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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梦然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1日电 （记者

刘霞）英国和日本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

（AI）技术，成功制造出世界上已知最强

的铁基超导磁体。最新研究有望促进

新一代磁共振成像（MRI）技术和未来

电气化运输技术的发展。相关论文发

表于最新一期《亚洲材料》杂志。

超 导 磁 体 可 在 不 需 要 大 量 电 力

的情况下提供强而稳定的磁场。目

前此类磁体中使用的超导体主要是

超导铌锡合金线这类大线圈。由于

磁体需要适应线圈的大小，因而限制

了其应用范围。在最新研究中，科学

家借助机器学习技术，研制出一种廉

价而强大的铁基超导磁体，这为降低

该技术成本并扩大其应用范围奠定

了基础。

英 国 伦 敦 国 王 学 院 研 究 人 员 表

示，他们使用 BOXVIA 机器学习系统，

开发出了一个框架，能更快速地在实

验室中设计出超导磁体。随后，他们

通过改变制造过程中的热量和时间等

与 超 导 磁 体 性 能 有 关 的 参 数 ，对

BOXVIA 进行了训练，得出了超导磁

体最优设计。通常，科学家需要数月

才能创建出磁体并测试其特性，但新

方法大大缩短了时间。另外，新方法

开发出的超导磁体与不使用 BOXVIA

生产的超导磁体具有不同的结构，前

者磁体中的铁基晶体更大。

超导磁体不仅能用于 MRI 机器，

对癌症进行成像，而且对电动飞机和

核聚变至关重要。第一批铁基超导

磁 体 于 10 多 年 前 问 世 ，但 其 产 生 的

磁场不够强或不够稳定，无法广泛使

用。而新的铁基超导磁体更容易使

用，并为更小、更轻设备的研制打开

了大门。

研究人员强调称，MRI 机器上的

磁体产生的磁场强度和稳定性均需达

到一定要求，才能确保患者的安全，并

提供清晰的图像。最新超导磁体原型

是首个满足这些要求的铁基大块超导

体 。 此 外 ，新 型 超 导 磁 体 也 减 少 了

MRI 机器对大量超导导线的需求，科

学 家 可 以 在 此 基 础 上 创 建 更 小 的

MRI，部署在全科医生办公室，从而扩

大其使用范围。

科学家用AI造出最强铁基超导磁体

多年来，科学界对阿尔茨海默病的

研究几乎都建立在一个名为“β淀粉样

蛋白沉积”的假说上。在长达 18 年的

时间里，基于这一假说的论文被视为该

领域的奠基性研究。这一假说也以其

深远影响力指导着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和新药开发。

但如果这篇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

涉及学术造假呢？

当地时间 6 月 5 日，知名学术期刊

《科学》宣布，这篇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

制领域的基础研究涉嫌对图像进行处

理，论文通讯作者承认论文包含篡改的

图像，同意撤稿。

这 一 结 论 ，经 历 了 两 年 的 争 辩

才算出炉。但这篇研究论文已发布

18 年 ，其 在 领 域 内 巨 大 的 影 响 力 已

经产生。18 年来有大量研究在此基

础 上 展 开 ，这 些 研 究 会 不 会 已 被 误

导？多家顶尖药企的相关项目是否

还能继续？研究团队的心血会不会

付之东流？

争辩两年，确有篡改

“β淀粉样蛋白沉积”假说，描述的

是人脑部β淀粉样蛋白异常沉积，会引

发蛋白过度磷酸化、神经递质紊乱以及

氧化应激等系列反应，出现神经元受

损，继而引发痴呆。

这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

核心理论。

而对这篇描述发病机制论文的质

疑始于 2022年。

2022 年 7 月，《科学》发表了一篇深

度调查报告，指控 2006 年刊登在《自

然》杂志上的该论文存在学术造假问

题。调查报告称，该论文中的实验图像

可能经过篡改，部分数据可能被捏造，

从而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提出了严重

质疑。

这一消息迅速在生物医药领域内

引发了广泛讨论和震动，因为如果指控

属实，意味着过去十几年基于该论文成

果的众多研究方向和巨额研发投资，可

能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

数据造假，结论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大多数针对

β淀粉样蛋白的临床试验，并没有达到

预期的主要临床终点，尤其是在减缓或

逆转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衰退方面。

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药研发也艰难

异常，美国制药行业协会统计其 20 年

研发成功率仅 2.7%。

十多年来试验一次次失败，用于治

疗该病症的开支却在翻倍增长。据

2018 年一项不完全统计，全球用在阿

尔茨海默病上的医疗花费当年就高达

1万亿美元。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β淀粉样蛋白

并非“罪魁”？其中一部分失败，是否和

奠基性论文的误导相关？

《科学》报告认为，造假已是板上钉

钉的事实。一些声音认为，既然有学术

造假，相关结论就该推倒重来；但另一

些声音则表示，即使这篇论文存在重大

问题，但淀粉样蛋白作为病因的结论依

然可信。

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明尼苏达大

学神经科学家凯伦·艾什这样说：“图片

操纵并没有改变实验的结论。”

