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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韩国

科技日报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 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2 日报道，澳大利亚

科学家借助新技术研究多细胞动物的发育

情况，结果发现，第一批多细胞动物可能并

不像现代的海绵细胞，而更像是可转换细

胞的集合。也就是说，动物王国所有细胞

的“高祖母”可能并非单细胞，而是与干细

胞非常相似。最新发现将有助人类更好地

理解自身的干细胞以及癌症。

昆士兰大学教授伯尼·德根领导的团

队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撰文称，这一发

现颠覆了生物学家数百年来对动物进化的

认知——多细胞动物是从一个单细胞祖先

进化而来的，这种单细胞祖先类似于被称为

领细胞的现代海绵细胞。

德根团队绘制了单细胞图谱，对所有

表达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因此能比较同类

型细胞在时间上的变化。这意味着他们可

以发现每种细胞的“签名”，藉此梳理出不

同细胞类型的进化历史。

他说：“几十年来，生物学家认为现有理

论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海绵领细胞看起来非

常像单细胞的领鞭虫——分布于全球大洋

及河流里的一种没有神经、只有一个单细胞

的水生生物。领鞭虫被认为是动物最亲近

的亲戚。但海绵领细胞和领鞭虫的转录组

签名根本不匹配，这意味着它们不是我们原

先认为的动物生命的核心‘组件’。”

德根说：“整个进化史中存在着各种重

大转变，包括从微观单细胞世界到多细胞

动物世界的飞跃。多细胞的复杂性令人难

以 置 信 ，创 造 了 我 们 今 天 看 到 的 动 物 、植

物、真菌和藻类。这些大型微生物与其他

生物存在 99%以上的差异，只有在显微镜下

才能看到。”

研究人员表示，现在他们有机会重新

设想第一批动物诞生的步骤，以及将单细

胞转变为多细胞动物生命的基本规则。这

一发现有望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己，并

加深对自身干细胞和癌症的认识。

有 望 改 写 教 科 书 的 新 发 现 ——

多细胞动物可能并非单细胞进化而来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3日电 （记者张
梦然）接种疫苗的益处，可能会远超预期。

根据自然科研旗下《科学报告》13 日发表

的一项公共卫生研究，美国团队报告称，常

规接种轮状病毒疫苗，或和儿童Ⅰ型糖尿

病风险降低相关。

轮状病毒是腹泻和呕吐的一种常见起

因。此次，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玛

丽·罗杰斯及同事，利用来自私人健康保险

公司的匿名数据，研究了 2001年至 2017年

在美国出生的 1474535 名婴儿，发现完全

完成轮状病毒疫苗接种（即接种了所有必

需剂量）的儿童与未接种的儿童相比，前者

Ⅰ型糖尿病的风险有所下降。在 2006 年

至 2017 年间出生且接种了疫苗的 540317

名儿童中，192 名患上了糖尿病（相当于每

年 12.2/10 万名儿童）；而在同期未接种疫

苗的 246600 名儿童中，166 名患上了糖尿

病（相当于每年 20.6/10 万名儿童）。不完

全接种（遗漏了一次或多次剂量）与糖尿病

发病率不相关。

2006 年至 2017 年美国使用了两种轮

状病毒疫苗，一种是预防 5 种不同类型轮

状病毒的五价疫苗；另一种是预防一种轮

状病毒的单价疫苗。接种了其中任意一种

疫苗的儿童与未接种的儿童相比，前者因

轮 状 病 毒 感 染 而 住 院 的 比 率 比 后 者 低

94%；在接种疫苗后的 60天内，前者的整体

住院率也较后者低 31%，这表明疫苗是安

全的。完全接种三个剂量的五价疫苗使Ⅰ

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 37%。

过去的人类及动物研究已经将轮状病

毒感染与Ⅰ型糖尿病、β细胞损伤和胰腺

感染联系起来。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

详细探索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与Ⅰ型糖尿病

风险下降之间的关联，但研究者认为，接种

轮状病毒疫苗应是一种可以帮助预防Ⅰ型

糖尿病的可行措施。

一次恐慌，可能会带来长久的阴影，对

疫苗来说正是这样。在一些争议性事件的

刺激下，抗拒及犹豫接种疫苗的人群占比

往往会呈上升趋势——父母们的信任缺失

是拒绝接种的主要原因。然而，科学统计

数据告诉我们，疫苗的引入减轻了非常多

针对公共健康的威胁，在过去两个世纪里，

疫苗也始终被证明是有效的。现代疫苗的

制备、保存和接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

上紧管理的弦，接种疫苗依然是迄今最成

功的公共卫生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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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为了观看防弹少年团的演出

