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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9日电 （记者陈丹）继转基因

山羊和转基因兔之后，转基因鸡也于 8日获得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加入了制药队伍。这种鸡

的蛋中含有一种工程酶，可用于生产治疗罕见遗传病

的药物 Kanuma。该药物也由此成为美国市场上为数

不多的利用转基因生物制药的产品之一。

据《自然》杂志网站报道，Kanuma是溶酶体酸性脂

肪酶缺乏症（LAL-D）的对症药，FDA 此次基于 Kanuma

是孤儿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罕见病的药品）和指

定突破性疗法，给予其优先审核权。溶酶体酸性脂肪

酶缺乏症可导致脂肪在患者肝脏、脾脏和脉管中堆

积。患有此病的婴儿往往面临迅速夭折的惨痛命运；

而老年患者则会出现肝脏肿大、纤维化和肝硬化以及

心血管疾病。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的儿科医生芭

芭拉·伯顿说，在 Kanuma药物出现之前，临床医生只能

对患儿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对老年患者则使用他汀类

药物，但这无法解决肝脏中脂肪堆积的问题。

由于转基因鸡的每一个细胞中都含有经过改造的

DNA，FDA 将这种遗传修饰认定为一种新的动物药

品。在审核过程中，FDA 对修改鸡的 DNA 是否会伤害

它们，以及修改后的 DNA 传递给下一代后是否稳定等

情况均进行了调查。

与 FDA 上个月批准可用于人类消费的转基因三文

鱼不同，这种转基因鸡不会进入食品供应链。FDA 说，

这些鸡是在室内圈养的，意外进入食物供应链或者对

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2009年，用转基因山羊奶生产的抗凝血药 Atryn经

FDA批准上市。去年，用转基因兔生产的一种治疗遗传

性血管性水肿药物也获该机构认可。此次 FDA批准转

基因鸡制药的决定也得到了普渡大学遗传学家威廉·缪

尔的赞赏。他表示，FDA 显然是在开门放行，允许这些

基因工程产品上市销售，他很期待下一个产品的到来。

美国批准转基因鸡加入制药队伍
能用于生产治疗罕见遗传病的药物

一只长尾猕猴在新加坡麦里芝蓄水池公园觅食。
新加坡是一个高密度城市化的岛国。自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将满足人民衣食住行需求作为首要目标，加速发展经济、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破坏了自然环境，并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但即便如此，新加坡城市周边及市区内还是可以找到许多野生动物的踪迹。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近几年来，江獭频频在诸
如市中心的滨海湾蓄水池、郊外的碧山公园等地出现并繁殖。除了江獭，还有许多其它野生动物也在新加坡生存繁衍、与新加坡人和谐相处，从而使新加坡这个城市
岛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园里的城市”。 新华社发（邓智炜摄）

孩子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上，他们移动着自己的

身体，探索着身体怎样移动、怎样抓住玩具、怎样推开

桌上的东西，同时观察模仿着成人的做法，如此这般

学习着这个世界的一切。

但如果让机器人专家教一个机器人执行任务，一

般情况下，他们只能靠编写程序，或移动机器人的手

臂或身体，如此告知它们如何行动。美国华盛顿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教授拉加什·拉奥说：“你可以把这

当作是建造能向人类学习的机器人的第一步，它们的

学习方法和儿童向大人学习是一样的。如果让那些

丝毫不懂计算机程序的人去教一个机器人，只能用演

示的方法——让机器人看着怎么洗盘子、叠衣服、做

家务。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机器人还要能看懂这些动

作，并自己学着做出来。”

华盛顿大学机器人专家与该校学习与脑科学实

验室研究所副主管安德鲁·麦兹奥夫合作，开发出一

种新的概率模型，将儿童发育研究和机器学习方法结

合起来，目标是解决机器人技术中的根本性难题：造

出能通过观察和模仿人类来学习新技能的机器人。

儿童更擅于感知他人意图

麦兹奥夫以往的研究表明，18个月大的儿童能推

测出大人动作的意图，并能想出其他方法达到他们想

要的目的。

在一个案例中，儿童看到大人想拉开一个玩具杠

铃，但未达到目的，因为杠铃是粘在一起的，大人的手

滑到了杠铃末端。儿童看着这一切，然后决定用另一

种方法：用他的小手指抓住杠铃末端，更加用力地猛

拉——重复大人想要做的。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说 ，儿 童 更 擅 于 感 知 他 人 的 意

图，他们通过对自身的探索，学习物理规律，了解自

己的行动对事物的影响，甚至能积累足够的知识向

他人学习，并理解他们的意图。麦兹奥夫认为，儿

童之所以能学习得那么快，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特别

爱玩。

“儿童在玩的时候，看起来是毫无目的，但却是一

种学习。”麦兹奥夫说，“这正是儿童很有创造性的秘

密。如果他们想知道怎么玩一个新玩具，就要用到玩

其他玩具时的经验。在玩的过程中，他们也在学习着

一种思维模式，即自己的行动会对外界造成怎样的改

变。一旦有了这种思维模式，他们就有了解决新问题

的能力，并开始推测别人的意图。”