破坏范围尚待明确

在学术影响上，根据不同的统计来

源 ，这 篇 论 文 被 引 用 至 少 2300 次 到

2500 次。撤稿后预计其会成为有史以

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撤稿论文”。

在资金投入上，据《科学》报告指

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涉及淀粉样

蛋白的项目投入约 16亿美元（约 108亿

元人民币），约占所有阿尔茨海默病项

目投资总额的一半。

更严重的是，这场风波不仅动摇了

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某些基础理论，特

别是关于β淀粉样蛋白沉积作为主要致

病因素的主流理论，还可能迫使大量相

关研究团队，重新评估他们的研究路径；

多家药企的研发项目都可能因此面临挑

战，对新药研发进程造成重大影响。

尽管此事件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

相关研究也一直未能展示显著的临床

效益，但科学界目前还没有完全放弃β

淀粉样蛋白假说。也有其他报道指出，

一些与阿尔茨海默病新药相关的其他

方向研究仍有希望。这或表明，由该风

波造成的直接影响范围尚待明确。

风波平息仍需时日

人们把阿尔茨海默病叫作“脑海中的

橡皮擦”，有时也叫作“最没有尊严的疾

病”。它对患者本人和亲属都是严重的折

磨，给医疗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巨大负担。

更重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普遍

存在，加剧了社会对于衰老的恐惧和对

疾病无能为力的感觉。科学界希望攻

克它，拾起公众对医疗科技的信心。

但这起奠基性论文的造假争端，却

持续影响着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的发

展方向和公众对该疾病研究的信任度。

至今年 6 月，这一风波最新进展包

括有关研究人员计划撤回涉事论文，以

及该研究团队对《科学》杂志调查报告

的回应。印第安纳大学神经科学家、

《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杂志编辑唐

娜·威尔科克说：“很不幸，花了两年时

间才做出撤回的决定。”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科学研究诚

信的重要性，同时也提示科学界还需加

强监督和验证机制。它带来的影响，仍

需漫长的时日才能平息。

阿尔茨海默病奠基性论文造假掀巨澜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英国剑

桥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天文学家基

于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高级深星系

外巡天获得的数据，在宇宙大爆炸后仅

3.5 亿年诞生的一个古老星系中，首次

探测到了丰富的碳。这项发现有助于

科学家进一步揭示宇宙以及地球生命

的演化历程。

早 期 宇 宙 几 乎 完 全 由 最 简 单 的

氢 元 素 ，以 及 少 量 氦 和 锂 组 成 。 而

现在观察到的宇宙中所有其他元素

都在恒星内部形成。当恒星爆炸成

超 新 星 时 ，产 生 的 元 素 在 宿 主 星 系

内 循 环 ，孕 育 下 一 代 恒 星 。 随 着 每

一 代 新 恒 星 和“ 星 尘 ”诞 生 ，越 来 越

多 金 属 形 成 ，宇 宙 进 化 到 可 以 支 持

地球等岩石行星的存在以及生命的

繁衍生息。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使用韦布

望远镜观测了一个宇宙大爆炸后仅

3.5 亿 年 就 已 经 存 在 的 星 系 ，这 是 迄

今科学家探测到的最遥远的星系之

一。他们使用韦布的近红外光谱仪，

将来自该年轻星系的光分解成一系

列颜色。鉴于不同元素会在星系光

谱中留下不同的化学“指纹”，科学家

由此可确定其化学成分。光谱分析

可靠地检测到了碳，初步检测到了氧

和氖。

研究人员表示，此前认为宇宙大爆

炸后约 10 亿年碳才开始大量聚集，但

他们发现碳形成得更早。这意味着第

一批恒星的运行方式可能非常不同。

鉴于碳是人类已知生命的基础，生命在

宇宙中进化的时间可能比现在认为的

早得多。

韦布探测到宇宙早期星系中存在碳

科技日报莫斯科6月 10日电 （记

者董映璧）俄罗斯研究人员基于激光热

机械修复纳米孔和纳米裂纹的物理机

制，开发出一种新的激光加工方法，可

使航空航天、核能和医疗行业的材料强

度提高一倍以上。相关研究结果发表

在新一期《纳米材料》杂志上。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技术大学莫斯

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物理系副教授萨

夫罗诺夫解释了基于激光热机械修复

纳米孔和纳米裂纹的物理机制：由于

暴露在持续时间约为 20 纳秒、能量为

15—20 毫焦耳的短激光脉冲时，会形

成高温气体火焰云，从而影响样品的

表面层。同时，激光作用区域会出现

冲击波，导致受热材料移入孔隙并随

后“愈合”。

萨夫罗诺夫称，新方法的主要优

点是它的选择性，因为它只对有缺陷

的 区 域 起 作 用 ，而 不 影 响 材 料 的 其

他区域。该方法同时增加了材料的

硬度和黏度，让材料变得更耐用，且

不 易 碎 。 研 究 表 明 ，经 过 激 光 处 理

后，材料的显微硬度增加，在负载下

不会破裂。这样处理的表面处于热

力学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它可以存

在很长时间。

萨 夫 罗 诺 夫 指 出 ，新 方 法 与 航

空 航 天 工 业 、核 工 业 和 医 学 物 理 相

关，因为它可以创造出更坚固、更可

靠 的 材 料 ，能 够 抵 抗 各 种 类 型 的 外

部影响。

激光修复新法可使材料强度翻倍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1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 11 日《自然·通讯》杂志

