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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 30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外媒报道，美国知名企业家

埃隆·马斯克 29 日表示，他旗下的脑机

接口技术公司“神经连接”于 28 日进行

了首例脑机接口设备的人体移植，移植

者目前恢复良好。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平台 X 上发帖称：“初步结果显示神经

元尖峰检测很有前景。”

去年 5 月，“神经连接”在猪、羊和

猴子身上进行了数百次测试后，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该公司进行脑芯

片植入物的人体试验。9 月，“神经连

接”宣布为其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的首

次人体试验招募志愿者。

上个月，该公司表示正在寻找 40

岁以下的四肢瘫痪患者参加人体试

验。试验时，外科医生将切除测试患者

的部分头骨，然后由约 2 米高的名为

R1 的机器人接手，将 64 根装有电极的

线植入患者的大脑中。电极被编程以

收集大脑的有关数据，包括与运动意图

相关的神经活动。之后，电极记录的这

些神经信号将被发送回“神经连接”计

算机进行解码。

马 斯 克 在 另 一 篇 帖 子 中 表 示 ，

“神经连接”的第一款产品将被称为

“心灵感应”。

据报道，这款大脑芯片拥有 1000

个电极，旨在让人们通过“思考并点击”

机制，思考想要做什么，从而以无线方

式执行功能。

目 前 尚 不 清 楚 有 多 少 人 类 志 愿

者参与这项技术试验。这项无线脑

机接口的试验，旨在评估植入物和手

术机器人的安全性。据该公司网站

称 ，这 项 研 究 将 评 估 脑 机 接 口 的 功

能，以使瘫痪患者能够用思维控制外

部 设 备 。 该 研 究 大 约 需 6 年 时 间 才

能完成。

首例脑机接口设备人体移植完成

全球每年生产近 1000 亿件衣服，

但有相当比例的纺织品都要被丢弃和

填埋。时尚行业的浪费问题已引起广

泛关注。

鉴于纺织品回收极其复杂，相关技

术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诸多服装品牌

面临大规模回收压力。不少初创公司闻

风而动，竞逐衣物回收这一蓝海市场。

打造可回收衣橱

总部位于美国的 Circ 公司发明了

一种化学溶液，可将最常见的聚酯棉

（聚酯纤维和棉的混合物）分解。它使

用水热工艺先将聚酯纤维液化，将其与

棉分离，然后两者都可变成新纤维。

去年 5 月，Zara 公司宣布与 Circ 合

作，推出了首个以Circ回收技术获得的新

纤维制成的服装系列。该女性服装——

“胶囊”系列已在全球 11 个市场发售，

朝着为时尚行业构建循环生态系统迈

出了关键一步。

Circ行政总裁皮特·弥耶阿诺维斯

基表示，通过此次合作，Circ 和 Zara 希

望能逐步创造一个新未来，即消费者衣

橱里的衣服都由回收材料制成，可被反

复回收再利用。

构建回收产业链

让旧衣服保持清洁，并与其他废物

分开，目前时尚行业还缺乏这些收集和

分类大量旧衣服的基础设施。循环技

术和物流平台“超循环”应运而生，其汇

集了快递公司、仓库和跟踪系统，以简

化回收流程并降低成本。

“超循环”希望利用店内的免费送

货标签等激励措施改变公众对服装回

收的态度。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和

激励，让消费者用完一件物品时，首先

想到的就是回收。

自 2022 年推出以来，“超循环”迅

速扩张，回收了 100 多万件服装。现在

它 为 包 括 优 衣 库 、Reformation、Para-

chute等在内的多家公司提供旧服装回

收处理服务。

去年 11月 16日，“超循环”获得 700

万美元的 A 轮前期融资。这一战略融

资将扩大“超循环”的基础设施，将之前

分散的运输、整合、分类、分级和回收服

务连接起来，为全球的品牌和零售商提

供更多服务。

3D织机有望降低大量库存

unspun是一家数字服装公司，可为

每位消费者按需定制衣服。该公司表

