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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生物工程师和认知科学家已开发出第一个便携

式 64通道可穿戴大脑活动监测系统，可与实验室内的

先进设备相媲美。

这个系统能很好地与真实世界应用相适应，因为

其装配了脑电图（EEG）传感器，能提供高密度的大脑

活动数据。它包含了一个 64 通道干电池可穿戴 EEG

头盔和一个用于解释和分析数据资料的复杂软件。

其应用范围很广，从科学研究到临床诊断都能用到。

美国雅各布斯工程学院神经计算研究所的研究

团队将这一成果发布在最近一期 IEEE《生物工程汇

刊》的“可穿戴技术”特刊上。

就要摆脱实验室“束缚”

此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EEG系统摆脱实验室的

束缚。科学家预想，未来神经影像系统可以与移动传感器

及智能手机协作，全天跟踪大脑的状态并增强大脑功能。

他们希望未来的神经影像学能为神经系统疾病

带来新疗法。该项研究主要开发人员、雅各布斯学院

生物工程教授格尔特·考文博格斯说：“我们希望大脑

能自己解决问题，目前正在避免侵入式技术，比如深

层大脑刺激和处方药物等，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大脑突

触可塑性启动自行修复程序。”

论文第一作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领导开发相

关软件的提姆·马伦说：“脑—机接口如同智能手机一

样便捷的时刻正在来临。”

为了这一刻的来临，传感器需要变得不仅是可穿

戴那么简单，还要很舒适，其数据分析的算法还要能

够切断来自外界无意义信息的干扰。这篇题为《可穿

戴的脑电图系统的实时神经影像学和认知监测》的论

文，向这个方向的探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章鱼形头盔“弹性”十足

由Cognionics公司技术总监麦克·尉迟领导的小组

开发出章鱼形状的EEG头盔，它的每一只“胳膊”都很有

弹性，所以能适应不同的头型。“胳膊”末端的传感器被设

计成最先接触头皮，同时尽可能少地掺杂进干扰信号。

研究人员花了四年时间完善传感器的材料配

方。传感器接触使用者头发的部分是用银和碳混合

的柔性衬底制作而成，这种材料允许传感器在传输高

质量信号时保持弹性和持久性，其中银/氯化银涂层

是关键。此外，内置的导电水凝胶膜还能让传感器直

接在裸露的皮肤表面工作。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要提高试戴者在移动时的

头盔表现。毕竟，头盔在试戴者步行时捕捉信号很可

靠，但在奔跑等剧烈活动时则表现欠佳。

数据分析软件“降噪”好

分析头盔所捕捉数据的软件是由马伦领导的小

组开发的。在脑电图数据中，大脑信号需要与干扰信

号分离开。从大脑发出来的微弱电流通常很容易被

试戴者走动、说话等高振幅的信号所干扰。

研究人员为此设计了一个算法，能够实时将这两

类信号区分开来，将试戴者休息时候的数据与动态数

据对比，不符合要求的直接被当做噪音处理掉，进而

获得比较干净的单纯大脑信号数据。

但数据分析并不止于此。研究人员利用已知的

大脑解剖信息和收集来的数据信息，能够实时追踪从

大脑不同区域交互产生的信号，建立一个不断变化的

大脑活动网络图。然后，他们让计算机连接大脑活动

的特殊网络，进而学习大脑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马伦说：“这一领域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思想的速

度跟踪分布式大脑网络的变化。我们已经接近这个

目标，但还没有夺取这个‘圣杯’。”

创新创业公司受“追捧”

尉迟和马伦为此都创建了自己的大脑科技商业公司。

尉迟的公司名为 Cognionics，将头盔卖给研究机

构，这种头盔在神经反馈专家那里也很受欢迎，这一

领域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让头盔走进诊所帮助诊断中

风和癫痫等疾病。

马伦的创业公司名为Qusp，已经开发出了基于云计

算的软件平台，能够提供连续的、实时的大脑和身体信号

解析，其目标是让脑—机接口和先进的信号处理方法更

容易与多种多样的日常应用和可穿戴设备相适应。

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资助

下，Cognionics正在开发升级版的EEG系统，而Qusp则

在开发更加易于快速设计和分析大脑信号的图形软件。

考文博格斯认为，这些创新企业的努力，正是帮

助雅各布斯工程学院神经计算研究所摆脱实验室“束

缚”的成功实践。

脑 电 传 感 器 走 出 实 验 室
—— 脑 — 机 接 口 系 统 便 捷 如 手 机 的 时 代 即 将 来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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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地处亚洲西部阿拉伯半岛，国土面积为2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710万。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通用英语。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发源地和伊斯
兰教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也是二十国集团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这是人们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附近的小镇贾纳德丽亚争相购买椰枣的情景。 新华社发