而飞往英国的韩国粉丝们来说，韩国一家

初创企业开发的一款提供行李寄存服务的

手机应用成了“意外的明星”。

演出主办方基于反恐原因禁止携带超

过 A4 纸大小的行李入场。那些拉着行李

直接从机场前往体育场观看演出的粉丝们

也因为行李问题困扰不已。然而，当他们

用智能手机搜索“温布利行李寄存”服务

时，一下子就看到了“Goodlugg”。

Goodlugg 是一家韩国初创企业在全

世界率先推出的全球行李寄存平台。其构

思与提供共享住宿服务的 Airbnb 相似，游

客仅花费 6000—8000韩元（约合 36—48元

人民币），即可在全世界 100多个城市自由

使用距离自己最近的行李寄存处。

Goodlugg 目前提供的服务包括在酒

店、机场之间送达行李，在美国城市之间送

达行李和实时寄存行李等。该企业负责人

表示，“在旅游业和酒店业日益繁荣的背景

下，行李寄存和寄送的服务明显滞后”，“如

果能够在旅游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把行李

寄送到酒店或机场，游客就可以多出一天

以上的游玩时间”。

跨境行李寄存业务成“网红”

韩国现代汽车近日战略投资以色列风

险企业 MDGo，计划共同开发联网汽车医

疗服务，以在车祸发生后及时提供初步伤

情分析信息。

MDGo 是以色列一家专门分析乘车

人员外伤情况的风险企业。该公司开发

的人工智能（AI）算法可以在发生车祸后

对车内传感器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实时

生成乘员受伤位置和受伤程度的报告，发

送给医院和急救车。这种医疗服务可能

在急救车和医生达到事故现场之前预测

伤情，争取黄金时间，让伤者在事故现场

得到更恰当的紧急治疗。现代汽车计划

将 MDGo 的算法搭载到现代汽车的联网

汽车服务中。

两家公司还计划从长远出发，利用车

载新技术对乘客的健康状态进行观察监

控，并提供从车辆到医院的整套健康护理

解决方案。

现代汽车今年 4 月开始测试一种人工

智能算法，主要使用撞车实验数据来推算

乘客受伤情况。此前，该公司面向互联服

务（Blue Link）用户推出了安全气囊弹出

时 自 动 发 送 事 故 车 辆 位 置 的 服 务 。 其

NEXO 自动驾驶测试车也曾搭载传送乘

客血压和心跳数据的功能。

（本栏目稿件来源：《中央日报》整编：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举）

韩以拟合作开发联网汽车医疗服务

当前，通过先进半导体工艺在纳米级

空间提高芯片性能的难度越来越大，虽然

行业巨头英特尔仍坚称摩尔定律还可持续

几代，但更多人开始相信这一“人造定律”

已经走到尽头。另一家芯片巨头赛灵思掌

门人维克托·彭甚至直接宣称“摩尔定律已

经消亡”。

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AI）、大数据、

5G 等技术和应用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计

算能力、计算功耗和计算成本等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AI 芯片作为“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心脏”走到台前，各大传统

芯片企业和科技巨头也就此展开了新一轮

竞争。

近日，人工智能硬件峰会在京召开，这

也是亚洲首次举办该活动。在两天的会议

中，占据人工智能硬件“C 位”的 AI 芯片，成

为各方关注焦点。在这一新“赛道”上，中国

企业能否缩短与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AI

芯片创新企业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科

技日报记者在峰会期间采访了天数智芯首

席执行官李云鹏。

人工智能与AI芯片

近年来，AI 技术在语音识别、计算机视

觉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快速转入应用。

算法、数据和计算能力是催生 AI 技术爆发式

发展的核心元素。李云鹏表示，此前限制 AI

企业发展的技术因素，一个是数据源不足，

一个是计算力不足。随着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的发展，当前环境的数据源已经足够

充沛，技术缺口就主要集中在提升计算能力

上，AI 芯片因此应运而生。

AI 芯片的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业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明 确 定 义 ，比 较 通

