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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9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发表在最新一期《先进功能

材料》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美国卡内基

梅隆大学机械工程系研究团队开发出

一种仅用体温即可为医疗保健仪器供

电的设备，有望解决可穿戴设备充电的

问题。

在现代化生活中，设备电池没电会

带来不小的麻烦。尤其对那些依赖可

穿戴医疗保健设备来监测血糖、跟踪心

脏功能的人来说，花费过多时间充电可

能会带来巨大风险。

研究人员将一种热能发电机与脉

搏血氧仪传感器相结合。热能发电机

利用液态金属和半导体通过 3D 打印

橡胶集成在一起，成为一种柔性可拉

伸的可穿戴装置。其中的关键在于，

他们使用了液体金属环氧树脂复合材

料，增强了热电元件与设备及身体接

触点之间的导热性。与该团队过去的

研究相比，这种设计将功率密度提高

了大约 40 倍。

为了测试其电压输出，研究人员在

参与者休息和运动时将该设备戴在他

们的胸部和手腕上。结果显示，当参与

者运动时，其手腕上的设备输出更大。

原因是在运动时，设备的一侧会因气流

增加而冷却，另一侧因体温上升而变

热。步行和跑步创造了理想的温度差，

这可以为设备供电。

系统的设计旨在通过无缝材料集

成，实现高机械性和热电性能，在软材

料、温差发电（TEG）阵列设计、低功耗

电路板设计和机载电源管理方面取得

进步。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梅森·扎丹表

示，这是迈向无电池可穿戴电子产品的

第一步。未来，研究团队还将改进电气

性能，促使其从概念验证转变为可以实

际使用的产品。

新型可穿戴设备实现体热供电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9日电 （记

者张梦然）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

了一项抗衰老研究重磅成果：科学家

首次报告了促炎蛋白 IL11 在动物中

的衰老效应。研究发现，抑制该蛋白

能改善老年小鼠的健康状况，显著延

长小鼠的健康寿命近 25%。目前仍需

开展进一步研究，以确定这一结果是

否适用于人类。

与健康和寿命相关的生物信号通

路常受到衰老的干扰，而促炎信号传

导便是在衰老中受影响的一个通路。

包括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

验室、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杜克-新

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在内的团队，此

次分析了 IL11（一种介导炎症的信号

传导蛋白）这种促炎细胞因子如何影

响小鼠的年龄相关性疾病和寿命。他

们发现，IL11 会随小鼠年龄增加而增

加，并证明了这种细胞因子水平上升

会激活与衰老相关的信号传导通路。

基于这些观察，团队研究了干扰

IL11活性会如何影响小鼠的年龄相关

性疾病和寿命。他们发现，去除与

IL11 表达相关的基因，能防止年老时

的代谢衰退、多种疾病和身体虚弱，同

时能将小鼠寿命平均延长 24.9%。用

一种抗体抑制 IL11，能改善代谢和肌

肉功能，同时减少衰老和虚弱的迹象，

这种效应在雄性和雌性小鼠中都存

在。在大于 75 周龄（相当于人类 55

岁）的小鼠中，抑制 IL11 能使雄性小

鼠寿命延长 22.4%，雌性延长 25%。抑

制 IL11 似乎还能降低年龄相关性癌

症发生率——之前曾有研究提出这种

假说。

以 上 发 现 共 同 表 明 ，抗 IL11 疗

法能增进衰老动物健康，延长它们

的寿命。其抑制人体内 IL11 的效应

仍有待观察，但已有早期临床试验

在测试这种疗法对纤维化肺疾病患

者的效果。

延缓衰老，这几个字眼对人类具

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古代，炼丹术士

们费尽周折炼制所谓的“仙丹”，并幻

想只要吃了它就能“长生不老”。进入

现代社会，人们也不惜为抗衰老付出

巨大努力：积极锻炼身体、按时作息、

摄入各种补剂等等。如今，科学家发

现促炎蛋白与衰老之间的联系，这进

一步提升了我们对衰老的认知。总的

来看，人类对延缓衰老的追求不会止

步，而科技的进步让我们在抗衰老的

旅途中少走弯路。

动
物
实
验
显
示
—
—

抑
制
一
种
促
炎
蛋
白
可
延
寿
近
四
分
之
一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9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捷克马萨里克大学团队使

