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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英国普

利茅斯大学牵头的研究表明，一种新的

深度学习人工智能（AI）模型可通过视

频，识别出胚胎发育过程中发生的事件

及其发生时间。29日发表在《实验生物

学杂志》上的论文，重点介绍了这种名为

“Dev-ResNet”的模型，它能识别出动物

胚胎中何时发育出了关键功能，包括其

心脏功能、孵化、爬行，甚至死亡。

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创新是对 3D

模型的使用，该模型利用视频帧之间发

生的变化，让 AI从这些特征中学习，而

不是用传统的静止图像。

“Dev-ResNet”是一个小型高效的

3D 卷积神经网络，能使用视频检测发

育事件，并且可相对轻松地进行训练，

训练设备也并非实验室级的昂贵硬

件。此次，研究人员将模型用于池塘蜗

牛胚胎。“Dev-ResNet”能使用视频可

靠识别出从第一次心跳到爬行等行为，

以及从壳形成到孵化等特征，并揭示了

不同特征对温度的敏感性。

研究人员表示，虽然本研究的对象

是池塘蜗牛胚胎，但该模型已经可广泛

应 用 于 所 有 物 种 ，他 们 提 供 了 将

“Dev-ResNet”应用于不同生物系统的

全面脚本和文档。

研究人员希望，这一工具能为更多

研究领域提供更广泛的帮助。譬如，使

生物保护工作者更好地了解物种发展

如何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从而确定有

效 措 施 保 护 它 们 。 现 在 ，以

“Dev-ResNet”为代表的 AI 正朝着这

个方向迈出重要一步。不久的将来，该

技术还能用于研究气候变化和其他外

部因素如何影响人类和动物。

深度学习模型成功识别胚胎发育过程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生命起

源是科学界迄今无法破解的谜团。其

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地球上生命的历

史有多少被“遗忘”了？某个物种通过

生化反应逐渐消失很常见，如果这种

情况发生很多物种中，那么生命化学

史上可能会充斥着缺失的反应。现

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地球生命科学

研究所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团队，正

在揭示从简单化学分子到复杂生物分

子 过 程 中 ，这 些 被“ 遗 忘 ”的 化 学 反

应。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生态

与进化》上。

早期地球富含硫化氢、氨和二氧化

碳等简单化合物。数十亿年前，这些简

单分子是生命诞生的原材料来源。随

着进化，生化过程逐渐将这些前体转化

为至今仍能发现的化合物。这是最早

的代谢途径。

为了解地球上生命进行过哪些类

型的化学反应，团队需要一份所有已知

生化反应的清单。根据数据库已编目

的超过 12000 种生化反应，他们开始模

拟新陈代谢的逐步发展。

以往这类研究始终未能产生生命

使用的最广泛、最复杂的分子。解决这

一问题的方法是人为加入现代化合物，

推动停滞的化学反应。研究人员在广

泛分析搜寻后，找到了整个生命化学中

最 重 要 的 分 子 之 一 ：三 磷 酸 腺 苷

（ATP）。

ATP是细胞的能量货币，但它具有

独特的属性：形成 ATP 的反应本身需

要 ATP。换句话说，除非 ATP 已经存

在，否则当今的生命没有其他方式来制

造 ATP。这种循环依赖性，是模型停止

的原因。

团队此次解决了“ATP 瓶颈”。事

实证明，ATP 的反应部分与无机化合

物多磷酸盐非常相似。通过允许 ATP

生成反应使用多磷酸盐代替 ATP，几

乎所有当代核心代谢都可实现。然

后，团队成员可估计所有常见代谢物

出现的历史年代，并推进有关代谢途

径的深入研究。

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可能永远无法

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生化反应随时间

流逝而消失。但新研究获得了一个重

要证据：只需要 8 种新反应，就可将地

球化学和生命化学联系起来。这意味

着，即使是已经消失的反应也能从现代

生化反应留下的线索中重新发现。

生命进化中“遗忘”的化学反应再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网站 29 日报

