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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刘霞）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和韩国西江

大学科学家构建出一种新型人造突

触。与传统基于固体材料的人造突触

不同，新突触基于人脑内的介质水和

盐。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与人脑相同

的介质系统可处理复杂信息。相关论

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

为提高传统计算机能效，科学家

一直从人脑中寻求灵感，以各种方式

模仿人脑非凡的能力。这些尝试促进

了类脑计算机发展。不过，人脑使用

水和溶解盐离子作为介质来工作，而

目前大多数受大脑启发的计算机都依

赖传统固体材料。

突触是大脑中负责在神经元之间

传输信号的通道组成部分。该人造突

触尺寸为 150 微米×200 微米，被称为

离子电子忆阻器，包括一个充满水和盐

离子的锥形微通道，能模仿突触行为。

研究团队表示，在接收到电脉冲

后，溶液内的离子通过通道迁移，导致

离子浓度改变。脉冲强度变化会导致

通道电导率变化，反映神经元之间连

接的加强或减弱。电导率变化的程度

可表示为输入信号，通道长度影响浓

度变化所需时间。这表明，或许可通

过调整通道长度，在不同时段保留和

处理信息，这一点也类似于在人脑中

观察到的突触机制。

研究负责人之一、乌得勒支大学

蒂姆·卡姆萨玛指出，此前能处理复杂

信息的人工突触都是基于固体材料，

他们的研究首次表明，也可以用水和

盐来实现信息处理。新人造突触不仅

能模仿人脑的通信模式，而且能够利

用相同介质，为造出能更真实再现人

脑非凡能力的计算系统奠定了基础。

以水和盐为介质的人造突触面世
有 望 研 制 出 类 脑 计 算 系 统

过去 3 周，美国奶牛感染禽流感

的州从 6 个增加到 9 个。4 月 16 日发

布于预印本网站的一份报告称，在受

感染奶牛挤出的生奶中发现了禽流感

病毒。美国联邦当局 4 月 24 日也表

示，在一头看似健康的奶牛肺组织内

也发现了病毒。

奶牛感染禽流感，牛奶供应是否安

全，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什么威胁？《自

然》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经过巴

氏灭菌的牛奶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构

成威胁，但挤奶设备上的新鲜奶滴可能

会导致病毒在奶牛群中传播。专家表

示，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奶牛场的检查和

监测，以降低疫情传播速度。

零售牛奶中检测出病毒

此 次 奶 牛 感 染 禽 流 感 疫 情 由

H5N1 毒株导致。4 月 24 日，美国官员

证实，在商店出售的牛奶中检测到了

H5N1 毒株的基因物质。美国康奈尔

大学食品科学家迭戈·迭尔认为，这表

明奶牛感染禽流感疫情可能“比最初想

象的更广泛”。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FDA）检测了多少牛奶样本，也不

清楚这些样本在哪里采集。该机构表

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更多信息。

牛奶在离开农场后，上架前要经过

巴 氏 杀 菌 以 灭 活 病 原 体 。 为 检 测

H5N1，FDA 使用了“定量聚合酶链式

反应”（qPCR）方法。该方法可提取病

毒 RNA，但仅检测病毒基因组片段，因

此无法区分哪些是活病毒，哪些是死病

毒残余。

在即将出售的牛奶中检测出病毒

物质的确意义重大。康奈尔大学病毒

学家布莱恩·瓦希克指出，这可能存在

两种情况：一是禽流感疫情比农民意识

到的更普遍，受感染动物产出的牛奶正

进入商业供应领域；二是没有检测出来

的无症状奶牛正将病毒分泌到牛奶中。

美国联邦法规要求丢弃受感染奶

牛产生的牛奶，但目前尚不清楚奶牛是

否会在生病或产奶异常前就开始散播

病毒。4 月 16 日发表于预印本网站的

文章称，受感染奶牛产出的奶比普通牛

奶更浓、更黄，受感染奶牛也比平时进

食和产奶都要少。不过，该文章尚未经

过同行评审。

对人类健康威胁尚不明确

检测出 H5N1 遗传物质的牛奶会

威胁人类健康吗？

瓦希克说，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巴氏

杀菌可杀死 H5N1，但这种方法可杀死

比流感病毒更顽强、在肠道内繁殖的病

毒。流感病毒相对来说不稳定，对热很

敏感，而且对牛奶进行巴氏灭菌的温度

比对鸡蛋更高。巴氏杀菌法或许比较

难以杀死牛奶中相对较高浓度的病毒，

但情况是否如此还需更多实验数据。

在没有明确答案的情况下，将受感染奶

牛产出的牛奶排除在商业供应之外非

常重要。

FDA 公共事务专家扬内尔·古德

温表示，该机构正与美国农业部密切

合作，收集和评估 H5N1 的相关数据

和信息。

病毒或能通过奶滴传播

禽流感病毒会通过牛奶传播吗？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美国农业部研究人员对受影响奶

