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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5月 13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近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

机器学习工具创建了一个表现出混沌

行为的电子电路的数字孪生模型。他

们借此成功地预测了电子电路的行为

并对其进行了控制。

许多日常设备，如恒温器和巡航控

制系统，都使用线性控制器。由于这些

设备算法简单，所以很难控制复杂行为

（例如混沌）系统。因此，自动驾驶汽车

等先进设备通常依赖基于机器学习的

控制器。

研究的主要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学

物理学研究生罗伯特·肯特表示，大多

数基于机器学习的控制器的问题是，它

们使用了大量的能源或电力，而且需要

很长时间进行评估。为它们开发传统

控制器也很困难，因为混沌系统对微小

变化极其敏感。

肯特表示，在几毫秒就可以决定生

死的情况下，比如自动驾驶车辆必须决

定刹车以防止事故发生时，实现快速控

制等问题变得至关重要。现在，新开发

的高效数字孪生模型可能会对未来研

究自主控制系统产生全面影响。

数字孪生模型系统足够紧凑，可以

安装在一个廉价的计算机芯片上。该

芯片能在没有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运

行，并可以降低控制器功耗。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让新

模型完成复杂的控制任务，并将其结果

与以前的控制技术进行比较。结果表

明，新方法与线性方法相比，实现了更

高的准确度，且比以前基于机器学习的

控制器的计算复杂性显著降低。

数字孪生模型可增强系统自控能力

地球生命是如何起源的，一直是一

个引人入胜的谜题。科学家不断追寻，

提出了一些解释，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

得到解答。

近年来，科学家竞相在实验室中模

拟约 40 亿年前早期地球的环境，试图

重现生命诞生的化学反应。物理学家

组织网在近期报道中，总结了最近 5 年

有关生命起源的五大关键突破，人们或

许可管窥其中独特的奥秘。

早期细胞内的反应
自我维持

导致生命起源的化学反应靠什么

能源推动呢？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科

学家试图解开这一谜团。

该团队使用早期地球上可能存在

的一些最常见元素，深入探究了 402 种

制造生命基本组成部分核苷酸的已知

反应。这些反应不仅存在于现代细胞

中，也被认为是所有物种分化前最后一

个共同祖先“露卡”的核心代谢机制。

针对每一个反应，研究人员都计算

了自由能的变化。自由能决定了某个

反应能否在没有其他外部能量来源的

情况下进行。结果发现，其中很多反应

都可以在没有三磷酸腺苷等外部能源

的情况下进行。这就是说，生命基本组

成部分的合成不需要外部能量，它可以

自我维持。

地热热流推动生命
分子集结

在地球的原始环境中，生命是如何

诞生的？答案可能与地球早期地质结

构的一项特征——岩石裂缝有关。这

些裂缝在早期地球上普遍存在，热流经

常穿过这些裂缝，形成温度梯度。

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

尼黑大学团队在稍早时间出版的《自

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称，穿过岩石裂缝

的热流，能净化与生命化学起源相关的

分子。该研究可解释生命最初的基本

成分是如何从复杂的化学混合物中形

成的。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拟这种自

然现象的实验装置。该装置含有仅

170 微米的裂缝，以模拟地壳中的裂缝

网络。他们使用这个装置，对一个包含

氨基酸、核碱基和核苷酸等在内的混合

物进行了处理。通过在裂缝中创建温

度梯度，研究人员成功从该混合物中分

离出 50 多种与生命起源相关的分子。

这一成果证明，即使是微小的温差，也

足以根据分子结构的细微差异，实现特

定分子的分离和集结。

火山玻璃促进 RNA
合成

RNA 可能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遗

传物质，但其在地球上如何出现一直让

研究人员困惑不已。

2022 年，来自美国应用分子演化

基金会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在实验室内

产生了稳定的 RNA 链。研究表明，核

苷三磷酸盐经由玄武岩玻璃的过滤，就

会 形 成 长 度 为 100—200 个 核 苷 酸 的

RNA 长链。这些 RNA 链足够长，可以

存储和传输信息。

论文合著者史蒂文·班纳指出，由

于频繁的陨石撞击和活跃的火山活动，

火山玻璃遍布于早期地球上。这一研

究的意义在于贯通了早期地球小有机

分子转变成 RNA 的整个过程，表明一

两个含碳分子即便只经历单一地质学

过程，也能形成足够长的 RNA，并有进

一步演化的可能。

热液喷口或是有机
分子形成的温床

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的化学反应被

称为“固碳作用”。固碳作用对于构建

组成生命的基础分子不可或缺。那

么，最初的无机物是如何转化为有机