用“学习概率模型”指导机器人

利用对儿童的研究，拉奥团队开发了机器学习算

法——一种学习概率模型：让机器人观察自己的动作，

看不同动作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后果，然后用这种

学习概率模型，推测一个人究竟想做什么，并完成他的

意图，甚至在机器人无法确定时，还能“询问”求助。

研究团队用两个不同的场景对他们的机器人模型

进行了测试：一个是计算机模拟实验，其中的机器人能

通过追踪人类的目光学习；另一个是真的机器人，能通

过模仿人类行动来学习，比如移动桌子上的玩具。

在目光追踪实验中，机器人学习了一种如何移动

头部的规则模型，并假定人类转头也遵循这一模型。

当人在屋内环视时，机器人会追踪他头部移动的起点

和终点，用这些信息算出他在看什么地方，然后用学

到的头部运动规则，把自己的头转向人所看的地方。

研究人员还重复了麦兹奥夫对儿童所做的一个

实验，让一个大人看向某个地方然后蒙住眼睛时，儿

童会对那个地方视而不见，或者也看向那里并蒙住

眼睛，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按他们的理解，大人其实

是不想看那里。研究人员让机器人“理解”蒙住眼睛

（视而不见）的后果，它们就不再追踪人类转头所看

的地方。

“儿童通过自身的体验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我们

的机器人也是这样。”麦兹奥夫说。

在第二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机器人模仿人类移

动桌上的物体并把它们擦干净。在学习模型的指导

下，它们每次都不是生硬地模仿人类动作，有时还会

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目的。

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博士生郑宰永说：

“抓取、拿起、移动这些动作对机器人来说比推要困

难，让人类把一个物体拿到另一个位置或许更容易，

也更可靠，但还要知道目的是什么，这是机器人技术

中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致力研究的问题。”

虽然实验最初只是学习怎样推断目的、模仿简单

动作，但研究人员还打算探索这种模型能否帮助机器

人学习更复杂的任务。

“儿童通过玩耍观察别人来学习。”麦兹奥夫说，

“他们是地球上最棒的学习者——为什么不设计一种

能像孩子那样毫不费力学习的机器人呢？”

将人类发育研究和机器学习方法相结合

让机器人能像儿童那样学习
本报记者 常丽君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9日电
（记者张梦然）在一个欧洲家族

中，德国科学家找到了一个单一

的基因突变，正是这个基因突变

可以让人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

会因为寒冷而出现周围神经系

统的加倍疼痛。9 日发表在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上的人类遗传

学研究，确定了这种和温度相关

的疼痛背后的分子机制，其与细

胞的离子通道被改变有关。

德国耶拿大学医院英格·库

尔瑟和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对先

天性痛觉缺失症患者与其正常

健康的父母亲的基因序列进行

分析，经鉴别发现，正是基因控

制了痛感神经通道的形成，当钠

离子穿过通道，建立电子神经脉

冲再发送至大脑，就会呈现为疼

痛感。

而 此 次 的 研 究 中 ，英 格·
库 尔 瑟 调 查 了 一 个 欧 洲 家 庭

中 患 有 寒 冷 加 重 疼 痛 症 的 三

代 人——包括一个 6 岁的女孩、

女孩的父亲、女孩的姑姑、女孩

姑 姑 的 女 儿 以 及 女 孩 的 奶 奶 。

研究人员采取同时对两位家族

成员进行了全外显子测序的方

式，经分析发现了一个特定的基

因突变，这个突变导致钠离子通

道的改变，从而改变了感官神经

元的兴奋性。

论 文 作 者 表 示 ，通 常 情 况

下，人的感官神经元在低温时兴

奋性会降低，但是当这个突变基因存在时，这些神经元

在寒冷环境中仍然会保持高度的兴奋性。研究人员认

为，这种感受疼痛的神经元兴奋度的增加会带来更高的

寒冷疼痛的敏感性。

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过去在啮齿动物中的实

验结果相符，也让我们对于这种常见的疼痛异常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寒冷会“刺骨”的原因，其实是基因

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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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发育心理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合作，让机器人像儿童那样自然地学习。儿童会追踪大人的目光，研究
人员将这种方法教给机器人以完成任务。

