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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2014年已经到来，在新年最新一期（1月 2

日出版）上，《自然》杂志公布了这一年值得期

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转基因猴、干细胞临

床实验等。

制造出转基因猴

包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遗传学家佐佐

木恵里和干细胞生物学家冈野秀行领导的研

究小组在内的几个国际研究小组，均希望在

2014 年，创造出具有免疫系统缺陷或脑部疾

病的转基因灵长类动物。

这或许会引发伦理争议，但也能助推科学

家更快研制出人类相关疾病的疗法（在研究人

类此类疾病方面，小鼠模型的表现可谓差强人

意）。这项研究可能需要用到2013年风靡全球

的成簇间隔短回文重复（CRISPR）技术。

CRISPR 技术入选了《科学》杂志 2013 年

十大科学突破，这种技术首先在细菌中被发

现，但研究人员现在将其作为一种外科手术

刀指向了个体基因，其独特的魅力引无数科

学家竞折腰，目前有超过 12 个研究团队正用

它来操控植物、动物及人类细胞的基因组。

深空探索如火如荼

欧 洲 航 空 局（简 称 欧 空 局）的“罗 塞 塔

（Rosetta）”号探测器有望成为首个拜访彗星

的探测器。按照计划，欧空局将在 2014 年 1

月 20日把目前处于休眠状态的“罗塞塔”号探

测器唤醒，让其朝着名为 67P 的彗星进发，并

于 11 月 11 日释放一个着陆器，登上这颗彗星

冰封的表面进行取样分析，这是迄今为止最

野心勃勃的深空着陆计划。科学家希望借此

能更好地了解彗星的组成以及其在太阳系的

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除此之外，火星也将变得门庭若市：美国

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星大气与挥发演化

（MAVEN）”探测器和印度的探测器都将于 9

月份到达火星。NASA 的“好奇号”火星车应

该也能于年中到达其在火星上的主要任务地

点——高约 5公里的夏普山，寻找水存在的证

据。NASA 也希望发射一颗探测器来监测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

神经科学或许成就斐然

美国杜克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米格尔·

尼可莱里斯研发出了一种大脑调控的外骨骼

装置，他希望此装置能令一位脊髓损伤患者

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上踢出第一个

球。与此同时，该研究组也正在瘫痪病患身

上进行实验，希望他们的大脑能再次同瘫痪

区域取得连接，而不是仅同机器手臂或外骨

骼相连。

在基础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家对欧洲和

美国于 2013年公布的脑科学研究计划兴奋不

已，2014 年，这两大领域将涌入大笔资金，有

望大力推进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

神奇的抗癌新药将显成效

在制药领域，所有人都在翘首以盼两种

利用病人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症的抗体的实

验结果。这两种抗体分别为美国百时美施贵

宝公司研制的 Nivolumab（BMS-936559）和美

国 默 沙 东 公 司 研 制 的 Lambrolizumab

（MK-3475）。

Nivolumab 是 抑 制 程 序 性 死 亡 受 体 1

（PD-1）的单克隆抗体，主要用于治疗实体

瘤。去年 10月 25日，百时美施贵宝指出，研究

结果表明，在既往经多次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者中，Nivolumab表现出了持续的