道，美国农业部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

称，他们首次在羊驼身上检测出禽流

感病毒。这些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羊

驼来自爱达荷州的一个农场。该农

场的家禽因检测结果呈阳性而在 5

月被扑杀。

美国农业部表示，在同一农场发

现被感染鸟类和其它被感染动物并不

令人惊讶，但这是第一次在羊驼身上

发现这种病毒。从羊驼身上分离出的

病毒基因序列表明，它是目前在奶牛

中传播的 H5N1病毒的一个变体。羊

驼主人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注册的

羊驼超过 26.4万只。

最近几周，H5N1 病毒变体已侵

袭美国 50 多种动物，包括奶牛。两名

农场工作人员也被发现感染了禽流

感，尽管症状轻微。

科 学 家 已 密 切 关 注 H5N1 病 毒

大约 20 年。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

里，该病毒主要影响鸟类。但在过去

两年里，这种病毒已经感染了更多野

生和养殖哺乳动物。多年来，全球各

地零星报告了人类感染 H5N1 禽流

感病例。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

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卫生官员

担心，如果该病毒广泛传播，可能会

变异成一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的病原体。

羊驼身上首次检测到禽流感病毒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从婴

儿期到 5 岁，给孩子科学地喂食花生，

可使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花生过敏的发

生率降低 71%。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发

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证据》上这

一新发现，提供了一项证据，证明早期

在婴儿饮食中添加花生能够长期预防

花生过敏。

在北美、英国、西欧和澳大利亚的

幼儿中，对花生过敏者约占 2%。对一

些人来说，即使是少量花生也会导致

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

研究人员表示，几十年来，家长们

一直不敢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

花生，但有证据表明，在婴儿时期接触

花生可产生长期耐受性，并保护孩子

在青春期免于过敏。这一简单的干预

措施将对后代产生显著影响，并使花

生过敏率大幅下降。

这项新研究以早期花生过敏临床

试验的结果为基础。

在第一次试验中，一半的参与者

被要求从婴儿期到 5 岁定期食用花

生，而另一半则被要求在此期间避免

食用花生。研究人员发现，早期食用

花生可将 5 岁时花生过敏的风险降低

81%。

跟踪调查显示，从 6 岁到 12 岁或

以上孩子们可自行选择吃花生的量和

频率，15.4%的早期不食花生组受试者

和 4.4%的早期食用花生组受试者，在

12 岁或以上时患有花生过敏。进一

步研究表明，早期定期食用花生可将

青 少 年 时 期 花 生 过 敏 的 风 险 降 低

71%。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安全且高效

的干预措施最早可在 4 个月大时实

施。但婴儿需要在发育上作好断奶准

备，并且应以软质糊状或花生泡芙的

形式适度喂食花生。

幼年吃花生能预防青春期过敏

观看《星球大战》长大的一代人可

能会感到失望，他们目光所及之处，仍

看不到 C-3PO 类机器人的影子。那些

预想中具有常识、能在家里和职场为人

类提供帮助的人形机器人何时会出现？

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或许很

快会填补这一空白。

《自然》网站近日报道指出，AI 和

机器人技术“联姻”，可能是一场将彼此

推向新高度的“双向奔赴”。AI 给机器

人灌输常识，让其能像人一样处理各种

任务；机器人则利用身体经验，帮助 AI

跃升为“通用 AI”。但专家提醒，这条

双向奔赴之路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收

集海量精准数据供机器人学习、应对

“喜怒无常”的硬件、解决安全问题等。

基础模型助机器人“更聪明”

