的最后一次运行中，

MOXIE产生了 9.8克氧气，足够一名宇

航员呼吸 3 个小时。这些进展给科学

家们带来了希望：人类有朝一日或许可

以在这个不适宜居住的星球上生存。

火星上二氧化碳含量丰富，占其稀

薄大气层的 95%。MOXIE 借助电化学

过程，将吸收的二氧化碳气体中的氧原

子分离出来，并对其纯度进行分析，然

后将其安全地隔离在胶囊中，剩余部分

则以一氧化碳的形式排放出去。

NASA 空间技术任务局演示主管

特鲁迪·科特斯认为，通过在现实世界

中证明像 MOXIE 这样的技术，让宇航

员离在这颗红色星球上生活这一目标

又近了一步。

人类呼吸 火箭燃料

杨宇光说：“这样的制氧系统用途

广泛，除供宇航员呼吸外，还可以作为

火箭推进剂的来源，对未来的火星探索

任务大有裨益。”

未来的宇航员可以依靠在火星表

面找到的材料生存，而不是将大量氧气

从地球带到火星。这一概念被称为原

位资源利用，目前也已经成为热门研究

领域。

MOXIE 首席研究员、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米歇尔·赫奇特表示，下一步，

他们并不打算创建 MOXIE 2.0，而是

计划制造一个全尺寸系统，包括一个像

MOXIE 这样的氧气生成器，以及液化

和储存氧气的设施。

赫奇特也希望看到其他技术在火

星上发挥作用。他表示，NASA 必须决

定哪些东西需要在火星上进行验证，这

个 名 单 上 有 很 多 技 术 ，但 他 很 高 兴

MOXIE是第一个。

规模生产 成本高昂

杨宇光指出：“MOXIE首次展示了

有助人类在火星上生存和离开的技术，

但在火星上大规模制氧仍面临不少困

难。”

他进一步解释说，首先是环境适应

性问题。火星的环境非常恶劣，温度很

低，平均温度约为-62℃。其次，火星

的大气层非常稀薄，而火星没有磁场的

保护，因此火星表面所受辐射的剂量和

强度非常高，可能会对设备的性能产生

一定的影响。此外，火星距离地球非常

遥远，将物体送往火星极其困难，目前

只有中国和美国成功完成，且成本非常

高昂。如果想大规模生产氧气，将相关

设施送往火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除非人类拥有能够低成本向火星运送

物资的技术，否则，在火星上大规模制

造氧气目前来讲还只是“海市蜃楼”。

尽管能在火星制造出可供人呼吸

的氧气，但人类想要在火星上生存，仍

要应对很多挑战。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稍早时间报道中指出，除了上述提到的

火星非常寒冷，火星上的气压非常低，

也会给在其上生活的人带来极大的健

康威胁。而且，人类还需要考虑前往火

星旅行所导致的骨骼密度极端损失的

问题。

“人类在火星上生存面临的问题很

多，尤其是火星没有一个全球性的保护

性的磁场，各种辐射可以直达火星表

面，给人类健康带来极端不利的影响。”

杨宇光强调。

“人类登陆火星，对火星开展深入

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历史和

地球未来的命运。同时，人类也可以利

用火星上的各种物资资源，进一步向太

阳系深处进发。”杨宇光表示，“火星制

氧实验的成功让人类朝着这个方向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火星制氧：希望与困难并存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4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通讯》杂志最新发表的