牛群的鼻拭子、组织和牛奶样本进行了

测试，发现牛奶中病毒浓度最高，这表

明病毒可能通过奶滴传播。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

心病毒学家泰斯·奎肯表示，如果情况

真是如此，挤奶设备可能是“帮凶”。挤

奶机的乳头杯可将含有 H5N1 病毒的

牛奶残留物从一头奶牛转移到下一头

奶牛。即使对这些设备进行清洗和消

毒，受感染奶牛乳汁中病毒浓度也很

高，因此不能排除这种设备传播病毒的

可能性。

减少奶牛转移频次至关重要

如何遏制禽流感疫情在奶牛中传

播？FDA 宣布，奶牛必须在禽流感检

测结果呈阴性后才能被转移到其他

州。业内专家表示，这可能有助于遏制

疫情暴发。

瓦希克解释说，美国乳制品行业的

动物经常迁徙：小牛被转移到奶牛饲养

场，不再出奶后会离开奶牛场被农民出

售。这种转移可能是疫情暴发的“主要

驱动力”。

研究人员希望能对农场的散装牛

奶样本进行监测。瓦希克指出，废水检

测和环境采样也可能有用，尤其是对疫

情暴发附近农场或奶牛被转移农场周

围的环境进行采样。此外，当奶牛被转

移到新农场时，需要至少 24 小时的隔

离或观察期。这种监测措施可争取时

间，减缓疫情，使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

更好地处理疫情。

美国奶牛中禽流感疫情持续蔓延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8日电 （记者

张佳欣）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将柔性

电子学和软机器人技术相结合，开发出

一种微小而灵活的神经“束环”，可用于

诊断和治疗一系列疾病，包括癫痫和慢

性疼痛，还能用于控制假肢。相关论文

发表在 26日的《自然·材料》杂志上。

目前用于连接周围神经（连接大脑

和脊髓的 43 对运动和感觉神经）的工

具相当笨重，造成神经损伤的风险很

高。研究团队开发的神经束环非常灵

敏，可以连接或包裹脆弱的神经纤维，

且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具体而言，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由

导电聚合物制成的超薄神经束环。该

束环有两个不同的层，对其施加极少量

电压（只有几百毫伏）时，会导致设备膨

胀或收缩。束环非常薄，可卷成针状注

射到目标神经附近。被电激活时，束环

会改变形状包裹神经，使研究人员能监

测或改变神经活动。

研究人员表示，为确保这种设备在

体内安全使用，他们设法将启动所需电

压降至极低水平。更重要的是，这些束

环可在两个方向上改变形状，还可重新

编程。这意味着医生可调整设备在神

经周围的贴合程度，直到获得最佳结

果。

在大鼠身上的测试表明，束环可在

不做手术的情况下成功放置到位，只需

很小电压就能以受控的方式改变形状，

且无需手术缝合或胶水。研究人员计

划在动物模型上进一步测试这些设备，

并希望在未来几年内进行人体试验。

这种方法让研究人员无需在脑内

植入电极，就可接触到开放性手术难以

触及的神经，如控制疼痛、视觉或听力

的神经。通过电激活改变植入物形状

的能力，为高度靶向治疗开辟了一系列

可能性。

可变形束环助力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科技日报讯 （记者薛严）4 月 25

日，韩国政府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召开

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全体会议，审

议通过了将人工智能及半导体、尖端

生物、量子技术三大领域作为“游戏规

则改变者”的重点发展战略。韩国企

划财政部、教育部、科学技术信息通信

部、产业通商资源部、中小风险企业部

等部门官员以及民间 11 名咨询委员、

10名审议委员参加当天会议。

在人工智能及半导体领域，韩国

政府计划积极推进已公布的九大技术

革新课题，同时成立总统直属“国家人

工智能委员会”，集结该领域产、学、

研、管资源，检验相关产业链经济成

果。韩国政府还计划于 5 月举办“人

工智能首尔峰会”，以强化与美、日等

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

在尖端生物领域，韩国政府将在

人才培养、产业链建设、基础设施、全

球合作、法律支持方面重点投入。教

育部计划通过生物加数字、生物加工

学等多学科间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中小风险企业部计划加强从生物领域

创业到民间投资的产业全周期支援；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提出将支持扩充

自动化研究室等生物尖端基础设施，

加强与尖端生物技术领先国家的国际

合作。

在 量 子 领 域 ，韩 国 政 府 计 划 将

2025 年 量 子 科 学 技 术 预 算 扩 充 至

2024 年预算的两倍以上，同时组成以

国务总理为委员长、技术需求部门和

民间专家参与的双边战略委员会。韩

国政府还准备推出“量子倡议”，到

2030 年将量子技术供应和应用企业

从 80多家（以 2022年为准）扩展到 500

家，同时加快核心技术开发。

韩国家科技咨询会提议发展三大领域
人工智能及半导体、尖端生物、量子技术为重点战略

人造突触艺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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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8日电 （记