示，他们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 3D 织机，

能在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内直接用纱线

制作出一条定制尺寸的牛仔裤。其被

美国《时代》周刊评为 2022 年度 100 件

年度最佳发明之一。

unspun旨在通过自动化、本地化和

量身定制等措施，减少全球碳排放。目

前，该公司正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建造第

一家微型工厂，以证明其有助减少服装

品牌需大量库存的要求，以及在运输环

节的浪费。

让服饰材料完好无损

法国初创企业 Cetia的专长是为衣

物回收做好准备。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自动化方式

进行这种操作的创新平台，Cetia 开发

了一款简单的机器，可精确地撕下旧鞋

的鞋底。当穿过的运动鞋经过机器上

的一条隧道时，会被一个巨大的铰接臂

巧妙地抓住，然后以一定的力量和极高

的精度撕下鞋底。

另一种更复杂的机器则使用人工

智能识别钮扣和拉链等硬物，然后用激

光切开而不损坏物品。奢侈品行业对

此特别感兴趣，因为该行业需要保持其

贵重材料完好无损。

Saentis 纺织品公司发明了一款专

利机器，可在对纤维损伤最小的情况下

回收衣物中的棉，从而制造出高质量的

新纺织品。宜家、巴塔哥尼亚和汤米·
希尔费格等品牌都在使用这一技术制

造新的再生棉。

用二氧化碳制造衣服

美国初创企业 Rubi Labs自称是一

家“共生制造”公司，其能利用生化过程

将工厂废弃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纤维素，

用于制造莱赛尔纱线，从而减少对其他

废物或森林砍伐的需求。

去年 7 月，Rubi Labs 宣布与零售

巨头沃尔玛合作开展一个试点项目，以

测试其创新能力。

Rubi Labs并非唯一一家试图用温

室气体制造纺织品的初创公司。美国

加州的 Newlight 科技公司和 Mango 材

料公司也在探索类似的方法，而 Re-

newcell 和 Natural Fiber Welding 等 公

司正在探索将传统的木浆原料制成再

生服装。

回收创新技术有助塑造时尚业新风采

科技日报北京1月 30日电 （记者

张佳欣）日本神户大学开发了一种新方

法，可产生永不褪色的结构色，且不受

限于视角，还能被打印出来。这种材料

对环境和生物的影响很小，而且可以薄

涂，有望显著改善传统涂料的重量。研

究论文发表在 30 日《美国化学会应用

纳米材料》杂志上。

当光从平行的纳米结构反射时，结

构色就会出现。比如蝴蝶翅膀或孔雀

羽毛的颜色就来自结构色，其优点是不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也不会随观

察角度改变而改变。生活中最常见的

结构色例子可能是光盘：从不同角度看

一张光盘，能看到不同的颜色。这种随

观察角度改变而变化的颜色叫虹彩

色。从工业角度来看，排列整齐的纳米

结构不容易上色或打印，并且颜色取决

于视角，这使得材料呈现虹彩色。

日本神户大学材料工程师一直在开

发一种产生颜色的全新方法。在前期工

作中，他们实现了精确的粒径控制并开

发了球形和晶体硅纳米粒子的胶体悬浮

液。这些单一的硅纳米颗粒通过米氏共

振现象以明亮的颜色散射光线，这使工

程师们能够开发结构色墨水。

在米氏共振中，大小与光波长相当

的球形粒子对特定波长的反射特别强

烈。这意味着，只需改变颗粒的大小，

就可以控制颜色。

新方法产生的颜色不是由邻近结构

反射的光相互作用产生的，而是由它在

单个硅纳米球周围的高效散射产生的。

研究人员表示，单层稀疏分布的硅

纳米粒子厚度只有 100—200 纳米，颜

色鲜艳，每平方米的重量不到 0.5 克。

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轻薄的彩色涂层

之一。

他们使用计算机模拟来探索不同

情况下墨水的特性。结果表明，尽管纳

米球覆盖的表面很小，但反射率很高，

这是由于其具有非常大的散射效率。

这意味着，着色只需极少量的硅晶体。

经过进一步的开发和完善，研究人

员期待着他们的技术有更多有趣的应

用。例如，飞机涂层的颜料有几百公斤

重，如果使用基于纳米球的墨水，或许

能够将重量降低到原来的 10%以下。

可打印非虹彩轻量结构色墨水问世

科技日报北京1月 30日电 （记者

