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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首尔 3月 1日电 （记者

薛严）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2月 29

日发布“2022 年度技术水平评估结果”

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

术、网络安全、尖端机器人制造等多个

重点科技领域超过韩国。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在当天

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第 57 次

运营委员会会议上公布了上述结果。

该评估每两年实施一次，此次对中国、

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共 12 个科技领

域 136 项关键技术的相关论文和专利

进行了分析，并调查了 1306 名专家的

意见。

从 12 个领域来看，韩国在半导体、

动力电池和氢能领域较中国有微弱领

先优势，而在其他 9 个领域均落后于

中国，尤其在航空宇宙、海洋和量子领

域与中国相比差距明显。此次评估结

果将分发给各部门和研究机关，作为

科技政策制定、研发事业企划等基础

资料。韩国政府计划继续以每两年为

周期，持续监测全球各关键领域技术

发展水平。

此次运营委员会会议还共同审议

并表决了韩国 2024 年度国防科学技术

革新实施计划案。为审议国防领域人

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主要政策和制

度，韩国政府拟推进设立以国防部次

官为委员长的国防人工智能委员会。

为培养尖端武器体系及国防战略技术

开发相关优秀研究人员，委员会计划

推进国防科学研究所和大学间的合同

学科运营，并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

能源等尖端科学技术开发研究设施的

建设。

韩 政 府 评 估 称 ——

中国在多个重点科技领域超越韩国

科技日报北京3月 1日电 （记者

张梦然）据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

的一项小鼠研究，意大利 IRCCS圣拉

斐尔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展示了无需

永久性基因组编辑，也可对一个控制

胆固醇水平的基因做到长效抑制。这

一名为“靶向表观遗传沉默”（即不用

直接改变 DNA 序列就可改变基因功

能）的效果在小鼠中持续了近 1 年，令

循环胆固醇水平下降。研究结果展示

了表观遗传沉默治疗疾病的潜力。

改变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有望

治疗人类疾病。基因组编辑方法已经

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人担心，破坏

DNA 引入序列变化可能会导致不需

要的变异或意料之外的脱靶活性。表

观遗传编辑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方

案，它改变修饰 DNA的化学组却不改

变基因序列，但想要让目标基因“持续

沉默”仍难以实现。

研究人员此次描述了一种方法以

沉默小鼠 Pcsk9基因，这个基因会产生

一个蛋白质，能促进一种称为低密度

脂蛋白的胆固醇的蛋白受体降解。他

们 筛 选 了 能 识 别 目 标 基 因 的 不 同

DNA 结合平台，发现锌指蛋白效果最

好。然后团队使用脂质纳米粒子将表

观遗传编辑装置递送到小鼠的血液，

脂质纳米粒子进而循环到肝脏。一次

注射表观遗传修改器，能实现有效、持

续 沉 默 小 鼠 的 Pcsk9 基 因 ，使 循 环

PCSK9 蛋白水平几乎减半，且效果长

达 330天（实验结束时）。

进一步改进该方法，可降低 PC-

SK9 蛋白水平至传统基因编辑的水平

（高达 75%）。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发

现是一种概念验证，尚需更多研究，但

经过评估，这一平台或可为开发使用

表观遗传沉默的疗法建立基础。

关于生命的大量底层信息被编

码在基因里。基因就像生命的核心

“剧本”，它决定着我们是单眼皮还是

双眼皮，是黑眼睛还是蓝眼睛。甚至

一些疾病，也可以在基因层面追溯到

病因。从基因测序到基因编辑，再到

靶向表观遗传沉默，意味着人类正在

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手段，破译

生命的底层信息，影响甚至改变它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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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 1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40

