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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8日电 （记

者张梦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

表的一篇神经科学论文，确认一种

负责小鼠颜色视觉的神经回路关乎

小鼠的夜视能力，其涉及视网膜中

的视杆和视锥细胞。而这种回路的

所有必需部件，在人类视网膜上也

均有发现。

对人体来说，颜色视觉是光谱上

380纳米至 760纳米波长的辐射能量

作用于视觉器官所产生的颜色感觉，

又称为色觉。在可见光谱上从长波

段到短波段产生的色觉依次为红、

橙、黄、绿、蓝、紫，并在相邻的颜色间

存在着各种中间色。科学家们此前

研究发现，眼睛视网膜中存在的两种

感光细胞——锥体细胞和杆体细胞，

前者能分辨颜色，后者对微光起作

用，但不分辨颜色，并由此判断，哺乳

动物的颜色视觉应该是依赖于视网

膜颜色感知视锥细胞的信号比较。

但一直以来，科学家并不清楚这种比

较在光线昏暗时是如何发生的。

此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马库

斯·梅斯特和他的同事们，描述了在

小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中发现的一

种新型神经元回路。研究人员表示，

这种类型的细胞对不同波长的光有

“拮抗”反应，这使得视杆和视锥共同

发挥作用，即便在朦胧的月光下也能

检测颜色。

研究人员探究了在这种昏暗光

线下的颜色视觉对小鼠可能的生态

效益。他们的记录显示，小鼠在这种

光度条件下确实是活跃的，并认为这

种新发现的颜色视觉回路可能增强

了动物对同类尿痕的夜间检测，其在

小鼠社会交往中起到重要作用。

论文作者强调，这种回路的所有

必需部件，在人类视网膜上也均有发现。此外，这种回

路在人眼中的存在，能够帮助解释人们对颜色的特定感

知，譬如被称为“蓝移”的现象，就是在低照度水平的时

候，例如黎明和黄昏，人们会更倾向于看到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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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8日电 （记者常丽君）目前组织

工程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大量生产支架材料，以满

足临床病人的需求。据美国密苏里大学最新消息，该校

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发现 3种新型

纺织技术能用来生产组织工程支架，且可大规模生产，

更具成本效益。

组织工程是将干细胞“种植”在生物材料中，使

其生长并替换缺损组织的一个过程。这需要用特殊

材料制作支架支撑干细胞，最终支架会分解，只留下

天然组织。这些组织能帮助因糖尿病、循环障碍等

造成自身组织损伤，需要替换软骨、骨骼以及乳腺组

织的病人。

组织工程支架通常用纤维制造。以往是用静电纺

丝技术，通过静电场把无纺纤维结合在一起，造出干细

胞附着的支架，但这种方法大规模生产并不经济。

密苏里大学工程学院院长伊丽莎白·罗波娃说，用

静电纺丝技术生产的纤维比较脆弱，支架不一致而且有

的孔太小，因此他们想测试一些方法使这一过程标准

化，目标是扩大生产规模，并保证材料外观一样，性质一

样，能用于临床设计。

研究团队考察了衣服、窗帘布料等纺织品的生产过

程，测试了三种新型的纺织方法——熔喷、纺粘和梳理，

用来生产聚乳酸（PLA）支架。聚乳酸已经美国食品和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可用作胶原蛋白填充物、种植人

类干细胞。然后他们花了 3周时间，研究干细胞能否保

持健康，能否开始分化成脂肪、骨骼细胞。结果证明，这

3种纺织方法都可行。

罗波娃说，这些替代方法比静电纺丝技术更具成本

效益，一个静电纺丝材料的小样本成本为 2到 5美元，而

使用这三种技术的制造成本只有 0.3 到 3 美元，更加高

效经济。团队下一步计划是检验这三种方法生产的支

架在动物体内的表现。

新型纺织技术制造生物支架效益更高
科技日报东京4月 8日电 （记者葛进）近日，日

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主办的“中日女性科学家论坛”

