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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 7 月 29 日电 （记

者刘霞）来自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及宾

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科

学家，成功绘制出人类肾脏最详尽的

单细胞图谱，以前所未有的水平捕捉

了健康和患病肾脏的复杂性，并在病

程早期预测了慢性肾病（CKD）的进

展。最新研究有望为 CKD 患者提供

更好的诊断和精确的治疗。相关论

文发表于近日出版的《自然·遗传学》

杂志。

科学家分析了来自 81 位年龄在 24

至 90 岁之间患者的肾脏样本，共计 70

多万个细胞。他们使用机器学习技术

开发了高分辨率图谱，从而能够整合多

组学数据，绘制细胞和空间信息，识别

组织微环境，并开发出预测肾脏疾病进

展的模型。

在健康和患有 CKD 的肾脏中，研

究团队鉴定出 44 种主要细胞类型和

114种细胞亚型或状态。他们还根据基

因表达确定了 4 种不同的空间微环境：

肾小球、免疫、小管和纤维化。

科学家揭示了纤维化微环境中的

基因特征，并借助这些特征对肾脏样

本进行分类，以预测未来的肾功能下

降。他们计划进一步定义纤维化微环

境，还要在其他队列中验证其预测能

力，并了解其潜在机制。他们的目标

是探索纤维化微环境中的治疗靶点，

为开发阻止或逆转肾纤维化的新疗法

铺平道路。

论文第一作者乔纳森·列维索恩表

示，在肾脏健康与疾病研究领域，空间

分布与分子机制的探讨尚显不足，亟须

进一步深入研究。最新图谱绘制了人

类肾脏第一个路线图，其中包括对细胞

空间关系的分析。

列维索恩认为，虽然 CKD 更常见

于老年人，但研究表明，从妊娠和儿童

时期开始，患这种疾病的风险就已经开

始累积。现在，科学家拥有了一个强大

的工具，尤其在早期肾病中，其表现优

于传统的组织病理学分析。

人类肾脏最详尽单细胞图谱绘成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当来自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1000 名运动员

为奥林匹克精神和梦想奋力拼搏时，人

工智能（AI）技术正以独特方式展示自

己的风采。

从为运动员提供贴心的日常服务

到辅助训练，再到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

看体验，AI 将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

留下独特印记。

运动员的“贴身顾问”

如 何 到 达 体 育 场 馆 ？ 可 以 直 播

开幕式吗？在哪里可以领取赞助商

提供的赠品？这些运动员们的疑问，

将 由 AI 助 手 AthleteGPT 事 无 巨 细 地

予以解答。

英国《自然》网站在 7 月 25 日的报

道中称，聊天机器人 AthleteGPT 由英

特尔携手国际奥委会（IOC）打造，专为

全球运动员量身定制。它依托强大的

至强处理器与高效的高迪加速器，可跨

越语言与文化界限，为奥运健儿的日常

生活保驾护航。

它 具 备 卓 越 的 交 互 能 力 ，能 够

即 时 响 应 运 动 员 的 日 常 咨 询 ，按 需

推 送 定 制 化 信 息 ，从 出 行 指 引 到 赛

事规则一应俱全。运动员可以通过

它 快 速 获 取 有 关 比 赛 场 馆 、开 幕 式

直 播 、比 赛 规 则 及 赞 助 商 活 动 等 各

种信息。

英特尔实验室奥运会 AI 创新项目

负责人托德·哈珀表示，AthleteGPT 能

够快速浏览“数千个信息页面，并全天

候回答问题”。

2023年，IOC成立了人工智能工作

组，成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 AI先驱、

学者、运动员和科技公司领袖。今年 4

月，IOC 在伦敦发布《奥林匹克 AI 议

程》，在展望 AI可能对体育带来哪些影

响的同时，提出了 IOC 引领全球体育

领域开展 AI计划的框架。

IOC 主席托马斯·巴赫指出，IOC

的持续成功取决于如何拥抱数字技术，

尤其是不断加速发展的 AI 技术。IOC

必须成为变革的领导者。

成绩提升的“好帮手”