者张梦然）日本信州大学和庆应义塾

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团队测试了一种

再生心脏治疗新策略，将源自人类诱

导多能干细胞（HiPSC）的心脏球体

（心脏细胞的三维簇），注射到患有心

肌梗塞的猴子体内，并观察到良好效

果。相关研究 26 日发表在《循环》杂

志上。

将心肌细胞移植到心脏受损区

域，并使其恢复失去的功能，是一种再

生心脏疗法，但目前，术后发生心律失

常的风险非常高。

研 究 人 员 在 培 养 基 中 培 养 了

HiPSC，使它们分化为心肌细胞，从

中提取和纯化了心脏球体，然后将大

约 6×107 个细胞注射进食蟹猕猴受

损的心脏。他们对猴子进行了 12 周

监测，定期测量其心脏功能。在此之

后，他们在组织水平上分析了猴子心

脏，以评估心脏球体能否再生受损的

心肌。

首先，该团队验证了 HiPSC 在心

肌细胞中的正确重编程。他们通过细

胞水平的电学测量观察到，培养细胞

表现出典型的心室细胞的电位模式。

这些细胞也对各种已知药物产生了预

期反应。这些细胞大量表达黏附蛋

白，有助于它们的血管整合到现有心

脏中。

之后，这些细胞从庆应义塾大学

运送到 230 公里外的信州大学。在

4℃标准容器中保存的心脏球体可毫

无问题地承受 4 小时旅程。这意味着

在将细胞运送到医疗机构时无需极端

低温措施。

最后，猴子接受心脏球体或安慰

剂直接注射到受损心室中。在观察期

间，心律失常非常罕见。在治疗组的

前两周内，只有两只猴子经历了短暂

的心动过速。通过超声心动图和计算

机断层扫描检查，研究团队证实，与对

照组相比，治疗组的猴子心脏在 4 周

后左心室射血更好，表明其血液泵送

能力更强。

组织学分析最终显示，心脏移植

物已成熟，且与原来的组织正确连接，

巩固了先前观察的结果。

心 脏 受 损 了 ，能 再 生 一 个 出 来

吗？长期以来，心脏再生都是一个热

门议题。然而，与肝脏、皮肤和骨骼肌

等器官相比，依靠心脏自己再生的可

能性极小——心肌细胞的任何损失，

基本上都是不可逆的。现在，利用实

验室培养的干细胞再生猴子心脏，已

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这项试验

虽然是在猴子身上进行的，但研究所

用心脏球体的生产方案，其实是针对

未来的人类临床应用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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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28 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 国 明 尼 苏 达 大 学 双 城

分 校 研 究 人 员 构 建 出 一 种 机 器 人 ，

通 过 机 器 学 习 培 训 ，该 机 器 人 能 自

动 完 成 基 因 研 究 中 复 杂 的 显 微 注

射 。 相 关 论 文 刊 发 于 最 新 一 期《遗

传学》杂志。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可通过这种

自动化机器人来操纵多细胞生物的

遗传物质，包括果蝇和斑马鱼胚胎。

该技术有助实验室节约大量时间和

金钱，使进行大规模基因实验更加轻

松，而这些实验以前无法通过全自动

技术完成。

显 微 注 射 是 使 用 非 常 精 细 的 移

液管，将细胞、遗传物质或其他试剂

直接引入胚胎、细胞或组织。研究人

员训练机器人能检测出大小仅为米

粒 1/100 的胚胎，然后机器可计算路

径并自动执行注射过程。

这 种 全 自 动 过 程 比 手 动 注 射 更

稳健、更可重复。近年来，书写和阅

读 DNA 有 了 很 大 的 改 善 ，但 拥 有 这

项技术将提高人们在各种生物体中

进行大规模遗传实验的能力。

这项技术不仅可用于基因实验，

还可通过冷冻保存技术来帮助保护

濒危物种。用机器人将纳米颗粒注

射到细胞和组织中，有助于冷冻保存

和之后的复温过程。研究人员还希

望将这项技术最终用于体外受精，以

在微观水平检测卵子。

机器人实现全自动显微注射
将 提 高 大 规 模 遗 传 学 实 验 能 力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8日电 （记

者张佳欣）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关节

炎形式。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中心

研究人员报告称，通过验血检测一种

新的血清生物标志物，可预测膝关节

骨关节炎，比用 X 光检测出这种疾病

的时间提早 8 年。相关论文发表于最

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

当前的 X射线诊断方法通常只在

膝关节有结构性损害后，才能识别出

关节炎。

现在，杜克大学研究团队发现，血

液中有一种生物标记物，可区分患有

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女性和没有此疾病

的女性，甚至可以在许多女性被 X 光

诊断为膝关节骨关节炎之前 8 年就捕

捉到骨关节炎的分子信号。

研究调查了 200 名来自英国的白

人女性，其中 100 人被诊断为膝关节

骨关节炎，另外 100 人没有这种疾病，

作为对照组。

结果显示，仅需 6 个血清肽（对应

于 6 种蛋白质），就能以 74%的概率区

分 8 年后可能患骨关节炎的人群和 8

年后不会患骨关节炎的对照人群。

当前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血液测试

的准确性，确定了骨关节炎的关键生

物标记物。实验证明，它可预测疾病

的发展进程。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点很重要，因

为血液检测比 X 光片提供了更多证

据，表明关节中存在异常。这将为早

期骨性关节炎提供一个“机会之窗”，

以阻止疾病发展，恢复关节健康。

新血检能比X光提早8年发现关节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