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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5日电 （记者常丽君）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UNC）医学院和国家卫

生研究院（NIH）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的“化学

遗传学”技术，能抑制小鼠的某种行为，如贪

吃，随后还能将这种行为再次激活。这一技术

带来了新的前沿研究工具，能帮人们更好地理

解大脑的工作机制。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的

《神经元》杂志上。

据每日科学网近日报道，这种新技术名为

“KORD”（k-阿片受体 DREADD），是对以往

DREADD（也叫化学遗传学技术，设计药物激

活专门受体）技术的改进，能连续瞄准同一神

经元上两种不同受体。这些受体负责发出特

殊化学信号，以控制脑功能和复杂行为。

“这种新的化学遗传学工具可能告诉我

们，怎样更有效地瞄准脑回路来治疗人类疾

病。”UNC 医学院蛋白质治疗与转化蛋白质组

学教授布莱恩·罗斯说，“医学上面临的问题

是，虽然大部分已批准的药物也能瞄准这些脑

部受体，但人们还不能选择性地调节特定类型

的受体以更有效地治病。”罗斯小组早在 2007

年开发了第一代 DREADD 技术，解决了这一

问题。

从本质上说，罗斯小组在实验室改变了 G

蛋白偶联受体的化学结构，让它能递送人工合

成蛋白质，修改后受体只能由人工合成的特殊

类化合物来激活或抑制，受体就像一把锁，合

成药物是开锁的唯一钥匙。这样就能按照研

究目标，锁住或打开特定的脑回路以及与该受

体相关的行为。目前，世界上已有数百家实验

室在用第一代 DREADD技术。

新技术只从一个方向（激活或抑制）来控

制单一受体，还是第一次。研究人员把受体装

入一种病毒载体，注射到小鼠体内，这种人工

受体就会被送到特定脑区、特定类型的神经元

中，然后给小鼠注射人工化合药物，以此操纵

神经信号将同一神经元打开或关闭，控制小鼠

的特定行为。在一类实验中，NIH 的迈克尔·
卡什实验室能抑制小鼠的贪吃行为；在另一实

验中，UNC 研究人员用可卡因和安非他明等

药物诱导，也能激活类似行为。

神经元信号系统如出错，可能导致抑郁、

老年痴呆、帕金森病和癫痫等多种疾病。细胞

表面受体在癌症、糖尿病等其他疾病中也起着

重要作用。新技术经改进后，还能用于研究这

些疾病。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UNC 博士生埃利奥

特·罗宾逊说：“这些实验证明，对那些有兴趣

控制特殊细胞群功能的研究人员来说，KORD

是一种新工具，同时在治疗方面也很有潜力。”

化学遗传学新技术能操控动物行为
未来或可有效瞄准脑回路治疗人类疾病

30 年前，世界上最出色的预言家也无法

预言今天网络的力量。信息世界与物理世界

的融合，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织，我们已

离不开网络。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宅

之一族”不再是小众；它改变着社会生产运行

方式，人人皆可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一

张网，“网”住了全世界！

万物相连，改变未来生活

云计算和大数据是近几年最受关注的两

项信息网络技术。技术专家摇旗呐喊，各国

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巨头争相投资，让持续多

年的信息革命再掀高潮。而随着这两项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沉寂数年的网络概念——物

联网再度走红。

所谓物联网，通俗地讲就是“物物相连”，

即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把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

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达到智能化和自

动化的一种新型网络。有专家认为，物联网是

继计算机和互联网之后的又一项颠覆性技术，

足以改变未来社会的运行方式。美国著名科

技研究咨询公司Gartner预测，到2020年，全球

将有 260亿件设备与互联网相连。万物相连，

将使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变得触手可及，而借助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