众多机器人领域的 AI 科学家都

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在更广泛环境中

自主适应。例如，会帮顾客挑选产品

的机械臂，能陪伴老人的智能人形机

器人等。

然 而 ，控 制 这 类 机 器 人 绝 非 易

事。从 OpenAI 到谷歌“深度思维”公

司，都致力于将多功能学习算法（基础

模型）嵌入机器人，以便其在聊天时表

现得更像人类。这些想法的核心是给

机器人灌输常识，使之能胜任各种任

务。英伟达公司机器人技术营销专家

杰拉德·安德鲁斯强调，机器人技术目

前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时刻。该公司于

3 月推出了一款专为人形机器人设计

的通用 AI 模型。谷歌“深度思维”公

司则创建了现有最先进的机器人基础

模型之一 RT-2，其可以认出明星的

照片，尽管之前受到的训练中该明星

并未出现过。

研究人员乐观地认为，基础模型有

助科学家研发出可以辅助人类劳动的

通用机器人。今年 2 月，人形机器人公

司筹集 6.75亿美元，以在通用人形机器

人中应用 OpenAI开发的语言和视觉模

型。一段视频显示，机器人给人一个苹

果，以回应人们“吃东西”的要求。

多样数据让机器人“更有经验”

尽管聊天机器人正在接受来自互

联网数十亿单词训练，但机器人活动的

数据集还远远不够。

数据汇集或是一种解决方法。美

国斯坦福大学机器人研究专家亚历山

大·卡哈扎特斯基及其同事创建了开源

数 据 集 DROID2，汇 集 了 德 国 Franka

Robotics 公 司 制 造 的 Franka Panda

7DoF 机械臂约 350 小时的视频数据，

包括浴室、洗衣房、卧室等数百种环境

的记录。这种多样性有助机器人在全

新环境下更好地执行任务。

加州 AI公司 Covariant也在努力扩

大机器人数据的规模。该公司于 2018

年开始从世界各地的 30 种机械臂中收

集 数 据 ，其“ 机 器 人 基 础 模 型 1”

（RFM-1）不仅收集视频数据，还收集

传感器读数。此类数据对于提升机器

人任务执行能力至关重要，比如让机器

人知道如何不碰伤香蕉。

此 外 ，许 多 专 家 正 致 力 于 构 建

3D 虚 拟 现 实 环 境 ，旨 在 通 过 这 些 环

境 来 训 练 机 器 人 。 元 宇 宙 平 台

（Meta）和英伟达都在模拟领域投入

大 量 资 源 ，以 扩 大 机 器 人 数 据 的 规

模 ，并 建 立 了 复 杂 的 模 拟 世 界 。 通

过 这 些 平 台 ，机 器 人 能 够 在 短 短 几

个小时内积累相当于多年实际经验

的数据。

硬件和安全问题需考虑

许多机器人专家指出，尽管 AI 给

了机器人更智慧的“大脑”，但其进一步

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机器人很复杂，

而且硬件很容易损坏。

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机交互专家哈

罗德·索赫说，机器人可能需要大量其

他类型的数据，如触觉或本体感觉（身

体在空间中的位置感）数据。这类数据

集目前还不存在，但这是人形机器人高

效工作所必需。

安全性必须认真考量。大型语言

模型已被证明会产生错误、偏见，也可

能诱骗人类或机器人做一些“坏事”。

鉴于此，研发人员需要给机器人 AI 模

型中植入一些规则。机器人无疑仍需

要大量人工监督。

尽管存在一定风险，但 AI 与机器

人的这场双向奔赴仍值得期待。而 AI

通过与机器人相结合，增加与现实世界

互动，有望超越学习模式做出预测，真

正理解和推理世界。

技 术“ 联 姻 ” 双 向 奔 赴

机器人或成人工智能领域“弄潮儿”

当看到提示“挑选灭绝动物”时，谷歌的RT-2选择了恐龙雕像。
图片来源：谷歌“深度思维”公司

人形机器人使用OpenAI编程获得语言和视觉。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6月2日电（记者张
梦然）据MSN网站31日消息称，瑞士生

