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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6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莱斯大学工程师开发

出人类患者可用的最小植入式脑刺激

器。凭借开创性的磁电功率传输技

术，这一仅豌豆大小的设备可无线供

电，通过硬脑膜（附着在颅骨底部的保

护膜）刺激大脑。该研究发表在最新

一期《科学进展》上。

名为数字可编程脑上治疗的新技

术，可用比其他脑机接口设备侵入性

更小的方式，彻底改变耐药性抑郁症

和其他精神或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现有的用于脑刺激的植入式设备

由相对较大的电池供电，并通过长线

连接到刺激装置。这意味着患者要承

受较大的硬件植入负担、电线断裂或

故障的风险以及未来更换电池需做的

手术。

新设备可使用外部发射器为其无

线供电，不再需要电池供电。该技术

依赖于一种将磁场转换为电脉冲的材

料。这种转换过程在小尺度上非常有

效，且具有良好的错位容差，不需要复

杂的操作来激活和控制。

研究人员用它来刺激患者大脑运

动皮层并产生了手部运动反应。他们

还展示了该设备在实验猪体内稳定地

与大脑连接了 30天。

30分钟的微创手术即可将设备放

置在大脑上方的骨头中。植入物和切

口几乎看不见，患者在手术当天即可回

家。对于某些疾病，例如癫痫，该设备

可能需要永久或大部分时间处于开启

状态。但对于抑郁症和强迫症等疾病，

每天只需几分钟的刺激就足以带来目

标神经元功能的预期变化。未来患者

在家中即可舒适地使用这项技术，而且

拥有对该治疗方式的完全控制权。

这项研究，让人想起去年曾引起

广泛关注的一篇报道——我国医生使

用脑机接口尝试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在脑内特定的神经环路中的核团植入

电极，通过电刺激调节相应核团，让患

者重新拥有获得快乐的能力。本文

中，美国工程师开发了植入式脑刺激

器。它无需电池供电，操作起来大为

便捷。大脑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说仍是

“黑匣子”，但科研人员尽力在已知的

部分做文章，用各种方式疗愈我们生

病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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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 16日电（记者