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开发

的一种计算机视觉技术大大加快了新

合成电子材料的表征速度。该技术自

动分析印刷半导体样品图像，并快速

估计每个样品的两个关键电子属性：

带隙（衡量电子激活能的指标）和稳定

性（衡量寿命的指标）。这项新技术对

电子材料的准确表征比传统方法提升

了 85倍。

提高太阳能电池、晶体管、LED和

电池的性能，需要更好的电子材料。

科学家正在使用人工智能（AI）工具从

数亿种化学配方中识别有前途的材

料。与此同时，工程师正在建造可以

根据 AI搜索算法标记的化学成分，并

一次打印数百个材料样本的机器。但

是，材料表征的最后一步一直是先进

材料筛选过程中的主要瓶颈。

一种新的电子材料被合成后，其

性能的表征通常由领域专家们负责，

他们每小时表征约 20 个材料样本，这

种手动过程很精确，但也很耗时。

于是，团队开发了两种新的计算

机视觉算法来自动解释电子材料图

像：一种用于估计带隙，另一种用于确

定稳定性。第一种算法旨在处理来自

高细节、高光谱图像的视觉数据。第

二种算法分析标准 RGB图像，并根据

材质颜色随时间的变化来评估材质的

稳定性。

该团队应用这两种新算法对大约

70 个印刷半导体样品的带隙和稳定

性进行了表征。这些样品含有不同成

分比例的钙钛矿。运用一种算法，整

个带隙提取过程约需 6 分钟。另一种

算法还产生了一个可以衡量每个样本

耐久性的指数。

新算法带隙和稳定性的测量准确

率分别为 98.5%和 96.9%，与专家的手

动测量相比速度快 85倍。

研究人员计划将这项技术整合到

全自动材料筛选系统中，其应用将涵

盖半导体材料的多个领域。

提速的意义是什么？简言之，是

加速电子材料发现与优化进程上的一

次飞跃。这项技术不仅简化了繁琐的

材料表征流程，更是在根本上缩短了

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时间，

加速了材料科学的进展。从长远角度

看，这次提速，也促使太阳能电池、晶

体管、LED 及电池等技术加速提升其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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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新闻处

称，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科诺年科成

为 史 上 第 一 位 太 空 飞 行 总 时 长 超

1000天的宇航员。

莫斯科时间 6月 5日 00时 00分 20

秒，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的俄罗斯国

家航天集团公司宇航员奥列格∙科诺

年 科 的 总 太 空 飞 行 时 间 首 次 达 到

1000天。

科诺年科 2023 年 9 月 15 日乘俄

“联盟 MS-24”飞船踏上了第五次太

空飞行之旅，他将于今年 9 月 23 日返

回地球。在完成第五次国际空间站任

务后，科诺年科的总太空飞行时间将

达 1110天。

据悉，上一次世界纪录属于俄罗斯

宇航员根纳季·帕达尔卡，时间为 878

天，科诺年科于2月打破了这一纪录。

俄宇航员太空飞行超1000天

6 月 7 日，巴黎和谐比亚迪欧洲旗舰店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旁盛大开幕。
新店的开业，标志着比亚迪进一步深化欧洲市场布局，亦是其对法国消费者绿
色出行需求的积极响应。图为占地面积达600平方米的巴黎新店内正在展示的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摄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负责航天综

合体和科学执行的副总经理亚历山

大·布洛申科表示，俄航天集团打算在

2024 年发射 2 颗“马拉松 IoT”物联网

卫星，明年再发射 5 颗，未来还将发射

132颗。

整个“马拉松 IoT”卫星群将由位

于 750 公里轨道高度上的 264 颗卫星

组成，可在全球范围提供数据传输服

务。该卫星群是“球体”多卫星系统的

组成部分。该项目旨在对俄罗斯境内

提供物联网服务，并为北极等偏远地

区提供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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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计划今年发射2颗物联网卫星

阿尔茨海默
病的主要核心理
论基于“β淀粉样
蛋白沉积”假说。
该假说认为β淀
粉样蛋白异常沉
积，会引发蛋白过
度磷酸化、神经递
质紊乱以及氧化
应激等系列反应，
出现神经元受损，
继而引发痴呆。

图片来源：视
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