科技日报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

刘园园）据日本国立天文台官网消息，

日本天文学家利用射电望远镜观测到

的现象表明，银河系中心位置可能存

在一个质量相当于太阳 10 万倍的看不

见的黑洞。如果被证实，这将是天文学

家发现的首个中等质量黑洞。

该天文学家团队使用射电望远镜

发 现 了 一 团 神 秘 的 气 体 云 ，编 号 为

CO-0.40-0.22，距离银河系中心只有

200 光年。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速度

弥散度极高：云中包含气体的速度差别

非常大。但是这团气体云中并没有洞

状结构，而且 X射线和红外线观测并未

发现任何致密天体。这些特征暗示，它

的速度弥散度并不是由局部能量输入

造成的，例如超新星爆炸。

该团队简单模拟了受到强大引力

源影响的气体云。在模拟中，这团气体

云首先被引力源吸引，在靠近引力源的

过程中其速度不断增加，并在最接近引

力源时达到最大值。当这团气体云经

过引力源后，速度会降下来。该团队发

现，当这个引力源相当于太阳质量 10

万倍、半径约为 0.3光年时，与观测数据

是最吻合的。研究人员表示，考虑到通

过 X 射线或红外线并未观测到致密天

体，他们认为目前可能性最大的引力源

是一个中等质量黑洞。

天文学家已经知道两种尺度的黑

洞，一种是恒星质量黑洞，由大质量恒

星爆炸形成；另一种是超大质量黑洞，

一般出现在星系中心，其质量在数百万到数十亿个太阳

之间。科学家已经发现大量超大质量黑洞，但没有人知

道它们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一种理论认为它们由多个

中等质量黑洞合并形成。

但问题随之而来，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人找到中等质

量黑洞存在的可靠观测数据。CO-0.40-0.22气体云距

离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只有 200光年，如果它被

证实包含一个中等质量黑洞的话，可能会成为理解星系

中心超大质量黑洞形成原因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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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多伦多1月 18日电 （记者冯卫东）据最

新一期《发育细胞》期刊报道，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了

一种在发育神经系统中产生细胞多样性的机制。

为了繁殖并产生新的组织，干细胞分裂成两个并

不一定相同的子细胞，这些子细胞能够分化形成适当

组织功能所必需的各种细胞类型，亦即细胞多样性。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蒙特利尔大学临床研究所和

多伦多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假设——干

细胞分裂的方向会影响细胞的多样性。他们假设桌

上有一个顶红底绿的苹果，如果以垂直方式切开，分

成两半的苹果将拥有相同的红色和绿色部分；如果以

平行方式切开，分成两半的苹果将呈现完全不同的一

红一绿。

研 究 人 员 证 明 ，一 个 名 为 SAPCD2 的 基 因 会 影

响细胞分裂的方向，分裂方向则控制着体内子细胞

的 命 运 。 研 究 人 员 对 小 鼠 的 视 网 膜 干 细 胞 进 行 了

基 因 改 造 ，使 其 能 够 表 达 或 不 表 达 SAPCD2 基 因 。

在不存在 SAPCD2 基因的情形下，大部分分化改变

方向，此时产生的子细胞是不同的。在存在该基因

的 情 形 下 ，产 生 的 子 细 胞 则 是 相 同 的 。 因 此 ，是 该

基因控制着干细胞分裂的方向，进而影响细胞的多

样性。

此项发现或可改善编程干细胞以产生特定细胞类

型的能力，这些特定细胞植入患者体内后就能重建受

损组织。此外，该研究也将有助于设计出更有针对性

的方法来延缓肿瘤生长。

细胞多样性控制机制或揭晓

沙特的风土人情沙特的风土人情

新华社伦敦1月 18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格

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18 日发布报告，呼吁

各国为低碳科技研发设立更长远的资金目标，并稳

步提高相关投入。

这份报告由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和 伦 敦 政 治 经 济 学 院 的 学 者 合 作 完 成 。 报 告 指

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个长期过程，各国政府有

必要看得更远，甚至应该为 2030 年设定科研投入

目标。

《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应重视加强应对气候变

化，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2摄

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而努

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

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报告指出，为实现巴黎气候大会设立的目标，各

国在低碳科研方面的投入就需要在未来数十年里出

现实质性增长，尤其是在低碳运输、碳捕捉和储存、

智能电网以及工业能耗优化等领域。此外，比起碳

排放密集型的传统技术，政府在低碳技术领域引导

创新能够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英 报 告 呼 吁 长 期 投 入 低 碳 科 研