赫兹的声音和光刺激能增强小鼠大脑

清除废物的能力，特别是β淀粉样蛋

白等有毒蛋白。这些蛋白会导致记忆

和注意力问题。相关论文发表于 2 月

2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

此前研究显示，借助声音和闪烁

灯光的疗法在阿尔茨海默病小鼠身

上显出希望，但其作用机制一直是个

谜。2016 年，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

家蔡立慧教授领导的团队开始研究

40 赫兹声光的刺激能否提高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的认知能力。他们让小

鼠每天接受一小时的 40 赫兹闪烁灯

光和声音刺激，结果显示，该方法降

低了阿尔茨海默病小鼠大脑内淀粉

样蛋白的积累。

在最新研究中，蔡立慧等人在转

基因小鼠身上开展了一系列实验，试

图揭示该疗法的奥秘。这些转基因小

鼠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产生淀粉样

蛋白，记忆力也比普通小鼠差。研究

发现，这些特殊的光和声音似乎增强

了小鼠大脑的引流系统，即类淋巴系

统的功能。

研 究 显 示 ，当 动 物 暴 露 在 光 线

和声音中时，其脑内淀粉样蛋白含

量会减少。但蔡立慧等人也发现，

在治疗过程中，有更多脑脊液进入

小鼠脑内，更多废液通过淋巴管排

出大脑。原因似乎在于附近的血管

脉动更大，有助推动类淋巴液体通

过血管；也可能是因为有更多液体

流入类淋巴系统。

研究小组还发现，中间神经元这

种特定类型的脑细胞似乎通过释放名

为血管活性肠肽的分子，增加了淋巴

流。当研究小组用化学方法阻断这种

分子产生时，声光疗法无法提高淀粉

样蛋白的清除率。

罗切斯特大学的麦肯·内德哥德

在《自然·医学》发表评论称，深入了解

小鼠脑中的毒素清除机制有助于释放

其治疗潜力。

40赫兹声光刺激能减缓阿尔茨海默病

科技日报北京3月 1日电 （记者

张佳欣）《英国医学杂志》2 月 28 日发

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吃过多的超

加工食品可能对多个身体系统有害。

许多证据一致表明，与超加工食品密

切相关的健康隐患竟多达 32 种，包括

癌症、重大心肺疾病、精神健康障碍和

过早死亡。

超加工食品包括包装烘焙食品、

零食、碳酸饮料、含糖谷类和即食或加

热食品，经过多种工业流程处理，通常

含有色素、乳化剂、香料和其他添加

剂。这些产品往往高糖、高脂、高盐，

但维生素和纤维含量较低。

研究人员精心审查了 14 篇综述

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近 3 年内近千

万人的研究数据，共涉及 45 项集合荟

萃分析，深入揭示了超加工食品与健

康之间的关联。

结果表明，接触超加工食品的程

度越高，出现不良健康后果的风险就

越高。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超加工

食品摄入量更高的人，其与心血管疾

病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约50%，出现焦

虑和常见精神障碍的风险增加 48%—

53%，患Ⅱ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12%。

高度提示性证据还表明，超加工食品

摄入量更高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21%，与心脏病、肥胖、Ⅱ型糖尿病和睡

眠问题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 40%—

66%，并且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22%。

然而，有关超加工食品对哮喘、胃

肠道疾病、某些癌症和心脏代谢风险

因素（如高血脂和低水平的“好胆固

醇”）的影响，目前仍然缺乏充分的证

据支持。

研究强调，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

有针对性地减少这些食品的摄入量，

并更好地了解它们与不良健康后果之

间的联系机制。

超加工食品或增加 30多种健康隐患

去年 4 月，意大利理工学院高级研

究员马里奥·凯罗尼等人在美国《先进

材料》杂志发表论文称，他们研制出了

世界上首款可充电且可完全食用的电

池，并表示可食用电子设备将对胃肠道

的监测和治疗，以及食品质量监测等领

域产生重大影响。