刘霞）加拿大科学家研制出迄今已知速

度最快的相机，其能以每秒 156 万亿帧

的速度拍摄图像。这种相机使科学家能

管窥飞秒（万亿分之一秒）内发生的现

象，从而帮助他们打造超快的磁存储设

备，并开创超声波医疗新领域。相关论

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

对超快现象成像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此前即使最快的相机传感器也只能

以每秒数亿帧的速度捕捉镜头，但自然

界中许多事件的发生速度比这快五六

个数量级。

2020 年，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国立

科学研究院（INRS）团队借助“压缩超

快摄影”技术，将照相机的成像速度提

高到每秒 70 万亿帧。而在最新研究

中，他们利用“扫频编码孔径实时飞秒

成像”（SCARF）技术，将这一速度提高

了一倍多。

新 SCARF相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

成像方式。通过超快速扫描静态编码

孔径，该相机能够在不剪切超快现象的

情况下捕获图像。这种创新方法使相

机能够以每秒 156 万亿帧的速度捕捉

极快的“啁啾”激光脉冲。在这些激光

中，光的波长被拉伸，使不同颜色的光

在不同时间进入传感器，从而捕获空间

信息。随后，先进的计算机算法会对原

始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将数万亿帧中的

每一帧转换为清晰的图像。

团队使用新设备为吸收激光脉冲

光子的半导体，以及对合金膜消磁的激

光拍了照片，后者对开发基于磁性的新

型计算存储器具有重要意义。该相机

还有望记录细胞对超声波设备引起的

冲击波的反应，从而对医疗领域产生重

大影响。

每秒捕捉 156 万亿帧图像

迄今拍照速度最快相机面世

人工智能（AI）迅速发展离不开对

模型的训练。然而，高质量数据短缺以

及部分领域封闭式的数据生态似乎成

为 AI发展的掣肘。

据多家外媒报道，OpenAI、谷歌和

Meta 等公司正寻求在线信息来训练最

新的 AI 系统。但他们无视既定政策，

蓄意改变规则，并试图规避版权法。

收集数据“走捷径”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刊文指出，科技

巨头一直在“走捷径”为其AI系统收集训

练数据。OpenAI开发了一款名为Whis-

per的语音识别工具，可将YouTube视频

中的音频文件转录为纯文本文档，从而创

建一个口语对话数据源，帮助训练其下一

代基于文本的GPT-4算法。

美国《商业内幕》网报道称，You-

Tube 在其官网明令禁止“独立”于其之

外的应用程序使用其视频内容。而

OpenAI的数据并非意外收集的。

实际上，OpenAI 员工知道这样做

会涉足法律灰色地带。OpenAI总裁格

雷格·布罗克曼甚至亲自参与了所使用

视频的收集。但 OpenAI依然认为这是

合理的，最终获得了超过 100 万小时的

转录视频。

最大的谜团在于，OpenAI 如何访

问足够多的 YouTube 视频来完成这项

工作。

当 OpenAI 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

蒂被问及该公司是否使用 YouTube 视

频来训练 Sora时，她表示并不确定。当

再次被问及训练数据的来源时，她表示

不会透露细节。

《纽约时报》称，与 OpenAI一样，谷

歌也转录了 YouTube 视频，为其 AI 模

型收集文本，这可能侵犯了视频创作者

的版权。去年，谷歌还更改了其服务条

款。此番动机意图明显，即允许 AI 对

来自谷歌文档中公开可用文档的数据

以及上传到谷歌地图的餐馆评论等其

他材料进行训练。

面临“数据瓶颈”

对于科技公司来说，庞大的数据

“肥料”是生成式 AI 的核心养分，也是

大模型发展的必争之地。唯有足够的

数据才能指导技术即时生成与人类创

作相似的文本、图像、声音和视频，实现

系统创新。

但随着 AI 发展，现有互联网信息

量的不足、高质量文本数据的匮乏以及

科技巨头优质数据的垄断，都可能导致

AI“养分不足”。即便谷歌和 Meta拥有

数十亿用户，每天都会产生搜索查询和

社交媒体帖子，但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隐私法和自身政策的限制，无法

让 AI利用这些内容。

这些科技公司的处境似乎十分窘

迫。据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Epoch 称，科

技公司最快将于 2026 年耗尽互联网上

的高质量数据。这些公司使用数据的

速度超过了产生数据的速度。

Meta 同样也遇到了训练数据可用

性限制。该公司打算采取一些措施，例

如支付图书许可费用，甚至直接收购一

家大型出版商。Meta 也曾作出以隐私

为中心的变革，因此它使用消费者数据

的方式显然也受到了限制。

在人类数据告急的情况下，不少公

司甚至试图用 AI“喂”AI。包括微软、

OpenAI在内的公司正在把大模型生成

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合成数据”，

“喂”给参数更小的模型。但有研究认

为，合成数据最终将让 AI“自食其果”。

因版权被多方状告

《纽约时报》去年起诉 OpenAI 和

微软，称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

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来训练 AI 聊

天机器人。OpenAI 和微软回应称，这

属于“合理使用”，或者说是版权法允

许的，因为他们为了不同的目的而改

造了这些作品。

去年，超过 1 万个贸易团体、作者、

公司和其他人士向美国版权局提交了

有关 AI模型使用创意作品的意见。

生成式 AI的迅速兴起引发了一场

全球性的高质量数据竞赛。然而，在这

个新领域中，关于什么是合法的、道德

的，没有明确规定。

《商 业 内 幕》网 称 ，目 前 ，谷 歌 、

OpenAI 和其他科技公司正在辩解，认

为将受版权保护的内容用于 AI模型训

练是合法的，但监管机构及法院尚未对

此作出裁决。

美国电影制作人、前演员及作家贾

斯汀·贝特曼告诉版权局，AI 模型在未

经许可或付费的情况下获取了其作品内

容。她称，“这是美国最大的盗窃案”。

繁 荣 背 后 存 隐 忧

美 AI 巨头被控秘密“侵吞”数据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6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医学》16 日发表一项对