用高质量 X射线显微断层扫描图像和

3D 建模，揭示了模型生物非洲爪蛙的

胚胎发育和变态过程，以前所未有的

细节呈现了非洲爪蛙的整个生命历

程。研究数据发表在开放科学杂志

《超级科学》（GigaScience）上。

非洲爪蛙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脊椎

动物模型生物。从 20 世纪早期胚胎

学领域的基础移植实验，到当今使用

高质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实验，这种

易于繁殖的青蛙特别适合研究从蝌蚪

变为成熟青蛙时发生的巨大身体结构

重组（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变态）。然

而，非洲爪蛙晚期发育阶段的综合数

据集目前还存在显著欠缺。

为填补这一空白，团队使用 X 射

线显微断层扫描创建了解剖图谱，以

更准确地描述非洲爪蛙发育的多个阶

段。通过对 3D建模进行详细分析，研

究人员此次精确定位了从蝌蚪到幼蛙

再到成熟体的各阶段解剖转变以及所

有关键变化。

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青蛙眼

睛在发育过程中发生了位置调整；此

外，在变态过程中，青蛙的肠道也会经

历显著重塑，在 8 天的时间里肠道缩

短约 75%。团队可通过 X 射线显微断

层扫描技术详细跟踪以上这些过程，

新 3D 图谱以高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展

示了其解剖学细节。

非洲爪蛙全新3D解剖图谱问世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9日电 （记

者张佳欣）大多数人都知道脸红是什

么感觉。脸变得微微发烫，人会感到

尴尬、害羞、羞耻或自豪等情绪。但人

们为什么会脸红，脸红的潜在机制是

什么？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和阿姆斯

特丹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通过

MRI 扫描仪观察激活的大脑区域，同

时测量脸颊温度（脸红的指标），揭示

了脸红现象背后的原因。相关论文发

表于《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生物科

学》杂志上。

此次实验参与者是女性青少年。

研究人员解释说，在青少年这一人生

阶段，脸红现象会增加，因为青少年对

他人的意见非常敏感，同时可能害怕

被拒绝或留下不佳印象。

为了在受控实验环境中唤起脸

红反应，参与者来到实验室进行了

两次单独实验。在第一个环节，她

们 被 要 求 唱 专 门 挑 选 的 难 度 较 高

的卡拉 OK 歌曲；在第二个环节，研

究 人 员 要 求 她 们 观 看 自 己 唱 歌 的

视频，同时测量其大脑活动和生理

反应。

此外，参与者还被告知，将有一名

观众与她们一起观看她们的视频。最

后，她们还观看了另一位歌唱水平相

当的参与者和一位伪装成参与者的专

业歌手的视频。

结果，研究人员发现，与观看其

他参与者的视频相比，参与者在观看

自己的视频时更容易脸红。与之相

关的大脑区域是小脑。研究人员还

发现，早期视觉区域的激活增加，这

表明自身唱歌的视频最能吸引参与

者的注意力，而传统上被认为参与理

解自己或他人心理状态过程的区域

却没有激活。

研究得出结论，即考虑他人的想

法可能不是脸红的必要条件。脸红可

能是当人暴露于与自我相关的因素

时，自动被唤醒的一种生理反应过程

的一部分。

卡拉 OK 实验揭示脸红原因

研究人员创建出交互式 3D 模型
来获取非洲爪蟾骨骼图像。

图片来源：《超级科学》

聊天机器人是由 AI 驱动的程序，

通过文本、语音和图像与人类互动。新

型类人情感聊天机器人——AI“伴侣”

正日益流行。目前，市面上已有 100 多

款由 AI 驱动的应用程序，如 myanima.