用 的 看 法 是 ，面 向 AI 应 用 的 芯 片 都 可 称

为 AI 芯片。作为推动 AI 技术不断进步的

硬 件 基 础 ，AI 芯 片 已 经 进 入 重 要 的 发 展

时期。面对预期不断增 长 的 市场需求，围

绕 AI 芯片的全球竞争将愈加激烈，针对 AI

应 用 的 新 颖 设 计 理 念 和 架 构 创 新 将 不 断

涌现。

目前，美国在这场竞争中已先声夺人，

牢 牢 占 据 着 头 把 交 椅 ：在 主 要 的 AI 芯 片

（CPU）市场中，英特尔占据了约 71%的市场

份额，而 Nvidia 占据了 16%，拥有约 90%市场

份额的美国公司具有先天优势。

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无
根之痛

随着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管制“实体

名单”，谷歌、芯片设计商 ARM 等公司相继

限制或暂停与华为的业务合作，“卡脖子”这

三个字再次让中国科技企业体会到无根之

痛。在传统芯片领域，中国与世界前沿水平

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

AI 芯片，中国能否赶上？

对此，李云鹏指出，中国芯片产业在核

心技术和人才两个方面存在短板。在核心

技术方面，美国掌握芯片设计工具、半导体

制造等“根”技术，中国 AI 企业很难在整个

产业链上掌握每个环节。在全球化的技术

发展方向下，中国芯片企业应该去抓最关

键的节点，比如提供最佳计算力的系统级

产品，把一些关键的节点掌握在自己手上，

把自己打造成为整个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

一环，然后通过国际化合作，与合作伙伴实

现共赢，以全球化的发展生态方式去赢得

国际市场。

在人才方面，中国各地区有关人才的优

惠支持政策为芯片企业提供了新契机，能够

帮助吸引发达地区的人才来华发展。另外，

在人才培养方面，已有地区将 AI 纳入高中教

育，这样的培养政策持续下去，相信中国 AI

软件人才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爆发式增长。

与此同时，国内现有人才也是充裕的，需要在

企业化的产业环境中持续培养并提高技术能

力，需要把已有的人才培养好、用好。

打破封锁还需培育开
源生态

开源生态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崇高世界，它为全人类服务，同时也很难

被封锁。在问及 AI 芯片研发生态时，李云鹏

表示，封闭的生态与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相

违背，开源生态是当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前特朗普政府施行

“美国优先”和贸易战的背景下，开源生态是

一股“清流”，它更符合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

趋势，未来有可能成为主流。

为了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信息技术的

开源运动，享受开源生态带来的便利，中国

也需要着眼未来，并在教育中培育开源精神

和共享精神，推广、建设和维护好共赢的开

源生态。 （科技日报北京6月13日电）

AI 芯 片 竞 赛 方 兴 未 艾
——人工智能硬件峰会关注相关领域全球研发生态

本报记者 李宏策

科技日报北京6月13日电（记者刘霞）
据英国《自然》杂志 12 日报道，美国科学家

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超导磁铁，能够

产生创纪录的 45.5 特斯拉的磁场强度，超

过了传统超导磁铁和最先进阻抗式磁铁的

强度，而只有一次仅能维持几分之一秒的脉

冲磁铁才能达到比这更高的磁场强度。

美国国家高磁场实验室材料科学家大

卫·拉巴莱斯蒂尔和同事利用由铜酸盐超

导体制成的线圈运行强电流，以产生低能

耗磁场，由此产生的磁场强度超过了目前

最先进的磁铁实验室所使用的阻抗式磁

铁。阻抗式磁铁不使用超导体，且能耗

高。另外，新磁铁的强度也超越了传统的

超导磁铁和“混合”超导—阻抗磁铁。研究

结果发表于 12日出版的《自然》杂志。

拉巴莱斯蒂尔说，以前的铜酸盐磁铁

太脆弱，无法应用于技术领域，但最新设计

应该有望维持高达 60特斯拉的磁场，可在

多个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45.5特斯拉！超导磁铁磁场强度创纪录

科技日报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 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了两项基