大规模 II 期临床试验数据的探索性分

析显示，单克隆抗体 prasinezumab 能减

少快速发展型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退

化迹象。

帕金森病目前没有疾病修饰疗法，

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特点为运动和

非运动症状都会随时间推移而恶化。

大脑内α-突触核蛋白的聚集是帕金

森病的一个特征，已有多项临床前研究

发现这种病理症状是推动疾病发展的

一个关键因素。

prasinezumab 是 首 个 被 设 计 用 来

与聚集的α-突触核蛋白结合并使其

降解的实验性治疗单克隆抗体。该抗

体在 PASADENA II 期临床试验的 316

名帕金森病早期患者中进行了测试，

没有发现对疾病发展有实质性影响。

不过，受试者的疾病进展具有高度变

异性。

瑞士巴塞尔的罗氏研究中心团队

分析了此次 II 期临床试验中运动症状

进展较快的 4 个预先指定的亚组的潜

在效果发现，相较于使用安慰剂患者的

运动症状，prasinezumab 能在治疗 52 周

后缓解所有进展较快亚组的运动症状

退化。在接受治疗的进展较慢的亚组

中没有观察到这种效果。

研究人员表示，后期仍需开展更多

研究确定其在疾病进展较慢的患者使

用更长疗程后是否有效。

大规模Ⅱ期临床数据公布——

单克隆抗体能减缓快速发展型帕金森病

科技日报北京4月16日电（记者刘
霞）英国诺丁汉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款内

窥探针，可对单个生物细胞和复杂生物体

的硬度进行三维成像，从而帮助医生更早

发现和治疗癌症。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

15日出版的《通讯生物学》杂志。

癌细胞早期阶段比正常细胞软很

多，这使它们能挤过狭窄缝隙，并迅速

扩散。在此过程中，这些癌细胞会“变

身”为坚硬的肿瘤，以保护它们免受外

部威胁。

在最新研究中，诺丁汉大学光学和

光子团队研究员萨尔瓦多·拉卡韦拉博

士等人开发出一根薄薄的内窥探针，可

测量单个细胞硬度。这意味着科学家

可以在微观细胞层面更早发现癌症，使

癌症诊断更快、更安全、更清晰。而且，

新方法不具侵入性，也无毒。

拉卡韦拉表示，新探针能通过“布

里渊散射”现象检测纳米大小物体的硬

度，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成像分辨

率。利用这一点，他们可视化了秀丽隐

杆线虫的三维硬度，提供了该微观生物

体解剖结构中部分角质层的信息。

研究团队指出，新探针让生物学家

能在大约 3 天内跟踪单个秀丽隐杆线

虫从卵到成虫（相当于人类的 18 年时

间）这一生命周期物理表面特性的变

化。这不仅增强科学家对秀丽隐杆线

虫生物学的理解，还有望应用于复杂的

生物系统，为基础生物学研究和临床诊

断的进步铺平道路。

新内窥探针可对细胞硬度三维成像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志文）4 月

11 日，2024 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

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举办。南非国民议会副议长

莱切萨·策诺利出席论坛并致辞，北京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许心超视频出席

并致辞，南非科学与创新部部长布莱

德·恩齐曼迪致贺信。

本次论坛聚焦开放共享的科技创

新平台、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等

核心议题，探讨科技产业新机遇，培育

创新发展新动能，服务创造新质生产

力，引导中南双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

孵化，助推中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策诺利在致辞中表示，南非政府

坚持推行国际创新合作交流政策，不

断提升立法、监督和问责的工作能力，

为南中双方各界开展务实合作创造机

会，共同推动两国经济发展进步。

许心超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北京

市作为创新资源丰富、创新创业高度

活跃、开放合作持续提升的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新

型工业化优势，立足南非创新优势和

发展需求，加强创新交流、深化务实合

作，赋能产业升级发展，培育新业态新

产业。

恩齐曼迪在贺信中表示，本次论

坛是见证南中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

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

为两国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充分激发

创新活力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他

表示，南非愿意借此机会，抓好科学

外交与经济外交的结合点，通过与中

关村科技园区的合作，建立起新的伙

伴关系，开展新的技术项目，共同推

进两国的创新体系建设和产业高质

量发展。

论坛由南非创新港、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

员会联合主办，南非科学与创新部、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中南科技协会、

南中经贸协会、中钢南非有限公司共

同协办。

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在南非举办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6日电 （记

者刘霞）瑞典和美国科学家对北极地

区三种主要温室气体评估发现，北极

永久冻土区域向大气排放的碳比吸收

的碳多，导致地球进一步变暖。相关

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全球生物化学

循环》杂志。

科学家一直以来并不确定永久冻

土地区是否已经成为温室气体的净排

放地。因为即使融化导致生物物质中

释放出更多碳化合物，但植物的增加也

有可能从大气中吸收更多二氧化碳。

在最新研究中，北欧区域研究所

团队发现永久冻土区从碳汇转变到碳

源。2000 年至 2020 年间，该地区每年

排放 1.44亿吨碳。该地区同期还排放

了甲烷，以及每年排放 300 万吨氮，其

中部分以一氧化二氮的形式排放，这

是一种更强大的温室气体。

此前研究通常依赖卫星数据或机

器学习技术，但团队汇编了 200 个地

点的地面排放观测结果，并将其外推

到植物和湿度相似的地区，得出了上

述结论。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永 久 冻 土 地 区

是大气温室气体的一个新来源，现

有全球气候模型没有完全考虑到这

一点。

北极永久冻土已成温室气体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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