在东京召开。中国女性科学家访日团 20余人应邀出

席了此次论坛，并与日方代表就两国女性科技工作

者如何在科研领域作出更大贡献进行了深入交流。

此次中国女性科学家访日团由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方新担任团长，成员包括

中科院院士谢毅、阎锡蕴等来自多个科研机构的女

性科学家。

方新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女性科技人

才比例在不断上升，女性科技工作者已占全体科研

人员的 40%，但她们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中依然

面临很大挑战，社会对女性参与科技仍有偏见，大部

分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鼓励女性参

与科技活动，并为她们创造更平等的机会已成为关

键问题。应当在法律和政策上保障女性从事科技工

作的平等权利，增强社会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支持

和尊重。

方新认为，科技交流面向未来，加强中日两国的

科技交流对双方均有益处，如何为女性创造更多的

机会让她们参与科研也是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日

本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到 2020年使得

女性科技工作者占到 30%，这与中国的科技规划有

不谋而合之处。

“中日女性科学家论坛”始于 1992 年，至今已举

办了 5 次。该论坛旨在加深两国女性科技工作者的

交流与理解，促进两国女性科技工作者科研环境的

改善，提高两国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贡献水平。

日本举办“中日女性科学家论坛”

据新华社旧金山4月7日电（记者马丹）日本汽

车制造商丰田 7日宣布，将于今年 6月开设其在美国

的第三个研究中心，重点研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无

人驾驶相关技术。

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丰田研究院今年

1 月分别与美国两所顶尖学府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

工学院合作，在硅谷城市帕洛阿尔托和马萨诸塞州

剑桥市各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两个研究中心都致

力于研究汽车自动驾驶技术所需要的人工智能等关

键技术。

丰田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吉尔·普拉特 7日在硅谷

城市圣何塞举行的一个技术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将要开设的第三个研究中心与密歇根大学合作，位

于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

这一研究中心将配备约 50 名研发人员，由密歇

根大学两名教授领导，他们分别为地图定位和感知

技术学科带头人。

据介绍，丰田研究院下属 3 个研究中心围绕

自 动 驾 驶 技 术 领 域 各 有 不 同 的 研 究 重 点 。 安 阿

伯 研 究 中 心 侧 重 研 究 没 有 人 工 干 预 的 全 自 动 驾

驶技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侧重研究辅助驾驶

技术，而剑桥研究中心侧重研究模拟和深度学习

技术。

丰田去年 11 月宣布在美国建立丰田研究院，并

投资 10亿美元用于研究院从 2016年起 5年内的研发

计划，重点是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术。

丰田在美新中心将主攻自动驾驶技术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7日电（记者林小春）戴着