的认知与理解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天，我们生活中已可见物联网的雏

形。智能物流、智能家电、智能交通……仅看

称谓，即可见它们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家中的冰箱可以根据你

的饮食习惯帮你买菜，电视会根据你的个人

喜好自动播放你喜欢的节目。智能生活，皆

因我们“身在网中央”。

千机互动，驱动生产变革

信息网络技术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显而易

见，但对全球经济发展来说，推动生产方式的

变革则更为重要，这是信息网络技术能够成

为新一轮产业革命技术支撑的关键平台。

如果说“智能社会”是新一轮产业革命带

给我们的全新社会形态，那么“智能制造”则

是这一社会形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

智能制造离不开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撑，信息

资源的共享、生产流程的数字化、生产管理的

系统性等等，皆赖于网络技术的参与。加载

了各种传感设备且融入“网”中的生产机器，

将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加工或生产设备，机器

与机器之间可进行联络、协作，构建一个无处

不在的感知及全分布式控制的智能化制造系

统。工人，或将不再是工厂的灵魂。网络技

术的参与，会使新一轮产业革命过程中机械

对人力的排斥比过去任何一次产业革命都要

彻底。

今 天 ，3D 打 印 蓬 勃 兴 起 ，但 这 仅 是 开

始 。 据 Gartner 估 计 ，到 2017 年 全 球 3D 打

印机出货量将达到 100 多万台，消费支出也

将增至 57 亿美元。或许经过 5 至 10 年，使

用 3D 打印机在家自制某些产品的场景即

可实现。

人机互联，千机互动，新一轮产业革命后

的生产模式，将依托网络技术的跃迁而改变。

互联网+，推动人类进步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信息网络技术不

仅是智能制造技术的平台和未来智能生活的

驱动力，它还将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

等其他技术突破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

新能源技术与互联网相结合，将促使能

源生产、存储及分配方式变革，有助于化解人

类面临的资源和能源困境。近几年能源领域

的热点话题——能源互联网，即是将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运用于传统电力行业。德国近年

推出的 E-Energy 计划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

范例。该计划投资 1.4亿欧元，以求使德国整

个能源供应系统实现全面的数字化联网以及

计算机控制和监测。可以说，在能源行业，通

过互联网技术手段推进能源流、信息流和业

务流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在新材料等领域的研究同样离不开信息

网络技术。数据的搜集与分析、模型的建立

与模拟，往往越尖端的研究，越要依靠信息网

络技术来支撑。最近举行的第 249 届美国化

学学会上，新型计算机模拟技术——隐性溶

剂离子强度法（ISIS）获得研究大奖。该方法

可高效模拟复杂聚电解质系统，对加速新材

料研发和生命医学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这仅是一个小例子。

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两大里程碑式项目

或更能说明问题：没有信息网络技术，人类

基 因 组 计 划 不 可 能 仅 用 10 余 年 即 宣 告 完

成，美欧正在进行的脑科学研究项目也很

难看得到未来。

可以说，在这个“互联网+”风起的时代，

信息网络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驱

动力；而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引导的未来智能

社会中，信息网络又扮演着社会神经系统的

角色。今天的信息网络，链接着人类社会的

未来，引导着我们不断前行。

信息技术的跃迁：千机互动 人机互联
——智能网络将成新一轮产业革命重要平台

本报记者 刘海英

科 学 家 在 鲸 口 腔 中
发 现 有 弹 性 的 神 经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4日电 （记