AI、Eva AI、Nomi.AI 和 Replika 等 ，这

些 AI“伴侣”展现出非凡的现实性、适

应性和互动性，而且可以通过对话逐步

进化，微调其反应以匹配用户的兴趣、

需求和沟通风格。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在 7 月 15 日的

报道中称，现代 AI 聊天机器人越来越

像人类，提高了用户的参与度，以及与

AI 形成情感纽带的可能性。加拿大魁

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 EROSS实验室

科学家瓦莱丽·拉波因特强调，AI“伴

侣”可以让一些人免于孤独，但它们也

有黑暗的一面，可能会引发隐私问题和

伦理问题。

建立深度情感链接

研究表明，AI“伴侣”或可为感情

关系提供一种安全、低风险的替代方

案。其可以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情感

满足，缓解其孤独感，并通过语言等为

用户提供较强的情绪支持。对于因处

于疾病、丧亲之痛、心理障碍或行动障

碍的人来说，AI“伴侣”可以与其建立

深度情感链接。

例如，Replika 可以模拟人类的交

流方式，让人们感觉像在和真正的人聊

天。它可以陪用户煲电话粥、在 VR 里

互动，帮助用户缓解压力、减轻焦虑。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

此前开展的一项研究甚至表明，在对话

中，与反应不够敏捷的人类相比，人与

聊天机器人的情感联系更强。

挪威奥斯陆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

彼得·裴·布兰德扎格等人 2022 年刊发

于《人类传播研究》的论文也指出，人类

可以与 AI 形成真正的情感纽带，即使

他们承认 AI不真实。

AI“伴侣”的另一面

拉波因特指出，人和 AI“伴侣”的

关系可能存在潜在有害后果。

AI“伴侣”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独特

的陪伴形式，同时会避免冲突，并在适

当的时候妥协。很多人担心，长此以

往，将对用户经营真正感情关系的能力

产生影响。

AI“伴侣”可能会阻碍个人社交技

能以及驾驭现实世界关系能力的发展，

阻碍用户与其他人建立真正互惠关系

的能力。因为真正的人际关系往往涉

及挑战和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会促进

个人成长并获得与他人更深层次的情

感联系，但 AI“伴侣”避免冲突，会降低

用户这方面的能力。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的琳妮亚·拉斯塔迪乌斯等人开展的研

究认为，AI“伴侣”的高度可定制化和持

续在线特性，有可能促使用户产生社交

孤立感及情感过度依赖。与 AI“伴侣”