疗效，一年存活率达42%；两年存活率达24%。

Lambrolizumab 则主要用于治疗黑色素

瘤。据媒体 2013 年 11 月报道，最新临床试验

数据显示，Lambrolizumab 治疗的晚期黑色素

瘤患者中，超过80%的患者在一年之后仍存活。

钙钛矿或掀起可再生
能源革命

名为钙钛矿（perovskites）的半导体能将光

能转化为电能。它们的制造成本极低；科学

家 也 已 经 证 明 ，其 光 电 转 化 效 率 超 过 15%

（2009 年，钙钛矿刚引起关注时，其光电转化

效率仅为 4%）。2014 年，科学家有望更上一

层楼，将转化效率提高到 20%，达到目前商用

硅基太阳能电池的最低转化效率。英国剑桥

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也希望制造出不含铅的

钙钛矿。

艾滋病治疗将展开新篇章

去年 1月份，科学家们将从艾滋病病患体

内分离出来且具有强大抗广谱艾滋病病毒

（HIV）效果的“广谱中和”抗体注入恒河猴体

内，结果发现，恒河猴体内的猿猴和人免疫缺

陷病毒（SHIV）的浓度急剧下降。今年，科学

家们将在人体身上测试这一疗法，研究结果

有望于夏季公布。

去年 3 月份，美国科学家表示，他们通过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首次实现了“功能性治

愈”艾滋病病毒婴儿感染者。研究人员也发

现，在 HIV 感染早期阶段进行抗逆转录病毒

药物治疗能延缓对人免疫系统的损伤。这些

令人欢欣鼓舞的进步都会让科学家在今年进

行更为广泛的试验：对携带 HIV 的新生婴儿

使用高剂量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进行治疗。

微型测序仪

经过数十年长足的发展，能快速对 DNA

测序的纳米孔测序技术将于今年在市场上占

据一席之地。这种测序技术采用电泳技术，

借助电池驱动单个分子逐一通过纳米孔来实

现测序。由于纳米孔的直径非常小，仅仅允

许单个核酸聚合物通过，因此，可以在此基础

上使用多种方法进行高通量测序。而且，纳

米级别的孔径保证了检测具有良好的持续

性，因此测序的准确度非常高。

2012 年，英国牛津纳米孔技术公司宣布，

推出第一款商用纳米孔测序仪，引起了业界

极大的关注。

该公司表示，他们的 U 盘大小的便携式

微型测序仪产生的首批数据将于今年发布，

该公司也将测序仪送给了一些科学家进行测

试。与其他技术相比，这一技术可以阅读更

长的 DNA 片段（因此，有望用于对细菌 DNA

的混合样本进行测序），并能实时显示结果。

更好的气候

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将 在 今 年 11 月 前 完 成 第 五 次 评 估

报告。第二和第三工作小组的研究报告将

继续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应

如何适应或纾解这些影响（第一工作组的

报告已经于去年 10 月完成）。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希望各国能在今年 9 月于美国纽

约举行的非正式峰会上对碳排放问题作出

“大胆承诺”。

在研究方面，加拿大的大型碳捕获和储

存项目——位于萨斯喀彻温省的边界大坝煤

炭发电厂将在 4月开始商业化运营，该发电厂

共投资 11.7亿美元。

追寻引力波

欧空局的普朗克太空望远镜研究团队有

望于今年发布与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光

子在天空中的偏振变化有关的数据。科学家

们认为，这一情况由“宇宙的暴胀——宇宙大

爆炸之后不久，宇宙的快速膨胀”产生。如果

科学家们能探测到这种偏振变化，其细节将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引力波。引力波是引

力在时空中激起的涟漪，是我们观察那些用

光波无法观测的事件的唯一手段，例如两个

黑洞的碰撞，或是大爆炸之后十亿分之一秒

内宇宙嘈杂的量子涨落等等。

干细胞再生临床试验启动

今年，一个日本研究团队将利用诱导多能

干细胞（iPS 细胞）进行首次临床试验，他们将

尝试利用iPS细胞转化而成的视网膜色素上皮

细胞，抑制与年龄相关的黄斑病变（AMD）的病

情发展，但不要期盼结果会很快公布。

另外，位于美国加州的先进细胞技术公

司也表示，他们将公布两项利用人体胚胎干

细胞进行实验得到的数据，这也是目前仅有

的两个获得美国药品监管机构批准的研究。

这种测试疗法首先会将人类胚胎干细胞变成

新鲜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随后再将得到

的细胞移植到患有无法治愈的退行性失明病

症患者的眼睛内，以观察最终结果并测试试

验的安全性。

2014，那些值得我们期待的科技突破
—《自然》杂志刊登新一年科技展望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新年伊始，国外诸多专家和媒体纷纷展