因组学重磅研究，欧洲两个研究团队报告

了 古 代 个 体 的 基因组数据，其中一些可追

溯 到 距 今 31000 年 —600 年 前 。 这 些 源 自

西伯利亚和北美地区的基因组信息，代表

了对早期人类迁移活动和人群历史的最新

认识。

约 5000 年前，古爱斯基摩人成为了美

洲北极广阔地区的首批定居者；1000 年前

左右，现代因纽特人和尤皮克人的祖先陆

续抵达，并从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爱斯基

摩 人 。 不 过 ，对 于 考 古 学 和 历 史 学 来 说 ，

因缺少详细的基因组学研究，古爱斯基摩

人和美洲土著人、因纽特人、尤皮克人和阿

留申人这些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一直未能

确定。

此次，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

研究所团队依靠新技术分析了来自美洲北

极和西伯利亚的 48 例古代个体的基因组数

据，这些地区包括楚科奇、东西伯利亚、阿

留申群岛、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此外，

团队还报告了现代阿拉斯加伊努皮亚特人

以及西西伯利亚人群的数据。最新的分析

显示，北美人群历史主要来自于古爱斯基

摩人与首批美洲人之间的基因交流，这也

是以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和纳—德内语

为母语人群的起源。

在另一篇论文中，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研究团队报告了西伯利亚东北部（今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 34 例古基因组，这些基因组

来自距今 31000 年—600 年前。虽然人类在

这一地区居住已有 4 万多年，但其深度人群

历史却鲜为人知。研究者记录下了这一时

期的复杂人群动态，明确了至少三次主要

迁移事件：此前不为人知的旧石器时代古

代北西伯利亚人群的首次抵达，这一人群

也是早期西欧亚狩猎采集者的远亲；东亚

人群的抵达以及随后诞生的古代古西伯利

亚人和美洲土著人；名为新西伯利亚人的

东亚人群的全新世迁移，许多当代西伯利

亚人都是他们的后裔。

古基因组信息“讲述”早期人类迁移史

新磁铁能够产生比其他超导磁铁更
强的磁场。 图片来源：《自然》官网

“北京周”活动近日在日本东京成功举办。在期间的“中关村科技创新主题展”上，达闼科
技自主研发的云端智能机器人“XR-1”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吸引了众多目光。“XR-1”是拥
有高精度视觉引导、柔性抓取和操控能力的最新人型机器人，可迎宾、对话、舞蹈、抓取和移动，
有望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图为达闼科技日本公司社长朱晓华介绍“XR-1”人形机器人。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3日电 （记者刘霞）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物理学家

提出了一种新的暗物质候选者——暗磁单极

子。而且他们认为，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成

熟，可以通过探测电子通过时相位的变化探

测到暗磁单极子的存在。

暗物质据信占宇宙的四分之一以上，其

余大部分是更神秘的暗能量。我们无法直接

看到暗物质，但暗物质的引力决定了遥远星

系和其他天体的形状。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郭

万磊 13 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是介绍说，

暗物质通常认为是由一些尚待发现的粒子组

成，其中最受青睐的候选者是弱相互作用有

质量粒子（WIMP）。但经科学家多年努力追

寻，WIMP迄今仍未“现身”。

在最新研究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物

理学教授约翰·泰恩带领的团队提出了一种

新观念：暗物质粒子是一种与暗光子相互作

用的暗磁单极子，暗光子与普通光子之间会

有微弱的耦合作用。

泰恩解释称，磁单极子的行为与磁铁的

南极或北极的行为类似。尽管量子理论预测

了磁单极子的存在，但从未在实验中发现

过。暗磁单极子会与暗光子和暗电子相互作

用，其作用方式正如理论预测电子和光子与

磁单极子相互作用一样。

物理学家保罗·迪拉克曾预测，在磁单极

子附近做圆周运动的电子的波函数中会出现

相位变化——同一个电子从磁单极子的任意

一侧通过，其相位在另一侧会略有变化，即所

谓的“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AB）”效应。

因此泰恩认为，可以根据电子通过暗磁

单极子时相位的变化来探测到暗磁单极子。

而且，这种暗磁单极子必须被太阳激发，然后

历时一个月到达地球，以光速千分之一的速

度行进。

不过，泰恩也指出，这种相位的改变非常

微弱，比探测到引力波所需的相位改变都小，

所需的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成熟。

郭万磊表示：“最新研究首次提出利用阿

哈罗诺夫－玻姆效应来探测暗磁单极子，这

一想法有助于寻找暗物质，同时也值得我们

进一步研究其应用。”

新设想：暗物质粒子或为暗磁单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