张梦然）很多人认为飞蛾之所以喜欢

扑灯、扑火，是因为昆虫喜欢追逐光

明 ，并 将 这 种 现 象 归 为 昆 虫 的 趋 光

性。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据《自然·
通讯》30 日发表的一项动物行为研究

指出，人工光可能会破坏昆虫相对地

平线的准确定位能力。研究结果或有

助于人们理解为何飞行昆虫喜欢聚集

在人工光周围。

人工光能吸引飞虫，早在罗马帝国

时期就有用光捕获昆虫的文字记载。

然而，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一直没有盖

棺定论。因为飞蛾属于鳞翅目昆虫，多

数在夜间活动，它们也不会到灯下去捕

食小飞虫，因此“飞蛾扑灯”完全基于趋

光性的说法不准确。之前有研究提出，

昆虫可能将人工光当成了一条逃生路

线，或是昆虫被光源致盲，此外还有很

多其他说法。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美国佛罗里达

国际大学研究团队，此次利用高速红外

相机追踪了昆虫在自然环境和实验室

环境下的三维飞行路线。他们研究了

一系列光条件（包括点紫外光源和散射

紫外光源）下的各种昆虫，包括飞蛾、蜻

蜓、果蝇和天蛾。

研究人员发现，昆虫有一种“背部

光反应”现象，即通过纠正自己的飞行

路线来使背部朝向光源。对于太阳这

类自然光源来说，这种反应能让它们保

持准确定位地平线的稳定飞行路线。

但研究显示，人工光会导致昆虫对飞行

路线进行不稳定和持续的修正，从而导

致它们眩晕并出现人们认为的受到人

工光吸引的行为。

研究团队总结道，有必要进一步研

究人工光的长距离影响，并通过减少夜

晚的非必要人工光来改善昆虫生境。

飞蛾为何扑灯？和你想的不一样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30日电 （记

者张梦然）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开

发了一种机器人传感器，结合人工智

能技术，它可以接近人类读者两倍的

速度阅读盲文。这一机器人原本并

不是作为盲人辅助技术而开发的，但

其高灵敏度使它成为开发机器手或

假肢的理想模型。它的灵敏度甚至

与人类指尖相当。研究结果发表在

新一期《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快报》

杂志上。

人类的指尖非常敏感，可帮助人

们收集周围世界的相关信息。指尖可

检测到材料质地的微小变化，或者帮

助人们知道抓握物体时需要用多大的

力。比如，捡起一个鸡蛋而不打破它，

或者捡起一个保龄球而不掉落它，这

些简单的行为，对机器人来说却十分

困难。

盲文是机器人“指尖”的理想测

试对象。这是因为阅读盲文需要高灵

敏度，每个代表性字母图案中的点都

非常接近。研究人员使用现成的传感

器开发了一种机器人盲文阅读器，可

更准确地复制人类的阅读行为。

现有的机器人盲文阅读器，一次

只能读一个字母，但这不是人类的阅

读方式。此次研发的机器人传感器，

“指尖”上有一个摄像头，结合摄像头

和传感器的信息就可进行精准快速

读取。

团队开发了机器学习算法，以便

机器人阅读器能够在传感器尝试识

别字母之前对图像进行“去模糊”。

他们在一组应用了假模糊的清晰盲

文图像上训练了算法。在算法学会

对字母进行去模糊处理后，他们使用

计算机视觉模型来检测和分类每个

字符。

一旦算法被合并，研究人员沿着

一排盲文字符快速滑动阅读器进行测

试。机器人盲文阅读器可以每分钟

315 个 单 词 的 速 度 阅 读 ，准 确 度 为

87%，比人类盲文阅读快两倍，准确度

也相近。

盲文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和书写系

统，它完全基于触觉。初学盲文的盲

人，需要用指腹仔细触摸辨认，不能跳

字，不能串行。它考验记忆能力、触觉

敏感度，甚至还有耐心。不过，本文介

绍的机器人不仅有“指尖”，还有“眼

睛”。结合摄像头和传感器的信息，就

能实现对盲文的精准快速读取；应用

算法，机器也可以阅读被模糊处理的

盲文。这一应用，可用来开发更好的

盲文阅读器。当然，在小小凸点中都

能大显身手的灵敏机器人，还能做更