望这一年可能发生的科技进展。不久以前还

被看成高不可及的一些突破，很可能快步走

入生活，让人们梦想成真。

太空旅游梦

随着航天技术加快向私营企业扩散，太

空旅游的成本正在迅速降低，或许这会成为

一种潮流。热衷走在时尚浪尖的娱乐界名人

也要踏足太空旅游，维尔京银河航天公司计

划于今年开始开展太空旅游业务，使用该公

司的飞船“太空船 2 号”携带包括美国著名流

行女歌手凯蒂·佩里在内的付费乘客前往亚

轨道空间。

今年，美国公私两家机构还将分别测试各

自的火星航天器，争取未来把人类送上火星。

基因诊断梦

尽管美国政府在 2013年“叫停”一家企业

的个人基因组测序服务，但仍有 4项研究将对

新生儿基因组测序的医疗益处和现实困境进

行评估。通过基因组信息来诊断某些疾病，

看似已势不可挡。

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伦理中心

的负责人阿曼德·安托马里亚对此说：“这些研究

将使我们能在这一检测被广泛使用之

前，收集它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

等信息。现在，我们并不清楚病人

或者提供者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断肢“再生”梦

多国科学家共同发起了“再次行走计

划”，旨在通过大脑与计算机间的实时交互来

支配假肢，帮助残障人士改善生活质量。研

究人员希望通过改进感应设备，让假肢能将

触觉、温度和力度等信号实时传递给大脑，大

脑神经发出的电信号也能更敏捷地指挥假

肢，使假肢动作更加接近真实肢体。

在今年的巴西世界杯上，一名截瘫少年

将借助这种设备为首场比赛开球。

清洁能源梦

离岸风力发电即将成为现实。美国海角

风力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离岸风力发电厂，

深海风能发电公司位于布洛克岛附近的项目

等等，都在争取成为美国第一个离岸风力发电

厂。这些项目都计划于今年开始建造。

液态氢燃料的发展也值得关注。韩国现

代汽车公司已开发出氢燃料电池车，日本的本

田和丰田也正致力于发展氢燃料电池新技术。

治愈癌症梦

癌症诊断越早期，治愈就会越容易。现

在，通过细胞内一种蛋白质复合体——外切

体进行诊断的新方法即将问世，有望从血液、

尿液甚至唾液中捕捉到细胞癌变的信号，使

癌症早期诊断更“温柔”也更迅捷。

美国、日本的研究机构和企业，目前都在与

某些特定肿瘤有关的外切体表面搜寻蛋白质。

今年，商业化的外切体检测服务可能问世，这一

检测技术前景广阔，不光可以诊断癌症，结核病

和帕金森氏症也是其潜在诊断目标。

2014年，且看科技将如何使生活更美好。

（（执笔记者张晓茹执笔记者张晓茹
采访记者林小春采访记者林小春、、刘石磊刘石磊））

科技会使哪些梦想在今年成真科技会使哪些梦想在今年成真
新华社记者

智能设备遭遇发展瓶颈、创新乏善可

陈、“棱镜门”引发对信息技术巨头的信任危

机……刚过去的 2013 年，被一些人称为高新

技术产业界“迷失的一年”。

新年伊始，业内人士在预测 2014 年大趋

势时认为，虽然乔布斯风格的颠覆式创新难

以再现，但在 4G、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改

良主义的“微创新”可望继续给人们生活带来

更多便利，增添更炫色彩。

4G高速“四车道”