耳塞听演唱会也许不那么酷甚至略显怪异，但荷兰

一项新研究发现，这样做有助避免长时间接触高分

贝音量导致的听力受损。

这 项 7 日 发 表 在《美 国 医 学 会 杂 志·耳 鼻 喉

科－头和颈外科学卷》上的研究说，近几十年来，获

得性听力损失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成为全球性问

题。在美国，出现听力损失问题的青少年数量自

1988 年以来增加了 31％。而其背后的一个原因是，

人们接触到的娱乐性噪音增加，比如听演唱会或音

乐会等。

为了解耳塞是否具有保护听力的作用，荷兰乌

得勒支大学的维尔科·格罗尔曼等人在阿姆斯特丹

招募了 51名平均年龄为 27岁的志愿者，让他们参加

一场 4.5小时、平均声音强度为 100分贝的音乐会，其

中一半人被随机分配戴耳塞，另一半人不戴耳塞。

音乐会后进行的听力检查显示，戴耳塞组中仅

有 8％的人出现暂时性听力损失问题，而不戴耳塞组

中这一比例达 42％。此外，戴耳塞组出现耳鸣问题

的比例为 12％，也低于不戴耳塞组的 40％。

格罗尔曼等人在论文中写道，这项研究进一步

证明耳塞在音乐会等娱乐场所防止暂时性听力损失

的有效性，因此“使用耳塞应予鼓励并积极推广，以

避免噪音诱发性听力损失”。

听演唱会戴耳塞有助避免听力受损

新华社华盛顿4月7日电（记者林小春）艾滋病病

毒善变且难以根治的特性又有了新证据。中国和加拿

大科学家 7日在美国《细胞报告》杂志上撰文说，艾滋病

病毒对现在流行的“基因剪刀”疗法也能很快出现对抗

反应，但改进这一疗法仍可望继续抗艾。

科学家发现，细菌在遭遇病毒侵染后，可以获得

病毒的部分 DNA（脱氧核糖核酸）片段并整合进基

因组形成记忆。当细菌再次遭到这种入侵时，便会

转录出相应的 RNA（核糖核酸），利用其中的“定位

信息”引导 Cas 蛋白复合物定位和切割，摧毁入侵病

毒的 DNA。

近几年出现的“基因剪刀”疗法——基因组编辑技

术 CRISPR 就是利用这一原理，用一种定制的 RNA 引

导担负剪刀作用的 Cas9 酶，按照预设的位点把艾滋病

病毒导入宿主细胞的病毒 DNA 给剪掉，从而阻止艾滋

病病毒复制增殖。

但在上述新报告中，负责研究工作的加拿大麦基

尔大学副教授梁臣告诉新华社记者，他们的实验证实，

艾滋病病毒能从基因剪刀下较快逃逸。对逃逸的艾滋

病病毒的基因组测序表明，这种病毒已改变被 CRISPR

技术识别的 DNA标靶序列。

梁臣指出，艾滋病病毒逃逸或者说出现“抗性”并

不算意外，意外的是进一步分析显示，艾滋病病毒的这

种改变大多不是由科学界通常认为的病毒逆转录酶造

成的，而是在 Cas9 剪刀酶切断艾滋病病毒的 DNA 后，

宿主细胞在试图修复因剪切而断裂的 DNA 时发生

的。“换言之，该疗法在抑制艾滋病病毒增殖的同时，又

在帮助这种病毒逃逸。”