新华社孟买电（记者唐璐）印度总理纳兰德拉·
莫迪 1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首届“新创印度”大会上宣

布，政府将提供 100亿卢比（1美元约合 68卢比）的资

金支持新创企业，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创造

就业机会。

新创企业是指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企业。莫迪

说，新创企业在成立后的前 3 年，不用向政府缴纳收

入所得税，也不会受到劳工、环境等法律审查。政府

还将引入一个更为自由的专利制度，帮助新创企业

注册专利，其费用可削减 80％。

“我相信年轻人的能力将会带领印度前进”，莫

迪鼓励与会的年轻企业家。他说，一个企业家为了

解决问题可以不睡觉，而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可能

就变成一个手机应用软件。“我自己就从这些手机应用

软件中受益。我有一个‘纳兰德拉·莫迪应用软件’，

你们可以在这个应用软件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推出“新创印度”

计划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培育创新的生态系

统，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而提供大规模就

业机会。

印 度 版 大 众 创 业 激 励 计 划 启 动

科技日报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王小龙)一株距离

地面约 400 公里的百日菊今天成了明星，非但如此，它

还极有可能以“第一朵太空花”的名号被载入史册。

这条消息是身处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斯科

特·凯利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的，之后立即引来大量

的转发和评论。由其发布的一张橘黄色百日菊的照片

也迅速成为了热门。

与在地面不同，“第一朵太空花”从种植到开花的

过程并不轻松。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此前宇航员

们已在空间站完成过多项植物种植实验，并成功种植

过生菜。但百日菊对环境和光线更为敏感，种植起来

更为困难。起初，百日菊无法吸收水分，大量水汽从植

物叶片渗透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宇航员调大了

种植室中风扇的风速以吹干水分，结果因为效果太过

强劲，两株百日菊在新年期间脱水而亡。好在余下的

两株长势良好并出现了花蕾，最终在刚过去的周末完

全绽放。

百日菊是一种著名的观赏植物，也可食用和入

药。从照片上看，这朵太空版的百日菊颜色和外形都

与地球上的差异不大。不过由于失重，前者的花瓣看

起来并不怎么舒展，缺乏地球上那种优美的弧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认为，这次实验是植

物在极端条件下生长的一次成功试水，能帮助科学家更

好地了解植物如何在微重力的情况下开花、生长，未来在

空间站中还将出现更多的植物。据了解，除现有品种外，

国际空间站还计划于2018年培育出西红柿。

这项百日菊外太空生长实验是在国际空间站的植

物实验室中完成的。实验室成立于 2014 年，其目的不

仅在于研究植物在外太空的生长，还希望能帮助宇航

员在与地球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实现自给自足。此外，

太空种菜也能为长期生活在封闭、孤立环境中的宇航

员调节心理。

“第一朵太空花”在空间站绽放
美丽之外有助了解植物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下生长

太空百日菊太空百日菊

据新华社伦敦1月 18日电 （记者张家伟）电子

烟自诞生以来就争议不断。关于电子烟能否有效帮

助戒烟，学术界分歧仍然明显，正反双方“你来我

往”，互不相让。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人员日前

发表新成果说，使用电子烟或许会让吸烟人士更难

戒烟。

这项研究分析了 38项在多个国家进行的相关调

查结果。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吸电子烟的人与

仅吸传统香烟的人相比，戒烟成功率要低 28％。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斯坦顿·格兰斯说，许多人

使用电子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戒烟，但从总体效果

来看，它只会降低吸烟人士的戒烟成功率。

但英国一些学者随即指出，这项研究不够严谨，

没有足够证据支撑其结论。

英国癌症研究会的控烟专家琳达·鲍德也认为，

这项研究主要基于多项调查，而这些调查本身在内

容和角度上有很大差异，不适合直接拿来比较，其中

一些调查由于本身设计取向等问题，并没有将许多

使用电子烟并成功戒烟的人士包括在内。

鲍德说，各界应该审慎对待这项研究得出的结

论，其实也有证据显示，电子烟确实有助于戒烟，而

这对英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随着电子烟越来越普

及，本地吸烟人数在呈下降趋势。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去年 8 月发布的一份独立专

家评估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吸烟人士改

吸电子烟后，其戒烟成功率比一直吸香烟的人的戒

烟成功率更高。

不久前，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刚批准一款

名为 e－Voke 的电子烟作为戒烟辅助工具上市销

售。此举被认为是间接认可了电子烟的戒烟功效。

然而，这一决定也引来不小争议，英国医学会及

英国皇家家庭医师协会对电子烟的戒烟效果就持保

留态度。

电 子 烟 效 用 在 学 术 界 仍 存 争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