移动是大势所趋，这句话已经有陈词滥调

的感觉。去年 12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正

式发放4G牌照，继欧美等地之后，全球最大移

动通信市场开始向 4G 时代过渡。随着 4G 技

术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普及，移动通信的基础设

施从“乡村公路”升级为“四车道高速公路”，移

动状态下的高速数据传输真正兑现。

4G 将催生创新性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前

微软视窗团队主管辛诺夫斯基就认为，4G 时

代的通信将被通信软件及内置的各种功能所

主宰。他预测，电子邮件在 2014 年将逐渐被

看做是“传真”那样的通信手段，短信作为沟

通方式也过于“正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将

越来越多使用微信、WhatsApp 这些丰富而有

表现力的方式。

据美国市场分析公司“BI 智能”估算，截

至 2013年底，WhatsApp在全球的每月活跃用

户数量达到 4 亿，中国的微信和日本的 LINE

紧随其后，用户数分别约为 2.97亿和 1.86亿。

随着移动通信成本的降低，微信等网络

通信服务有望走出信息和游戏的范畴，整合

用户的碎片化网络时间，成为庞大用户群间

的综合性平台。LINE 已经率先成为三星智

能腕表的唯一通信软件，微信支付也实现了

从线下到线上（O2O）的完整闭环，成为移动

支付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谷歌执行董事长施密特预测说：“2014

年，每个人都将拥有一部智能手机。之前的

趋势是移动将成为赢家，而现在的趋势是移

动已经成为赢家。”

“闲庭信步”在云端

云计算也不是新概念，但前微软视窗团

队负责人辛诺夫斯基预测的 2014 年十大技

术趋势中，有三项和云计算有关：云生产工具

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活跃用户，印象笔记、各种

云盘、云端操作系统将被更多消费者和企业

所采用，成为企业必备甚至唯一的工具。

2013 年，很多消费者对于各种云存储和

应用还没有达到“闲庭信步”的阶段，今年则

可能大不一样。分析人士预计，为保证自己

移动平台用户群稳定增长，苹果、谷歌、微软

等争夺消费者的“云端之战”势将加剧，而首

要任务就是提供更多云存储空间。微软 2013

年 10 月发售第二代平板电脑时，率先推出买

一台平板电脑送 200GB免费云存储空间的优

惠。辛诺夫斯基认为，2014年，消费者也许将

可以获得不限量的云存储空间。

云存储竞争在中国市场也达到白热化地

步，腾讯微云、百度网盘、360云盘、新浪微盘，

免费容量从开始的 5GB 增至 1TB 甚至数十

TB，让人眼花缭乱。

云存储是云计算技术在生活中应用日益

广泛的一个缩影。为用户免费提供的云存储

空间容量猛增也表明，围绕云计算等信息新

技术的激烈市场竞争，将会继续给消费者带

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无缝链接”物联网

美国拉斯韦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物

联网成为最热门话题之一。物联网的概念早

在上世纪末就已提出，但今年，可穿戴设备和

智能家居不断成熟和完善，使物联网再次

“热”起来。

可穿戴设备目前是消费电子市场的一场

公开赛。2013 年，市场上虽然出现了多款可

穿戴计算设备，但没有一款产品能一下打动

消费者的心。业内人士预计，各种智能眼镜、

运动手环、智能腕表等可穿戴电子设备，将在

2014年实现更好的数据分享和交换能力。

智能家居行业也是如此。例如，美国

Nest公司推出的烟雾报警器不但可以通过无

线网和屋主的手机相连，而且能和温控器等

其他智能家居设备联网。美国有近百年历史

的锁具和安防公司西勒奇也推出了各种可接

入互联网、通过智能手机控制的门锁和家庭

安保系统。

分析人士认为，智能手表或眼镜等可能

成为继智能手机之后的信息面板。无论是人

们的身体机能指标，还是家中各种电器，甚至

亚马逊酝酿中的“快递无人机”的方位，各种

信息都将能在这些新型设备上显示，届时将

实现人与物的无缝互联。

““微创新微创新”：”：新年引领新生活新年引领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李 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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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初，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举