研究人员对利用基因剪刀治疗艾滋病提出两种

改进方案，一是同时攻击多个艾滋病病毒的基因组

位点，增加病毒逃逸的难度；二是使用 Cas9 之外的剪

刀酶。

这项研究是多个实验室及研究单位共同合作的结

果，参与单位包括麦基尔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

艾滋病病毒对“基因剪刀”有反抗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3月底宣布，他们在第三方

的帮助下，成功破解了圣伯纳迪诺枪击案凶手赛义

德·法鲁克的 iPhone 5C 手机密码。虽然尚不清楚是

否找到了对调查有用的信息，但至少让苹果和 FBI 在

加密与个人隐私权方面的公开战斗暂时平息。

FBI没有透露破解者的名字及如何得到了 iPhone

内容。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光谱》杂志

咨询了 9 位计算机安全专家和手机取证专家，探讨了

这次颇具争议的破解背后有哪些技术上的可能。

最简单方法

也许最简单的破解方法是利用法鲁克手机操作

系统 iOS 9 的弱点。IEEE 网络安全倡议协会主席罗

伯特·昆宁汉姆、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电信创新实验

室首席技术官杜杜·米姆兰等专家都认为，这是最可

能的途径。

正当的安全漏洞也叫零日（zero-day），一旦找到

这样的漏洞，就有多种方法利用它。虽然哪种零日帮

当局进入了手机尚不清楚，但推测存在这种漏洞不无

道理。健康的市场可以暴露这种缺陷，如网络安全公

司 Zerodium 去年就向发现 iOS 9 一个漏洞的团队奖

励了 100万美元。

哄骗OS

iPhone 5C 里 A6 芯片既是处理器也是 RAM，协

同工作以提高速度。该芯片系统也和其他非易失性

内存（如闪存）通讯。由此可以想到第二种方案：劫持

A6和非易失性存储器之间的操作，避开 iPhone的密码

保护。

特拉维夫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该校信息安全检查

点研究院院长兰·卡尼提说，要做到这一点，一个方法

是篡改二者之间携带密码恢复指令的通讯物理线，有

经验的黑客可以用这条线重设苹果的软件线路。FBI

可能用这种方法来指令软件不断接受错误密码尝试，

直到试出正确的。法鲁克的 iPhone 5C 用的是 4 位数

密码，用一个软件程序通过一万次密码组合尝试，只

要一分钟就能解开。

重设内存

加密专家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叫做 NAND 镜像策

略，NAND 是大容量长期存储芯片中所用的一种闪存

技术，FBI 破解 iPhone 也可能用这种。一个方法是把

NAND 保护的内存芯片做个数字拷贝后删除，就可以

反复测试得到密码，再简单地把内容重新拷回原芯

片。

但 FBI 局长詹姆斯·克姆雷在 3 月份的一次新闻

简会上曾说，这种称为重播或重设攻击的方法，在法

鲁克的手机上不管用。不过许多人怀疑克姆雷的看

法，在他发言后不久，iPhone取证专家乔纳森·兹德扎

斯基在其博客中贴了技术证明做反驳。

物理入侵

iPhone 的内存芯片有物理和数字双重保护，要

获得其中秘密，有时还要发起物理攻击。比如加热

设备分离内存芯片，再用酸除去芯片表层，这叫做

“脱盖”，然后再用微型激光钻达到想要仔细检查的

部位。

康奈尔科技安全小组教授阿里·朱尔斯称，本案

的目标是提取手机的唯一 ID，即在制造过程中分配给

每个设备的特殊数字密钥，可用来解码 iPhone 的内

存。苹果在其去年秋天发布的白皮书中说，要获得这

个密钥，黑客要发起“非常复杂而昂贵的物理攻击”。

只要有最轻微的失误，就可能永久抹掉内存。但这对

FBI来说，确实是可以考虑的选项。

侧路攻击

工作中的设备能提供它正在处理的信息的线索，

如电力消耗、声学特性、电磁辐射、某个组件完成一项

任务所花的时间等。有一种称为“侧路攻击”的方法，

通过特殊工具监视这些属性，可以推测设备内部发生

了什么。比如在手机内部线路挂一个电阻，读取尝试

密码输入时的电流。米姆兰说，这就像拨密码锁时把

耳朵贴上去听。

昆宁汉姆认为，不可能用这种方法读出密码，芯

片制造商也可能预见到这一点，有些芯片加了产生电

磁干扰和稳定电流的功能，以迷惑入侵者。但入侵者

会收集有关密钥大小、复杂性、加密系统内部属性等

信息，这基本是肯定的。

莱斯大学计算机安全专家丹·沃勒克说，发起侧

路攻击前，最好是从 Chipworks或 iFixit这样的公司买

一份关于 iPhone 5C 的规格报告，这些公司专门拆解

商业设备，撰写详细的组件分析，并针对设备中信息

如何流通提供最佳猜测。但即使有了这张“小抄”，侧

路攻击也是难保取胜的。

破 解 苹 果 手 机 的 5 种 可 能
——网络专家竞猜 FBI 解密手段

本报记者 常丽君

伦敦当地时间4月7日，第三届“圣玛丽杯”英国创业与投资大赛暨中英创投峰会在位于伦敦金融城的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总部举行开幕式。大赛旨在响应
英国政府对来英投资创业的支持及市场开放政策，同时推动中英两国人才交流与创业、投资合作，为中英两国的创业项目、企业、投资机构之间搭建有效对接平台。总
决赛暨中英创投峰会将于5月27日在伦敦盛大举行。图为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创业营项目主任、天狼星计划项目总监葆拉·库内奥在发表题为“英国创业环境及创业政
策”的主题演讲。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