一篇论文通过分析加拿大高纬度北极

地区野外调查数据发现，全球变暖加速

或推动了该地区的永久冻土融化和巨

大的环境变化。研究对加拿大北极群

岛一个地区过去 60 年的景观演化进行

重建，得到了以上结果。

1980年代以来，北极的气候变暖一

直在扩大，永久冻土加速融化急剧影响

并改变着北极景观。永久冻土融化会

释放大量储藏的碳并加速全球变暖，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永久冻土融

化的物理过程对该地区景观变化的影

响却不清晰。

利 用 实 地 观 测 、物 理 模 型 以 及

2019 年采集的环境数据，加拿大西蒙

菲莎大学团队研究了阿克塞尔海伯格

岛 Muskox 山谷永久冻土解冻和融化

早期阶段的景观变化和河道发展。他

们对比了数据与 1959 年的影像，重建

了 该 地 区 在 60 年 内 的 景 观 演 变 过

程。研究发现，该地区新的河流网络

的结构与演变受到与永久冻土融化相

关的几何地面图案变化的影响。在当

前的暖化气候下，局部加快的谷底基

质侵蚀速度和冰楔热退化或随时间流

逝导致地表塌陷。

研 究 结 果 有 助 于 人 们 了 解 怎 样

的底层过程决定了北极和高海拔永

久 冻 土 景 观 ，从 而 更 好 地 应 对 全 球

变暖。

北极高纬度地区永久冻土加速融化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4日电（记者

刘霞）英国和墨西哥科学家在最新一期

《生物学快报》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

表明，在 6600万年前发生的导致恐龙从

地球上消失的大灭绝事件中，开花植物

虽然也有部分物种消失，但相对来说没

什么损失，因此这一毁灭性事件也让开

花植物成为今天植物家族中的“主角”。

地球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大灭绝

事件，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于 6600

万年前，由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

深刻地改变了地球上生命的演化进

程。这一白垩纪—古近纪（K-Pg）灭绝

事件至少消灭了地球上 75%的物种，包

括恐龙在内，但科学界迄今并不清楚它

对开花植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植物不像大多数动物那样拥有骨

骼或外骨骼，这意味着植物化石相对罕

见，所以仅凭化石证据很难理解植物进

化的时间线。

在最新研究中，巴斯大学米尔纳进

化中心的贾米·汤普森博士和墨西哥国

立自治大学的桑提亚哥·拉米雷兹·巴

拉奥纳博士，分析了由 73000 种开花植

物（被子植物）的 DNA序列内的突变构

建的“进化树”，并使用复杂的统计方

法，创建了“出生—死亡”模型，以估计

整个地质时期开花植物的灭绝率。

化石记录显示，虽然许多植物物种

确实消失了，但它们所属的谱系仍有物

种幸存下来，并在今天的植物界占据主

导地位：目前世界上有大约 40 万种植

物，其中约 30万种是开花植物。

分子钟证据也表明，今天的绝大多

数被子植物科都存在于 K-Pg 事件之

前，包括兰花、木兰和薄荷的祖先在内

的物种都曾与恐龙同时生活在地球上。

K-Pg 事件发生后，地球上的大多

数物种灭绝，被子植物占据优势地位。

开花植物为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

命力？巴拉奥纳解释说，开花植物具有

非凡的适应能力，它们使用各种种子传

播和授粉机制，有些进化出了新的光合

作用方式——这种“花之力”使它们成

为大自然真正的幸存者。

开花植物在恐龙灭绝事件中幸免于难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4日电 （记

者张梦然）《科学报告》14 日发表的一

项人工智能（AI）研究指出，大型语言

模型（LLM）AI 机器人在创造性思维

任务上或能超越一般人类，该任务要

求受试者想出日常用品的替代用途

（发散性思维的一个例子）。不过，得

分最高的人类受试者依然能超过机器

人的最佳答案。

发散性思维通常是指与创造性相

关的一类思维过程，需要为特定任务

想出各种不同创意或对策。发散性思

维一般通过一种名为“替代用途任务”