早在 1900 年巴黎首次举办奥运会

时，法国科学家艾蒂安-朱尔·马雷就

率先利用技术手段研究运动员在运动

中的表现。现在，AI 技术也在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帮助运动员冲击世界纪录。

在辅助训练提升运动员成绩方面，

中国的 AI技术奋勇当先。如百度文心

大模型技术辅助中国国家跳水队训练；

联想 AI PC 则为中国帆船帆板队提供

技术分析。

此前，上海体育大学也与百度合作

开发了体育大模型，提供体育文献、动

作识别与技战术分析等，助力跳水、游

泳、田径等多支国家队的日常训练和巴

黎奥运会备战工作。

哈珀则表示，英特尔的3D运动员跟

踪系统使用AI技术跟踪人体的21个点，能

够精确呈现运动员的身体运动，从而也可

为教练提供更精准的信息。此外，AI还可

以为运动员设计定制运动鞋和服装，以及

确定最佳营养和训练计划。这些技术将

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以及新的世界纪录。

开辟观赛的“新视野”

奥运会期间收集的海量数据不仅

将为 AI 算法提供“粮食”，也为渴求信

息的电视观众开辟了新视野。美国体

育技术公司 Stats Perform 首席科学家

帕特里克·卢西指出，体育运动就是它

自身的语言。它跨越障碍，帮助人与人

之间进行交流。数字与数据等信息的

融入为这些交流增添了丰富的元素，深

化了对话的层次。

媒体正想方设法探索新方式，以将

更多信息呈现在电视屏幕上。2000 年

悉尼奥运会期间，当虚拟的“世界纪录

线”出现在屏幕上时，很多观众为之倾

倒。2024年，媒体有能力在屏幕上展示

更多内容，如运动员的加速度、最高速

度和步幅等。

据悉，巴黎奥运会采用了中国阿里

云 AI 增强的全新转播技术“多镜头回

放系统”，让观众看比赛就像看电影一

样，身临其境多角度看到运动员动作的

慢镜头、时间静止等效果。

哈珀称，英特尔公司的 Geti计算机

视觉 AI平台有望向观众提供个性化信

息，这将引领未来的新潮流。他解释

称，随着越来越多体育赛事同时被记录

下来，AI 能准确识别观众想要看到的

内容，这将改变游戏规则。例如，人们

想要看篮球队里的每一个三分球，AI

可以浏览所有镜头，并自动将其组合在

一起。

2024巴黎奥运会迎来AI浪潮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自然自然》》网站网站

AI助力运动员提高成绩。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自然自然》》网站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9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最新一期《美国化学学会杂

志》报道，美国西北大学团队利用快速

移动的“跳舞分子”修复受损的人类软

骨细胞。该疗法可在短短 4 小时内激

活再生软骨所需的基因表达。而且，仅

仅 3 天后，人类细胞就产生了软骨再生

所需的蛋白质成分。研究人员还发现，

随着分子运动的增加，治疗的有效性也

随之增加。换言之，分子的“跳舞”对于

触发软骨生长至关重要。

这种可注射疗法是西北大学研究

人员于 2021 年 11 月推出的。当时，该

疗法利用快速移动的“跳舞分子”来修

复组织，并成功逆转了小鼠因严重脊髓

损伤造成的瘫痪。

骨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疾病，关

节组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严

重骨关节炎患者中，软骨可能因磨损

而变得非常薄，而唯一有效的治疗方

法通常是昂贵的且具有侵入性的关节

置换手术。

研究团队认为，“跳舞分子”有望促

进顽固性组织再生。“跳舞分子”是一种

由数十到数十万个分子组成的合成纳

米纤维组装体。“跳舞分子”具有强大的

细胞信号传导能力，移动的分子能迅速

找到并正确结合细胞受体。

一旦进入体内，“跳舞分子”就会模

仿周围组织的细胞外基质。通过匹配

基质的结构，模仿生物分子的运动，并

整合受体的生物活性信号，这种合成材

料能够与细胞进行通信。

团队研究了对软骨形成和维持至

关重要的特定蛋白质的受体。为了靶

向这种受体，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环形

肽 ，该 肽 模 拟 了 转 化 生 长 因 子 β-1

（TGFb-1）的蛋白质生物活性信号。

接着，他们将这种肽整合到两种不

同的分子中。两种分子相互作用在水

中形成超分子聚合物，每个分子都具有

相同的模拟 TGFb-1 的能力。团队设

计了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超分子聚合

物，使其分子能够在大型组装体内更自

由地移动。然而，另一种超分子聚合物

限制了分子运动。

3 天后，暴露在更具移动性的分子

组装体中的人体细胞，产生了更多软

骨再生所需的蛋白质成分。团队认为，

对于软骨基质中的一种关键成分——

胶 原 蛋 白 Ⅱ 的 产 生 ，含 有 激 活

TGFb-1 受体的环形肽的“跳舞分子”