物的？

驱 动 这 种 反 应 需 要 供 体 提 供 电

子。在早期地球上，氢气可能是电子供

体。研究表明，现代生物会通过乙酰辅

酶 A 途径，将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形成有

机分子。但现代生物是利用 11 种由

15000个氨基酸组成的酶来运行乙酰辅

酶 A 途径，而地球原始有机体不存在这

种“酶”。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发表研究论文

指出，这种反应可以自发发生，类似早

期深海碱性热液喷口周围的环境，为反

应提供了助推力，他们使用微流体设备

完成了这项试验工作。

细胞膜构建块可自发形成

不管生命是在陆地上的温泉中还

是深海内出现，如果没有细胞膜，促进

生命形成的反应都不会走得很远。

现 代 细 胞 膜 主 要 由 名 为 磷 脂 的

化合物组成，磷脂含有一个亲水性的

头部和两个疏水性的尾部。它们是

双层结构，亲水性的头朝外，疏水性

的尾朝内。

研究表明，磷脂的一些成分，如构

成尾部的脂肪酸，能在一系列环境条件

下自行组装成这些双层细胞膜。但早

期地球上存在细胞膜构建块——脂肪

酸吗？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展的一项新

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可能存在于古代碱

性热液喷口的富氢液体，与类似于早期

海洋中存在的富含二氧化碳的水结合，

重新展示了这些分子的自发形成过

程。这一研究与假说相吻合，即稳定的

脂肪酸可能起源于碱性热液喷口，并发

育成活细胞。

五大关键突破助力生命起源探秘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英国科学

家在肝脏内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领导细

胞”的新型细胞。它们在肝脏受损后进

行自我修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

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有望催生新的肝

病疗法。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

然》杂志。

肝脏在经历肝炎、药物性损伤和酒

精性肝病等损伤后可自我修复。但有

时肝脏受损严重，无法迅速愈合，会导

致急性肝衰竭。一些急性肝衰竭患者

可以通过药物逆转。然而，如果情况更

严重，唯一的疗法可能是紧急肝移植。

因此，人们迫切需要发现增强肝脏自愈

能力的新方法。

在最新研究中，英国爱丁堡大学

炎症研究中心教授尼尔·亨德森及其

同事对急性肝衰竭患者肝细胞的基因

进行了测序，并将其与健康人的基因

进行对比分析，生成了肝脏再生的图

谱。这份图谱显示在修复过程中，哪

些细胞是活跃的，从而发现了新的“领

导细胞”。

研究小组还观察了小鼠体内“领导

细胞”如何修复乙酰氨基酚导致的肝损

伤。他们注意到，在伤口愈合过程中，

这些细胞一马当先，迅速闭合伤口，然

后细胞快速增殖，进一步密封伤口。这

表明，在制造新组织前，肝脏优先考虑

闭合伤口，防止细菌进入器官引起广泛

感染。

亨德森表示，尖端技术使他们首次

能够非常清晰地研究人类肝脏的再生

过程，并识别出对肝脏修复至关重要的

细胞类型。他们希望这项研究能加速

发现肝病患者急需的新疗法。

修复受损肝脏的新型细胞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 5 月 13 日电 （记

者张梦然）什么是大自然的 3D 打印

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马克斯·佩鲁

茨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家们领导的一项

跨学科研究，可以告诉人们答案：一种

海洋环节动物杜氏阔沙蚕身上的特殊

细胞——毛壳细胞，控制着刚毛的形

成，其操作模式竟与 3D 打印技术惊人

地 相 似 。 研 究 结 果 13 日 发 表 在《自

然·通讯》上。

刚毛能让虫子在水中移动。研究

发现，刚毛的形成是从它的尖端开始，

然后是中间部分，最后是底部。在这个

发育过程中，重要的功能单元一个接一

个、一块一块地制作出来，这与 3D 打印

几乎完全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毛壳细

胞发挥着核心作用。

研究人员此次展示了一个动态的

毛壳细胞表面，其特征就是几何排列的

微绒毛。单个微绒毛的功能，好比 3D

打印机的喷嘴。这些微绒毛数量和形

状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是塑造刚毛

几何结构的关键。例如作为刚毛尖端

上的单个齿，其精确度可达到亚微米范

围。刚毛通常在短短两天内就会“打印

完成”，且可具有不同的形状，短或长、

尖或平，各有千秋。

由于最新扫描电子显微设备能实

现数千层的自动化分析，研究人员借此

成功研究了微绒毛的排列，并提出了相

应的 3D 模型。这一研究结果，为未来

医疗产品的开发和自然可降解材料的

制造提供了潜力。

大自然的3D打印机什么样

生命从单一的微生物形态演化到现在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充满了争议和谜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3日电 （记