者林小春）鲸是大海中的“大吃货”，其

中鳁鲸的进食秘诀就是嘴能张得足够

大。加拿大和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鳁鲸的嘴之所以能张得那么大，一个

重要原因是其口腔神经能像弹力绳一

样伸缩。这是科学家首次发现可拉伸

的动物神经。

研究人员 4 日在美国《当代生物

学》杂志上报告说，动物尤其是脊椎动

物的神经通常不具有弹性，正因如此，

神经拉伤成为人类很常见的一类神经

损伤。他们在研究鲸的尸体时，无意

间发现鳁鲸的口腔神经可轻松拉伸到

其原有长度的两倍以上，而不会造成

任何损伤。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以

及鳍鲸与座头鲸都属于鳁鲸，其成年

体重平均达 40 吨到 80 吨。它们常常

采用冲刺式方式捕食，即先在水下张

开大嘴，冲刺前进，把大量水连同食物

一起吞入口中，再把嘴巴合上收缩，通

过鲸须板把水挤压出去。

在冲刺式捕食中，口腔会产生巨

大的形态变化，因此要求颌关节、舌头

结构等进化出适应性特征。最新研究

表明，有弹性的口腔神经便是鳁鲸的

捕食适应性特征之一。

研究人员解释说，其它动物的神

经表面通常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胶原蛋

白，一拉就会出现损伤。但在鳁鲸口

腔中，神经纤维平常被“折叠”起来，外

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弹性蛋白纤维。因

此当鳁鲸嘴巴张大时，其口腔神经便

可拉伸。他们接下来将研究鳁鲸口腔

神经在进食过程中的“折叠”情况。

巴西登革热疫情日趋严峻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5 月 4 日电

（记者刘彤 杨江玲）巴西卫生部 4 日

宣布，截至 4月 18日，巴西全国今年共

报告登革热病例 74.59万例，比去年同

期增加 234.2％。同时，死亡人数为

229人，同比上升 44.9％。

巴西卫生部还表示，如今登革热在

全国范围内的发病率，已达到每10万人

中有367.8例。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

规定，一旦发病率超过十万分之三百，

即意味着发生传染病疫情大暴发。

巴西卫生部数据显示，目前在巴

西总共 27 个州中，发病率已超过十万

分之三百的有 7个州。

但卫生部长阿图尔·肖罗 4 日在

接受采访时，不愿承认巴西已发生登

革热疫情大暴发，只是说病例明显上

升。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

于夏季曾发生罕见的大旱，使人们疏

于对登革热的预防。

世界第二例永久人工心脏
移植者术后近9个月死亡

据新华社巴黎5月4日电 （记者

张雪飞）法国生物医学企业卡尔马公

司 4 日晚宣布，世界第二例永久性全

人工心脏移植患者 2 日在法国西部城

市南特的一所医疗机构内去世。该患

者在手术后存活了近 9 个月，且一直

“状况非常好”。

这名年近 70岁的男性患者去年 8

月 5 日在南特大学医疗中心接受了卡

尔马公司研制的永久性全人工心脏移

植手术，且康复情况令人满意。相关

医生曾向外界表示，该患者出院后逐

渐恢复了良好的自主行为能力，并保

持每周返回医院接受健康评估。

对于患者的突然离世，卡尔马公

司在新闻公报中说，本月 1日晚间，该

患者因出现循环衰竭症状入院治疗。

医生发现患者胸腔内的人工心脏功能

异常，便将其送入重症监护室接受心

肺辅助。次日，医生决定将一枚新的

人工心脏移植到患者体内。手术完成

后，尽管患者血液循环恢复，却因出现

多脏器并发症，最终过世。

卡尔马公司表示，该公司目前正

在对人工心脏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研

究，希望找出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为

第三例移植患者的生命安全提供最大

限度的保证。

迄今为止，人工心脏只能在患者

等待器官移植期间作为过渡用品。卡

尔马人工心脏由生物材料制成，可避

免人体免疫系统排异反应和凝血现

象，同时借鉴了导弹设计中的电子传

感技术，可根据不同情况自动调节血

压、血流速度以及心率，被研究人员称

为“最接近人类心脏的人工心脏”，预

计可代替人类心脏持续工作 5年。

科技日报北京5月5日电 （记者刘园园）
当晶体点阵受到激光脉冲刺激，原子的波浪，

或称原子波，可在材料中以接近光速六分之一

的速度传播——大约每秒 2.8 万英里。现在，

科学家拥有了记录这种瞬间超速运动的相机。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日本科研人

员近日发明了一种新型高速相机，它可以每秒

万亿帧的速度进行拍摄，比传统的高速相机快

不止 1000 倍。这种相机被称为“STAMP”，意

为“连续定时全光学映射摄影”。

传统的高速相机受到其机械和电子组件

处理速度的限制，而 STAMP 通过使用高速光

学组件突破了这种局限性。STAMP 借助了

光的一种属性——色散，它可以在云雾把阳

光分散成五光十色时观察到。与色散类似，

STAMP 将超短光束分散成多种彩色的光脉

冲，它们在拍摄过程中连续快速撞击被拍摄

物体。通过分析每个彩色光脉冲，就可以把

物体携带分散的光脉冲穿过设备时的动态图

像连贯起来。

另外一种光学成像技术叫做“泵浦—探

测法”，拍摄帧频甚至比 STAMP 还要快，但

是每次只能抓拍 1 帧，因此它的使用只能局

限于完全重复的过程。“很多物理学和生物学

的现象是难以复制的。”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

中川圭一（音译）说，这激发着研究人员研发

出每次可以拍摄多帧的超速相机。中川圭一

与来自多个日本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共同研发

了 STAMP 技术。

2014 年 该 科 研 团 队 公 布 了 第 一 代

STAMP 相机，那时它每次按下快门最多可以