（AUT）的项目进行评估，受试者被要

求在短时间内想出某个日常用品的其

他用途，越多越好。受试者的回答从

4 个类别进行打分：流利度、灵活性、

原创性和精细度。

此次任务需完成 4 个物品（绳子、

盒子、铅笔、蜡烛）的 AUT。研究人员

比较了 AI和人类的答案，通过语义距

离（回答与物品原始用途的相关度）和

创造性给回答的原创性打分。

芬兰图尔库大学、挪威卑尔根大

学及斯塔万格大学认知与行为神经

科学实验室联合团队用一个计算方

法，在 0—2 的范围里量化语义距离，

在 1—5 的范围里量化创造性，让不

知道受试者身份的人类打分者对他

们的答案进行客观评价。平均而言，

AI 的 回 答 在 语 义 距 离（0.95 相 对 于

0.91）和创造性（2.91 相对于 2.47）的

得分上显著高于人类的回答；人类回

答在这两项的得分差距更大——最

低分远低于 AI 的回答，但最高分普

遍比 AI 高。最佳人类回答在 8 个评

分项中的 7 项都超过了所有 AI 的最

佳回答。

以上结果表明，当前 AI想象创意

的能力至少已与一般人类相当。但团

队强调，他们只评价了涉及创造性评

估的单项任务的表现，今后的研究或

能探索如何将 AI 融入创造性过程来

提升人类表现。

人类对自己头脑最引以为傲的

是什么？是我们永不枯竭的创新思

维。如果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超过我

们又会怎样？我的第一观感是：不敢

相信、不愿接受、不能认可。不过细

思量之下，这一测试首先对创造性的

描述和考察都有限，研究人员也强调

了，它只是“独立单项任务”的表现。

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创造性的发

挥是在复杂且多元交错的环境中进

行的。而且，即便是这样单项的考核

中，人类创意的最高点，仍然是机器

尚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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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4日电 （记

者张佳欣）美国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研

究人员的一项新发现显示：与那些拥

有早起习惯的人相比，晚睡晚起的人

患糖尿病风险增加了 19%。相关研究

发表在新一期《内科医学年鉴》上。

睡眠类型或昼夜节律偏好，指的

是一个人偏好的睡觉和醒来时间。有

的人是“早起鸟”，喜欢早睡早起，而有

的人是“夜猫子”，喜欢晚睡晚起。研

究人员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基因

决定的，因此可能很难改变。但那些

认为自己是“夜猫子”的人要更多地注

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睡眠类

型可能会增加患 2型糖尿病的风险。

此前研究发现，睡眠时间更不规

律的人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更高，而晚睡晚起的人更可能有不规

律的睡眠模式。

此次，团队分析了 2009—2017 年

间从护士健康研究Ⅱ中收集的 63676

名女护士的数据，其中包括自我报告

的睡眠类型、饮食质量、体重和体重指

数（BMI）、睡眠时间、吸烟行为、饮酒、

体力活动和糖尿病家族史。研究小组

根据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和医疗记录确

定了她们的健康状况。

在考虑了种种生活方式因素后，

研究发现，晚睡晚起与糖尿病风险增

加 19%相关。此外，生活方式最健康

的人中，只有 6%的人属于晚睡晚起

型。在那些生活方式最不健康的人

中，25%是晚睡晚起型。

研究还发现，晚睡晚起的人更有

可能存在饮酒量较高、饮食质量较低、

每晚睡眠时间较少、每天至少吸一支

烟等情况，并且体重、BMI和体力活动

率处于不健康范围。

“夜猫子”比“早起鸟”更易患糖尿病

科技日报首尔 9月 13日电 （记

者薛严）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

官李宗昊 13 日出席在首尔举行的“韩

国超大型人工智能（AI）发展会议”，并

发布了有关 AI 发展的新计划。根据

该计划，韩国政府将在 AI全民日常化

领域投入 9090 亿韩元（约合 49.8 亿元

人民币），以提升在 AI领域的竞争力。

谈到为落实该计划所采取的相

关措施，李宗昊在会议上表示，一是

韩国政府各部门自 2024 年起将联合

执行上述预算，在健康福利、卫生、教

育、文化、抗灾应急、行政等各领域全

面引进 AI 技术，为建设数字化模范

国家奠定基础；二是为将韩国 AI 提

升到世界领先水平，韩国政府将从

2024 年开始同美国、加拿大、欧盟等

地的高校开展国际联合研究，建立 AI

共同实验室，外派硕士、博士级人才

进行交流；三是韩国将讨论数字化权

利法案，规定建设数字化共同繁荣社

会的基本原则、公民权利、各主体职

责等，强化 AI 伦理规范和可信赖性，

预防 AI 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潜在风

险和副作用。

韩国政府官员、AI 企业负责人、

初创企业、青年创业者、AI 技术专家、

相关专业学生等 70 多人出席了该会

议，共同认为韩国芯片、AI、信息通信

技术基础设施可形成协同效应。韩国

8 家企业作为行业代表承诺加强开拓

国际市场的合作与投资，提升 AI安全

性和可信度，带头遵守并主导制定国

际标准。

韩政府发布人工智能发展新计划

图片来源：美国杜克大学官网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在火星表面运行的“毅力”号漫游车。 本文图片来源：NASA官网

MOXIE于2019年被放入“毅力”号火星漫游车的底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