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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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30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

学院科学家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当

小鼠进食高脂肪饮食时，其脂肪细胞

内的线粒体会被分解成更小的线粒

体，导致燃烧脂肪的能力降低，且这一

过程由单一基因控制。科学家将小鼠

体内这一基因删除后，即使它们食用

高脂肪食物，也不会使体重增加过

多。相关论文发表于 29 日出版的《自

然·代谢》杂志。

人在发胖时，其脂肪细胞燃烧能

量的能力降低，这也是肥胖者减肥难

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些代谢异常是

如何开始的？

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人员给小

鼠喂食高脂肪饮食，并测量了这种饮

食对其脂肪细胞线粒体的影响（线粒

体是细胞内帮助燃烧脂肪的结构）。

结果发现，在食用高脂肪饮食后，小鼠

部分脂肪组织内的线粒体发生断裂，

分裂成许多更小且无效的线粒体，这

些线粒体燃烧的脂肪更少。

除发现这种代谢效应外，研究团

队还发现整个过程由 RaIA 分子的活

性驱动。RaIA 具有许多功能，包括在

线粒体发生故障时帮助分解线粒体

等。新研究表明，这种分子过度活跃

时，会干扰线粒体的正常功能，引发与

肥胖相关的代谢问题。

高脂肪饮食破坏线粒体致体重增加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30日电 （记

者刘霞）英国科学家主导的国际天文

学家团队，借助维斯塔天文望远镜，在

银河系中心发现了一种新型恒星。研

究团队给这些恒星取了一个“老烟民”

的绰号，因为它们正在“吞云吐雾”。

科学家对这些恒星为何会喷出尘埃知

之甚少，最新研究有助他们进一步理

解重元素在银河系，乃至更远星系中

是如何传播的。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

一期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

在历时 10 年的调查中，该国际科

研团队使用维斯塔天文望远镜寻找名

为原恒星的新生恒星。这些恒星容易

频繁、旺盛地喷发。

科学家观测了数亿颗恒星，发现

了 32 颗原恒星，其中至少有 21 颗“老

烟 民 ”。 它 们 距 离 地 球 30000 多 光

年。研究团队发现，这些“老烟民”正

在银河系中心名为核星盘的区域“吞

云吐雾”，该地区稠密且富含金属。

最新研究负责人之一、英国赫特

福德大学天体物理学家菲利普·卢卡

斯表示，他们发现这些恒星有时会突

然变得非常暗淡。几年后，在没有任

何预兆的情况下，这些恒星的亮度又

会恢复到往昔。

研究团队表示，银河系有很多“重

元素”（比氢和氦重的元素），这可能会

在恒星大气层内产生更多尘埃。但这

些恒星为何会“吞云吐雾”般喷出一些

尘埃仍是未知数。

银河系新型恒星“老烟民”现身

Cetia公司开发
了一款简单的机器，
可精确地撕下旧鞋
的鞋底。当回收的
旧运动鞋经过机器
上的一条隧道时，会
被一个巨大的铰接
臂巧妙地抓住，然后
以一定的力量和极
高的精度撕下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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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动作捕捉飞
行场内，钩粉蝶绕着紫外灯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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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民”位于约 30000 光年外，
靠近银河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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