该团队并非“孤军奋战”。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瑞士联邦理工学

院智能系统实验室主任达里奥·弗洛里

亚诺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大胆的研究项

目：创造可食用的机器人和可消化的电

子产品。

弗洛里亚诺指出，无论看起来或听

起来多么不可思议，让食品科学和机器

人技术“强强联手”，将对医疗健康、环

境保护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突破食物与机器人界限

弗洛里亚诺表示，将食品和机器人

结合的想法源于 2017 年博士后研究员

新竹君（音译）的一条评论。新竹君表

示，机器人和生物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

在于，机器人不能被其他生物吃掉。弗

洛里亚诺由此开始思考如何突破食物

与机器人之间的界限。

为此，他领导了一个名为“机器食

物”（ROBOFOOD）的项目。该项目旨

在用可食用的部件取代坚硬冰冷的电

子元件，通过创造可食用的机器人和行

为像机器人的食物来突破机器人研究

的边界。该项目为期 4 年，计划持续到

2025 年 9 月。团队成员包括来自瑞士、

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科学家。

“机器食物”团队已与荷兰瓦赫宁

根大学科学家携手，研制出一款无人

机，其翅膀是用食用油和巧克力粘在一

起的年糕。

弗洛里亚诺表示，他们研制出了全

球第一款可食用部分达到 50%的无人

机。这款无人机可用于紧急搜救行动，

不仅可用来定位失踪的人或动物，也可

运送重要的食品或药品，而且该无人机

本身就可以食用，其可食用部分满足联

合国提出的危急期间所需食品的标准。

当然，这款无人机目前面临的挑

战在于，需要使用足够坚固的可食用

材料来制作翅膀，以抵御风雨和高温

的袭击。

助力健康领域实时诊疗

该项目团队再接再厉，将这一概念

扩展到了健康领域。他们与英国布里

斯托尔大学机器人专家乔纳森·罗西特

教授合作，开发出了一款可消化的传感

器，能帮助治疗或监测肠道疾病。

虽然可吞服设备，如含有摄像头或

数字系统的药丸，已经在医疗保健中使

用，但目前这些设备包含不可消化的组

件，需要在使用后取回。与这些肠道设

备不同，新型传感器不需要由患者排泄

出来，或从患者体内取出来。容易消化

这一特性也避免了物质残留在体内的

风险。

研究团队表示，虽然还需要进一步

测试和开发，但该传感器表明，制造可

消化电子元件是可行的。

据西湖大学官网报道，该校工学院

姜汉卿教授利用生活中可食用并且还

具有电子性能的食材，比如海苔、芝士、

食用金银泊，制作出了可食用的超级电

容器。研究团队表示，这样的超级电容

器既可食用，又可消化，能用来为一些

微小的设备供电，以检测人体内部的生

理状态，避免侵入式检查给患者带来的

痛苦和不适。

姜汉卿团队认为，如果有更多这样

的电子器件能以恰当的方式植入或进

入人体，未来的实时诊疗电子仪器将大

有作为，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将被无

限扩展。

减少电子垃圾保护环境

研究团队表示，除了用于健康检测

领域，“机器食物”项目也将为保护环境

作出重大贡献。易于分解甚至消化的

食品级材料和工艺，有助于解决世界上

日益增长的电子垃圾问题。

尤其是废旧电池问题。据估计，美

国每年有30亿块电池被丢弃。这些电池

中的大多数最终都进入了垃圾填埋场，

在那里它们将有毒物质泄漏到环境中。

马里奥也是“机器食物”团队的负

责人，他主导研制出的全球首款可食用

充电电池几乎所有组件都可食用。具

体而言，电池阳极和阴极分别由核黄素

（维生素 B2）和槲皮素组成，电解液是

水基的，分离器（阳极和阴极之间的渗

透膜，防止短路）由紫菜制成。

研究人员表示，一旦充电完毕，这

个 0.65 伏的电池能在 12 分钟内提供

48 微安的电流。虽然听起来不多，但

足以为低功率的 LED 等小型电子设备

供电。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电池技术开

发物理学家康纳·柏兰德指出，这一研

究表明，充电电池能完全由可食用材

料制成。

在另一项突破中，“机器食物”团队

开发出了一种可食用的致动器，可将能

量转换为机械力，帮助机器人发挥作

用。换言之，装了这种致动器的机器人

被人吞食后，致动器会使机器人做一些

有用的事情，这也标志着研究团队在实

现全功能和可食用机器人的道路上迈

出了一大步。

食 品 科 学 和 机 器 人 技 术“ 联 姻 ”