物计算初创公司FinalSpark推出一个在

线平台，用户可远程访问16个人脑类器

官。该公司官网称，这一神经元平台

（Neuroplatform）是世界上第一个允许

在线访问的体外生物神经元平台。

该公司表示，该神经元平台能够

学习和处理信息，像这样的生物处理

器耗电量仅为传统数字处理器的百万

分之一。由于其能耗低，可大幅减少

计算对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讲，训练

一个像 GPT-3 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

需要耗电约 10 吉瓦时，大约是欧洲一

个普通家庭全年耗电量的 6000 倍。

如果能部署生物处理器，这种能源消

耗有望大幅减少。

目前，神经元平台的运行依赖于

一种可归类为“湿件”的架构，即硬件、

软件和生物组织的混合。该平台的主

要 创 新 在 于 使 用 4 个 多 电 极 阵 列

（MEA）来容纳活体组织——类器官，

也就是脑组织的三维（3D）细胞团。

每个 MEA 包含 4 个类器官，通过

8 个电极连接，用于刺激和记录。数

据经由数字模拟转换器双向传输，采

样频率为 30kHz，精度为 16 位。这些

关键架构，由 MEA的微流体生命支持

系统和监控摄像头来维系。

FinalSpark公司已向 9家机构开放

其远程平台，以推动生物计算和研

发。通过与这些机构合作，旨在打造

世界上第一个活体处理器。此外，已

有 36 所大学对神经元平台表现出浓

厚兴趣。

理论上，构成生物处理器的神经元

结构可以有很长的寿命，但FinalSpark公

司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它们仅“适合进行

几个月的实验”。随着对系统的进一步

改善，类器官的“寿命”还有望提高。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能

耗问题一直广受诟病。与之相比，人

脑拥有 860 亿个神经元，100 万亿个神

经突触，从能耗来看却仅相当于几十

瓦。因此，近年来，信息技术领域的科

学家希望从生物神经网络中获得启

发，使信息处理更加高效节能。类脑

计算就是这样一种技术，它从结构上

追求设计出像生物神经网络那样的系

统。上述尝试直接将类器官纳入计算

系统当中，为类脑计算提供了新思路。

新
型
体
外
生
物
神
经
元
在
线
平
台
发
布

包
含
十
六
个
人
脑
类
器
官
，功
耗
仅
为
数
字
芯
片
百
万
分
之
一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石墨烯

被称为“21 世纪的神奇材料”。自 2004

年发现以来，这种单层碳原子材料一直

因其众多独特性能而备受推崇。但目

前大量生产的石墨烯有个缺点：质量不

高。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一

种 新 方 法 ，利 用 无 氧 化 学 气 相 沉 积

（OF-CVD）法来净化石墨烯，从而大规

模生产高质量石墨烯。相关论文发表

在29日的《自然》杂志上。

这项研究展示了微量氧如何影响

石墨烯的生长速度，并首次确定了氧气

和石墨烯质量之间的联系。实验显示，

要利用化学气相沉积（CVD）法合成高

质量石墨烯，在生长过程中消除氧气是

关键。这一发现或是迈向大规模生产

石墨烯的一个里程碑。

制造石墨烯的方法有两种，其中之

一是“透明胶带法”。利用家用胶带从

石墨上“撕”出不同的层。这种方法剥

离的石墨烯非常干净，不含影响其性能

的杂质，但只有几十微米宽，只适合实

验室研究，不适合工业规模生产。

为了探索石墨烯生产如何从实验室

转向现实应用，研究人员在大约15年前

开发了一种合成大面积石墨烯的方法，

这一过程称为化学气相沉积（CVD）生长

法。在足够高的温度（约 1000℃）下，让

含碳气体（如甲烷）通过铜表面，使甲烷

分解，碳原子重新排列，形成单一的蜂窝

状石墨烯层。CVD 生长法可以扩大规

模，制造几厘米甚至几米大的石墨烯样

品。然而，CVD生长法合成的样品质量

却存在一致性欠佳、稳定性不足等问题。

此次，研究团队发现，每当消除微

量氧时，石墨烯的生长速度会快得多。

进一步分析后，他们开发出一种简单模

型，可以预测不同参数（气压、温度等）

下石墨烯的生长速度。

他们对现有 CVD 系统进行了改

进，生产出的石墨烯质量非常高，与胶

带“撕”出的石墨烯几乎相同，在磁场中

显示出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除氧可提高大规模生产石墨烯质量

公司创始人与电脑上的多电极阵
列。图片来源：FinalSpark公司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