者刘霞）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12

日报道，英国科学家开展的一项针对

240 多万人历时 16 年的调查发现，使

用 互 联 网 可 能 会 提 高 人 们 的 幸 福

感。这一发现挑战了普遍认为使用

互联网会对人们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的观点。

牛津大学科学家安德雷·普兹比

尔斯基表示，尽管互联网具有全球性，

相关的研究却并未全面覆盖全球范

围。此外，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年

轻人群体。

鉴于此，研究人员分析了盖洛普

世界民意调查的数据，特别是互联网

接 入 与 8 项 幸 福 感 指 标 之 间 的 联

系。该民意调查自 2006 年至 2021 年

期间，每年通过电话或面对面访谈的

方式，收集了来自 168 个国家、平均

每个国家 1000 名 15 岁以上受访者的

数据。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研究

人员还综合考虑了可能影响互联网

使用和个体福祉的多种因素，如收入

水平、就业状况、教育程度以及健康

状况等。

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无法上网

的人群，能够上网的人群在生活满意

度、积极情绪体验和社交满意度方面

的平均得分要高出 8%。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心理学家马库

斯·艾派勒认为，在线活动可以帮助人

们学习新事物、结交新朋友，这可能会

产生有益的效果。

研究显示上网或能提高幸福感

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研究理工

大学与西伯利亚国立医科大学科学

家提出了一种使用由压电材料制成

的膜治愈口腔黏膜伤口的方法。与

全世界公认为“黄金标准”的聚四氟

乙烯类似物不同，这种膜不仅保护伤

口免受细菌侵害，还可以促进组织再

生。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应用材料

与界面》杂志上。

口腔黏膜伤口是牙科和外科手术

的常见后果。此类伤口的愈合可能是

漫长且痛苦的，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

疤痕，导致外观和生理不适。

研究人员比较了两种类型的聚合

物膜：牙医使用的聚四氟乙烯膜和用

于闭合口腔黏膜伤口的膜，后者由偏

二氟乙烯与四氟乙烯的共聚物制成，

具有压电特性。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尽 管 两 种 类 型

的 膜 在 结 构 和 理 化 性 质 上 非 常 相

似，但压电膜对于闭合口腔黏膜伤

口更有效。他解释说，聚四氟乙烯

膜可以保护伤口免受病原菌侵害，

从而保证了必要的体内平衡，而压

电膜不仅可以保护伤口免受病原菌

侵害，还能促进组织再生，加速愈合

过程。

这项研究可以帮助患者摆脱因口

腔黏膜出现疤痕而带来的外观和生理

不适。特别是压电薄膜是由俄罗斯自

产聚合物制成的，其生产方法简单且

相对便宜。在高电压下，聚合物溶液

被喷射到旋转的滚筒上，所得的膜具

有相互缠绕的纤维结构，可以与多层

绷带相媲美。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治愈口腔黏膜伤口的新薄膜问世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3日电 （记

者张梦然）脊髓损伤可导致严重的残

疾。现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团队用

包裹脊髓的微型柔性电子设备，成功

记录了大脑和脊髓间的神经信号。

这一设备首次实现 360 度安全记录

信号，提供脊髓活动的完整图像。研

究结果发表在新一期《科学进展》杂

志上。

脊髓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以神经

冲动的形式将信息传入和传出大脑。

脊髓受到损伤会造成通讯中断，可能

导致严重残疾，包括不可逆转的感觉

和运动功能丧失。能够监测进出脊髓

的信号对开发脊髓损伤的治疗方法至

关重要，并且在手术期间也能更好地

监测脊髓状态。

目前治疗脊髓损伤的大多数方

法，都涉及高风险的手术，如用电极刺

穿脊髓，以及在大脑中嵌入植入物。

此次新开发的设备无需进行脑部手

术，会更加安全。

研究人员从微电子学中汲取灵

感，在脊髓周围包裹一层非常薄的高

分辨率植入物来获取信息。这是首次

实现 360 度安全记录。以往的 360 度

监测方法都需要刺穿脊髓，增加了脊

髓损伤的风险。

新 设 备 厚 度 仅 为 几 微 米 ，采 用

先进的光刻和薄膜沉积技术制成，

耗 电 量 极 低 。 这 些 设 备 能 够 拦 截

并 记 录 沿 着 脊 髓 或 神 经 纤 维 传 播

的信号。超薄的设备，不会对神经

造成损害，且可通过常规外科手术

植入。

在大鼠模型测试中，研究人员已

成功使用这种设备刺激肢体运动。在

人体模型上的进一步测试也表明，该

设备可以应用于人体，恢复患者的神

经通讯。

当大脑和脊髓之间的沟通中断，

人体部分功能的丧失便不可避免。其

实，科研人员想出了很多办法来治疗

脊髓损伤，以部分替代脊髓功能。此

次，科研团队研发了一种可以 360 度

记录沿脊髓或神经纤维传播信号的超

薄设备。当人们能够记录大脑和脊髓

之间来回的信号，或许就能重建这种

信号，恢复神经通讯，帮患者重新掌控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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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阔沙蚕刚毛的不同部分。
图片来源：伊利亚·贝列维奇/赫尔

辛基大学

显微镜图像显示，“领导细胞”会快
速迁移到伤口边缘，其中“领导细胞”的
细胞核呈白色，细胞膜呈红色。

图片来源：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现代人们热衷于上网冲浪，社交、
学习、打游戏占据了很多时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