可 食 用 电 子 产 品 走 进 现 实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日电 （记者

张佳欣）在 1 日发表于《自然·物理》杂

志的一项新研究中，来自英国、瑞士和

奥地利的国际研究团队建立了一种新

的平台，来解决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之

间的边界问题。这一成果代表着在理

解基础物理学方面的重大飞跃，也为实

际应用带来了希望，特别是在用于环境

监测和离线导航的传感器技术方面。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物理学家已在

越来越大的物体中观察到量子现象，从

电子等亚原子粒子到包含数千个原子

的分子。最近，悬浮光力学领域致力于

在真空中控制高质量微米级物体，希望

能测试比原子和分子重几个数量级的

物体中的量子现象，进一步突破这一极

限。然而，随着物体质量和大小的增

加，其量子特征（如纠缠）的相互作用会

消失在环境中。

为了在更大尺度上观察量子现象

并揭示经典－量子转变，量子特征需要

在环境噪声存在的情况下保持不变。

有两种方法可做到这一点：一是抑制噪

声，二是增强量子特征。新研究则采取

了第二种方法。

研究证明，利用光镊捕获的两个

0.1 微米大小的玻璃粒子之间，其纠缠

所需的相互作用可被放大几个数量级，

以克服对环境的损失。

研究人员将两个粒子放置在两个

高反射镜之间，形成一个光学腔。通过

这种方式，每个粒子散射的光子在离开

腔体之前会在镜面之间反弹数千次，导

致与另一个粒子相互作用的机会大大

增加。由于光学相互作用是由空腔介

导的，因此它的强度不会随着距离而衰

减，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可在几毫米范围

内耦合微米级粒子。

相对于其他传感量子系统来说，悬

浮式机械传感器的关键优势在于质量

更高，这使它们非常适合于探测引力和

加速度，能够达到更高的灵敏度，例如

在气候研究中监测极地冰，在导航中测

量加速度。

纳米粒子“纠缠”突破量子极限

科技聚焦

谷歌发布基础世界模型Genie
谷歌旗下“深度思维”公司重磅发

布了一个根据互联网视频训练的基础

世界模型——Genie（精灵）。其可利用

合成图像、照片、草图生成多种动作可

控的环境。这其实是一个 110 亿参数

的基础世界模型，在超过 20 万小时的

二维游戏视频上进行训练，无需人工监

督。这意味着 Genie 可以从视频中自

行识别不同动作的特征和模式，还能学

习各种角色的动作、控制和行动。

科技争鸣

“神经连接”脑机接口疑云笼罩
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表

示，首位植入“神经连接”公司大脑芯

片的人类患者成功地利用意念控制了

电脑鼠标。对此，有研究人员认为，这

并不是一项重大创新之举。同时，他

们对该设备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表示质

疑。美国贝勒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萨

迈尔·谢斯表示，该公司“只分享他们

想公开的部分”，而“社会上对此存在

很多担忧”。

科技轶闻

新型可穿戴系统能实时识别人类
情感

韩 国 蔚 山 国 立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所 团 队 开 发 了 一 种 可 实 时 识 别 人

类情绪的突破性技术，该技术基于

“摩擦充电”现象，即物体在摩擦时

分离成正电荷和负电荷，不需要外

部 电 源 或 复 杂 的 测 量 设 备 来 识 别

数据。其有望彻底改变各个行业，

提 供 基 于 情 感 服 务 的 下 一 代 可 穿

戴 系 统 。

前沿探索

极小质量物体的引力成功测得
来自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的科学

家成功测量了质量极小物体的引力，

为探索量子引力理论开辟了道路。理

解量子引力有助科学家解开一些宇宙

谜团，如宇宙如何开始，黑洞内部发生

了什么，甚至可能为统一描述和揭示

所有力的统一场论提供线索。

技术刷新

3D打印让义眼更逼真更自然
德国弗劳恩霍夫计算机图形研究

所开发了一种更快捷、耗费人工更少

的技术，能通过建模和三维（3D）打印

为人们“量身定制”更加逼真的义眼，

几乎与真眼睛无异。研究人员认为，

这种技术生产的义眼外观更自然，适

配度更好。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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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小鼠大脑的横截面，显示神经元
似乎释放出能更好清除毒素的分子。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