新华社都柏林12月 8日电 （记者熊思浩）爱尔

兰政府 8日颁布“创新 2020”计划，旨在未来 5年里通

过加大研发投入，继续提高本国创新水平。

根据该计划，到 2020年，爱尔兰每年在私营和公

共领域的研发投入将超过 50 亿欧元；企业研发人员

数量将增加 60％；全国研究型硕士和博士数量将增

加 30％；还将设立前沿研究优先资助方案，鼓励开展

前沿领域探索性研究。

爱尔兰总理肯尼在当天的颁布仪式上说，“创新

2020”计划对爱尔兰维持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目的是

使爱尔兰在全球创新浪潮中居于前列。

过去，爱尔兰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该

国通过采取积极的科技创新政策，大力发展信息通

信和生命科学等高技术产业，实现了经济转型。近

年来，爱尔兰以创新为发展源泉，大力扶植本土企

业，为高科技创业提供资金保障，积极促进大学与国

家科技园的密切合作，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确保科

技创新的可持续性。

根据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等

机构联合发布的“2015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爱

尔兰名列第八，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前 10 个国家

之一。

爱尔兰政府颁布“创新2020”计划

据新华社巴黎12月 8日电 （记者张晓茹）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欧洲专利

局 8日联合发表的报告显示，从 1995年到 2011年，全

球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发明增加了 5倍。

报告指出，自 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全

球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发明稳步增长，这表明气候

变化政策有助推动这类技术创新。其中，低碳技术

发明的增长显著快于其他技术发明。

报告称，欧洲在低碳经济转变方面的技术开发

占据领军地位，占全球低碳发明总量近五分之一，尤

其是在经济潜力较大、在多国寻求专利保护的“高价

值”发明方面，欧洲占了近五分之二。

欧洲专利局局长伯努瓦·巴蒂斯泰利说，应对

气候变化迫切需要新技术的支持。这份报告也显

示出，专利体系通过与促进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

发展的法律和政策结合到一起，能够支持该领域

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并推动这些新技术向其他地

区转移。

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发明增长迅速

新华社日内瓦12月 9日电 （记者张淼）总部设

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 9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得益于低成本和有效的疟疾防控措施推广，全球

自 2000 年起疟疾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有所下

降，挽救了 620 万人的生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中到 2015 年遏制并开始扭转疟疾发病率的目标

已经实现。

报告称，2015 年全球疟疾病例数从 2000 年的

2.62 亿下降至 2.14 亿，这期间疟疾死亡人数由 83.9

万下降至 43.8万。

自 2000年起，推广浸药蚊帐、喷洒杀虫剂和青蒿

素联合疗法等防治措施避免了 620 万人死于疟疾。

在集中全球疟疾病例和死亡人数约 9成的非洲地区，

疟疾死亡率在各年龄段人群中下降了 66％，5岁以下

儿童则下降了 71％。

报告认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到 2015 年遏

制并开始扭转疟疾发病率的目标已经实现。不过，

世卫组织负责疟疾防控工作的佩德罗·阿隆索指出，

越来越多的蚊子对杀虫剂产生耐药性，这也可能削

弱防控努力。

报 告 称 ，自 2010 年 起 ，在 监 测 杀 虫 剂 耐 药 性

的 78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中 ，6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蚊 子

至少对 1 类杀虫剂耐药，其中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

蚊 子 至 少 对 2 类 杀 虫 剂 耐 药 。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的 5 个 国 家 还 发 现 了 对 青 蒿 素 产 生 耐 药 性 的 疟

原虫。

世卫组织称全球抗疟目标已实现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9日电 （记者刘园园）我们一

贯认为男性和女性思维不一样，并将之形象地比喻为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但是最新研究发现，

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并没有明显区别，每个人的大脑都是

一个“混合体”。这一研究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上。

据英国《卫报》报道，科学家对1400位男性和女性大

脑的扫描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有些特征在某个性

别的大脑中更为常见，每个人的大脑其实都是这些特征

的“马赛克”拼图。负责该研究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心

理学教授达芙娜·乔尔说：“男性和女性大脑都有多种具

体的组成方式，而不是一种，而且大多种方式是重合的。”

研究人员利用核磁共振扫描来观察大脑的一系列

特征，包括灰质和白质的量、大脑不同功能区的连接强

度等，主要聚焦于大脑不同功能区的“尺寸”。由于大脑

的很多区域在两性之间有很大重合，研究人员将重点放

在两性大脑中区别最明显、重合最少的区域。

“我们发现两性大脑确实有区别，但是大脑并没有

男性和女性两种形式。你所看到的区别只是个体之间

的差别，因为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个独特的马赛克组

合。”乔尔补充道：“性别确实会影响大脑，但是性别对大

脑产生影响的方式取决于其他因素。在不同条件下，性

别对大脑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乔尔认为，这项研究可以提醒人们和整个社会在思

考问题时不被性别所局限。“我们在对待一个个体时应

该依据它的具体特征，而不是依据它的性别。”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精神病学家麦克·布卢姆菲尔德

认为，尽管这个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大脑可以分为男

性和女性两种类型，但依然需要对两性大脑的相同和不

同之处进行更为细微的研究。“这非常重要，因为有些精

神疾病在某个性别群体更常见，而我们依然不明白这是

为什么。”

新研究发现两性大脑并无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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