拍摄 6帧。现在升级版 STAMP相机每次可以

拍摄 25帧图像，中川圭一相信，借助现有技术

可以将每次拍摄的图像提升到 100帧。

中川圭一说：“STAMP技术为研究多种未

获探索的复杂超速现象带来了希望。”他的科

研团队已经将 STAMP 相机用于拍摄铌酸锂

晶体中的电子运动和点阵震动，并用它来观察

激光聚焦在玻璃上时出现的灼热而快速扩张

的等离子体。

捕捉原子波的超高速相机问世

军用无人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民用无人

机技术及产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使人

类在恶劣地质地貌的勘探测绘、高空和险峻环

境摄像摄影、物资快捷配送等诸多领域，广泛

使用无人机技术成为可能。不过，不少专家认

为，美国民用无人机的发展面临隐私保护和国

土安全两方面的法律难关。

无人机：会飞的智能机器人

准确地说，无人机实际上是无人航空器

（UAV）的简称，而无人航空器则是涵盖水下、

水 面 、地 面 和 空 中 等 无 人 系 统（US）中 的 一

种。由于近年来无人机技术发展迅速，应用

快，特别是美军多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无

人机进行侦察和攻击活动，因此知名度大增。

出于减少人员伤亡和提高打击精度的需

要，美国对军用无人机系统的发展一直非常重

视且投入到位，特别是一直没有受到来自国际

和国内法规的干扰和限制，近年来美国的军用

无人机无论在续航能力、监测精度上，还是在

自主决策等智能系统方面，其技术指标均在不

断改进和提高，使无人机正朝着“会飞的智能

机器人”方向发展。因此，当前美国民用无人

机技术及其产业的兴起，不仅是广阔的市场需

要，更是其技术“军转民”的迫切要求。

发展瓶颈：隐私和安全难题

与军用无人机技术发展和应用基本不受

限相比，美国民用无人机的发展历程则显困难

重重。目前急需突破的不是应用和管理技术

上的瓶颈，而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观念对民用

无人机应用的限制。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如何

解决隐私保护和确保国土安全两大难题。

首先是隐私保护问题。在美国，隐私保护

是被写进宪法的人人关切的重大问题。人们

担心，各种无人机的发展和使用，有可能使家

中的私密空间（无论是住别墅还是公寓）、办公

室的工作活动等受到偷窥，让人“无处藏身”。

根据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规

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不能超过 400英尺，不得

接近机场等重要设施。对于无人机的支持者

来说，这个高度极大地限制了无人机的发展和

应 用 ，需 要 突 破 ；然 而 ，从 隐 私 保 护 角 度 来

说，即便是这一高度，仍然可以利用无人机

偷窥邻居家的后院和游泳池，可以拍摄高楼

内的场景。

据 FAA特殊法规协调官罗伯特·帕伯斯近

日在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

“ 美 国 民 用 无 人 机 政 策 ”研 讨 会 上 介 绍 说 ，

FAA 正在加紧研究和更新相关管理政策，其

中包括无人机飞行的空中管理规定。根据相

关法律要求，FAA 将于今年 9 月 30 日前提出

政策方案，但涉及隐私保护等问题，政策制定

的难度很大，需要在联邦法律层面上得到支

持。实际上，近年来有关民用无人机的发展

和隐私保护之间的争论一直是舆论的焦点，

最高法院运用现有法规往往难以作出统一的

解释，这也是美国无人机发展政策迟迟不能

出台的重要原因。

制约无人机发展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

土安全。由于无人机灵活机动，操作便利且携

带方便，续航和载荷能力越来越大，如果被恐

怖分子利用，将会防不胜防，因此，如何杜绝无

人机发展给国土安全带来危害也是美国舆论

关注的焦点。4月 16日，美国 61岁的邮递员休

斯驾驶其自制旋翼机（一种简易的直升飞机）

悄然降落空中管制异常森严的国会山西草坪，

着实给安保当局上了一课，同时也引起人们对

防范低空小型飞行物难度的担忧。众院 4 月

29日为此专门举行听证会，审视和检查有关部

门的责任。此间舆论认为，在无人机大规模发

展应用之前，与之相关的安全问题，必须在法

规、管理制度和应对措施上得到保障。

刚刚卸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先进研究计划

局（HSARPA）代理主任的亚当·考克斯明确

指出，无人机的发展包含许多技术问题，但民

用无人机的应用不仅是技术研发问题，更多

的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问题。尽管美国无

人机技术发展迅速、应用前景广阔，但如若不

能越过隐私保护和安全防范这两道坎，将难

以拓展国内民用市场，这也是加州维斯塔市

无人机产业园区数十家无人机技术研发和生

产企业最为纠结的问题。

（科技日报华盛顿5月4日电）

难 以 飞 越 的“ 法 度 ”
——美国民用无人机发展遭遇两大障碍

科技日报驻美国记者 田学科

第 111届巴黎博览会致敬创新
5月4日，在法国巴黎，参观者在家电馆参观曲面大屏幕液晶电视。
第111届巴黎博览会4月底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拉开帷幕以来，以产品展示、音乐会、游乐会、品尝会等多种活动吸引了数万名

观众前往参观。据悉，本届博览会展会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3500名参展商带来了和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相关的各种商品，尽力展示富有
创意的最新产品。 新华社记者 陈晓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