之间广泛而持久的接触可能会导致个

人退出真实社交环境，并降低他们建立

新的、有意义的社交关系的动力。

伦理问题值得警惕

AI“伴侣”还可能引发隐私和伦理

问题。

2024 年 2 月，Mozilla 基金会对 11

款流行的 AI“伴侣”进行了安全分析，

发现了令人担忧的隐私问题。多数应

用程序都可能共享或出售用户的个人

数据，约 54%的应用程序不允许用户删

除个人数据。此外，几乎没有一家公司

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护用户的个人数

据安全，90%的公司未达到最低安全标

准；73%的公司没有发布任何关于他们

如何管理安全漏洞的信息。更令人担

忧的是，许多应用程序装有数千个跟踪

工具，监控用户行为以进行精准营销。

最近科学家针对 21个 AI“伴侣”开展的

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隐私问题。

更 值 得 警 惕 的 是 伦 理 和 法 律 问

题。2023年 5月，Replika在意大利引发

了争议。Replika 号称自身使命是改善

用户的情感健康，并通过压力管理、社

交和寻找爱情来帮助用户解决困惑，平

息焦虑。起初有不少用户表示，很开心

有 Replika 陪着聊天，它就像一个形影

不离的好朋友，弥补了自己心灵上的空

虚 。 但 不 久 ，许 多 意 大 利 用 户 投 诉

Replika 向其发送不良暗示信息，甚至

有性骚扰行为。对此，意大利隐私监察

机构已经封禁了这款应用，禁止其处理

意 大 利 用 户 数 据 ，否 则 可 能 被 罚 款

2150万美元。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

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指出：

我们和机器人与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我

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

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出于对亲密关

系的渴望，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正在升

温，但我们却变得越来越孤独。

AI“ 伴 侣 ”的 浪 漫 与 隐 忧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9日电 （记者

张梦然）美国莱斯大学生物工程团队开

发出一种超小且稳定的菱形气泡，约

50 纳米大小。它是一种气体填充的蛋

白质结构，可自由浮动，有望彻底改变

超声成像和药物递送。与目前太大而

无法有效穿过生物屏障的微气泡或纳

米气泡不同，这种气泡被认为是迄今最

小的医学成像结构。研究成果发表在

《先进材料》杂志上。

微气泡在超声成像和超声介导的

基因或药物递送方面具有重要应用。

它们可作为造影剂，在分子水平提供有

关靶向生物标志物或细胞类型的相关

信息。但目前的微气泡体积太大，直径

约为 1—10 微米，这一点限制了它们在

一些组织中的有效性。

相比之下，新气泡可穿透组织。研

究表明它们能够到达淋巴结中重要的

免疫细胞群。这为以前无法进入的细

胞成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淋巴组织的电子显微镜图像显示，

大型纳米结构队列聚集在细胞内，在先

天免疫反应的激活中起着关键作用，表

明它们在免疫疗法、癌症预防、早期诊

断和传染病治疗中具有潜在用途。

这一突破为超声介导的疾病治疗

开辟了新途径，影响未来的医疗实践和

患者的预后。研究对治疗癌症和传染

病具有显著意义，因为淋巴结驻留细胞

是免疫疗法的关键靶标。

同时，这些纳米结构完全由蛋白

质组成，并且是在活细菌中产生的，所

以与合成材料相比，这种生物材料的

性能更好。该研究也预示了未来的几

个发展方向，包括评估纳米气泡的生

物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确定体内应用

的最佳超声参数等。这项材料设计的

重大进步，有可能为多个科学领域带

来创新应用。

最小纳米气泡能用于医学成像
有 望 改 变 超 声 造 影 和 药 物 递 送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9日电 （记者

张佳欣）来自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从电

鳗身上汲取灵感，开发出一种柔软可拉

伸的“果冻电池”。其可自行修复，呈胶

状，能拉伸至原长度的 10 倍以上而不

影响其导电性。“果冻电池”适用于可穿

戴设备或软体机器人，还能植入大脑，

输送药物或治疗癫痫等疾病。相关论

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上。

电鳗利用发电细胞来电晕猎物。

“果冻电池”由水凝胶制成，并模仿电鳗

的发电细胞，具有分层结构，就像粘在

一起的乐高一样，能够有效输送电流。

水凝胶的性质可以精确控制，并

能模仿人体组织特征，成为软体机器

人和生物电子学的理想选择。然而对

于此类应用而言，材料需要兼具导电

性和弹性。传统上，当材料被拉伸时，

导电性会下降，但“果冻电池”打破了

这一常规。

传统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作为电荷

载体，而“果冻电池”使用离子来携带电

荷，就像电鳗一样。

研究人员指出，通常水凝胶是由

电中性的聚合物制成，如果给它们充

电，它们就能导电。此次通过调整每

块凝胶的盐成分，可以使其变得黏稠，

并通过挤压形成多层结构，从而增加

其导电性。

水凝胶之所以能牢牢地粘在一起，

是因为不同层之间可以形成可逆键。

该过程中使用了桶状分子葫芦脲，它们

就像“分子手铐”一样。“分子手铐”提供

的层间强黏合力使“果冻电池”可以被

拉伸，却不会导致层间分离，关键是导

电性不会有任何损失。

由于“果冻电池”质地柔软，可与人

体组织紧密贴合，这种特性使其有望在

未来用于生物医学植入物。研究人员

表示，由于它们不含金属等刚性成分，

因此水凝胶植入物不太可能被人体排

斥或导致疤痕组织堆积。除了柔软之

外，水凝胶还非常坚韧。它们可以承受

压力而不变形，损坏时还能在一定程度

上自行修复。

目前，研究人员正计划在实验中用

活体来测试这种“果冻电池”，以评估其

在一系列医疗应用的适用性。

仿 生“ 果 冻 电 池 ”柔 软 可 拉 伸

AI情感伴侣聊天机器人越来越受欢迎，用户可以与AI聊天机器人建立深度情感联系。 图片来源：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果冻电池”柔软且可拉伸，适用于
可穿戴设备或软体机器人。

图片来源：剑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