行的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各种前沿和创

新技术争奇斗艳的舞台，也一直被看

做行业风向标。今年展会开幕前，可

穿戴技术、超级显示技术、大众定制技

术、自动智能技术等就已成为了热门

话题。

可穿戴技术的转折年

可穿戴技术已不是新鲜概念，但

美国消费电子协会认为，2014 年将会

成为可穿戴设备发展的转折年。不

少媒体也在评论中预计，由于移动技

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软件市场的迅

猛增长，可穿戴技术将会在今年迎来

“爆发期”。

可穿戴设备目前可大致分为输入

和输出两类。心率追踪器等输入式可

穿戴设备具有智能、连接传感器以及

低能耗等特点；谷歌智能眼镜等输出

式设备则具有可供人迅速获取信息的

特点，相关信息通常适用于小尺寸屏

幕，用户可实时获取。

本届电子消费展发布的可穿戴设

备预计将达 75 至 100 余种，健康跟踪

技术应用无处不在，主办方还特意开

辟了“腕带革命”技术展区。

根 据 美 国 消 费 电 子 协 会 预 计 ，

智能手表 2014 年全球预计销量将达

到 150 万只。另据 Juniper 研究机构

公布的数据，到 2018 年，智能可穿戴

设备创造的利润将或将达到 190 亿

美元。

“超级显示”技术
更为成熟

美国消费电子协会指出，超级显

示技术在 2014 年将更加成熟，人们将

看到多维度屏幕的扩展技术，超高清

的高端电视也将迎来更大发展。三星

公司和 LG 公司在展会开幕前就宣

布，推出 105 英寸超高清曲面电视。

一 些 新 款 超 高 清 电 视 配 备 了 HD-

MI2.0 接口，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在参

与这一市场的国际竞争。主办方预

计，将会有近 150 个超高清电视相关

产品在本届展会上发布。

随着技术日趋成熟，更多超高清

电视如今已放下“身价”，更大程度地

进入人们生活。美国消费电子协会表

示，2013 年超高清电视在美国的销量

约为 6 万台，而 2014 年这一数字或将

激 增 至 近 48.5 万 台 。 在 全 球 市 场 ，

2014 年超高清电视销量将达 250 万

台。但有专家预计，时髦的曲面屏电

视也许至少还需要 5至 10年的时间才

能获得商业回报。

大规模定制引发革命

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称，消费电子

业如今已进入基于大众定制技术的第

三次工业革命：消费者不仅可以订购

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也可以选择自己

设计的款式。在电子消费领域，相关

技术供应链正在探索和发展，如谷歌

公司发布的 Moto X 智能手机，就带

有用户定制特性。个性化定制也将成

为可穿戴电子设备的一个发展趋势。

3D 打印技术堪称大规模定制的

典范。美国消费电子协会预测说，尽

管这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市场，但发

展迅猛，预计 2014 年全球 3D 打印产

品销量将至少达到 10 万件。本届展

会也特别开辟了 3D打印技术展示区。

自动智能技术时代来临

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称，传感器等

技术的发展已经引领人们进入到自动

智能技术时代。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家

庭，本届国际消费电子展呈现出一个

全方位智能生活时代。

奥迪等众多汽车厂商在本届国际

消费电子展上亮相，带来了自适应巡

航控制系统（ACC）、道路辅助技术、

自动驾驶技术，车载电子设备，以及将

汽车与互联网融合的各种新兴技术应

用等多项最新技术。

传感技术，如今不仅可以捕捉大

量数据，还可以通过无线通信与其他

系统相连、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这种

技术不仅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表现突

出，在智能家居领域也十分抢眼。室

内定位、体感、数据传输三位一体的未

来前景已经初步显现。三星公司推出

的智能家庭平台，就使得用户通过一

个单独应用程序管理所有联网家电和

智能设备成为了现实。

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称，未来技术

发展的方向将是各系统间的融合。届

时，今天在科幻作品中才能看到的技

术将进入普通人们的生活。

（据新华社）

2014年消费电子
热点技术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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