甚至比生物系统中具有此功能的天然

蛋白质更有效。

“跳舞分子”能快速修复软骨细胞

与移动速度较慢的分子相比，用
快速移动的“跳舞分子”（左）处理软
骨细胞时，软骨细胞会产生更多的蛋
白质成分。

图片来源：美国西北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9日电 （记者

张梦然）据《自然》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

称，科学家在小鼠模型中发现了可能缓

解疼痛的一个新的脑回路。

所谓的“安慰剂镇痛效应”是一种

奇怪的现象，指当一个人预期疼痛缓解

时，他对疼痛的感知也会降低。此前研

究显示，“安慰剂镇痛效应”与前扣带回

皮质内的活动有关，这个脑区也与疼痛

感受有关。不过，这种现象背后的生物

学机制一直不明。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团队此次设计了一个“安慰剂镇痛效

应”小鼠模型，以研究疼痛缓解是如何

介导的。研究团队让小鼠与地面温度

不同的两个房间条件性相关，一个热度

舒适，另一个非常热。这些条件性小鼠

暴露在更热的地面后，会在凉的地面上

停留更长时间，说明它们预期这能缓解

疼痛，而且它们的缓解疼痛行为（如舔

脚）也会减少。

在后续对小鼠大脑的基因分析中，

研究团队在前扣带回皮质喙部与脑桥

核之间发现了一个与疼痛缓解行为相

关的通路，而脑桥核脑区之前未被发现

在疼痛中有作用。他们还在小脑内发

现了一个细胞簇，这些细胞或许能编码

前扣带回皮质喙部与脑桥核通路中的

疼痛缓解预期。

研究团队指出，这个脑回路的发

现，或能用药物、电极或认知行为疗法

进行刺激，从而诱导个体缓解疼痛。

缓解疼痛的新脑回路找到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9日电 （记

者张梦然）弓形虫因为可以侵入人体

中枢神经系统而一直被“人人喊打”，

但科学家决定利用这一特征让它充当

治疗工具。《自然·微生物学》29 日报

告了一个在动物模型中改造弓形虫的

方法，使其可穿过血脑屏障，向宿主神

经元递送治疗性蛋白质。这一新技术

将帮助人们开发出蛋白质递送的替代

方法。

蛋白质可用于治疗或作为研究

生 物 过 程 的 工 具 。 但 由 于 其 体 积

大、与宿主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以

及 需 要 穿 透 不 同 屏 障（如 血 脑 屏

障），将之递送给目标细胞的过程十

分复杂。

弓形虫是一种能够从人体肠道自

然进入中央神经系统的寄生虫。过去

的研究已经表明，它似乎能够将蛋白

质递送到宿主细胞，但不清楚这种寄

生虫能否经过改造来递送多种大型治

疗性蛋白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为此

制订了一个策略，即用弓形虫的两

种分泌细胞器（细胞内执行功能的

特 化 结 构）—— 棒 状 体 和 致 密 颗 粒

来向宿主细胞递送蛋白质。他们选

择 了 位 于 寄 生 虫 细 胞 器 内 的 蛋 白

质，将之与已知可治疗人类神经疾

病的不同蛋白质融合。实验表明，

蛋白质能同时从这两种细胞器递送

到神经元。

作为 概 念 验 证 ，科 学 家 展 示 了

用 于 治 疗 雷 特 综 合 征（一 种 影 响

脑 发 育 的 罕 见 神 经 障 碍）的 蛋 白

质 ——MeCP2，其 能 被 递 送 到 神 经

元，并结合目标 DNA，改变了细胞、

神经元和大脑类器官内的宿主基因

表达。同时，目标递送位置外检测

到的寄生虫很少，递送后也没有发

生明显炎症。

科学家称，尽管这些发现可以为

治疗性蛋白质递送提供新方法，但仍

需进一步研究来理解其有效性和安

全性。

弓形虫是一种外形像新月牙的

虫子，可以侵入人体的中枢神经系

统，猫是它的终宿主。弓形虫对人来

说可不是好东西，但人们也会思考，

为什么它能突破人的血脑屏障，长驱

直入中枢神经系统？毕竟，有些药物

正是受阻于这层屏障，而无法对脑部

起作用。此次，科研人员想到了化敌

为友，利用弓形虫的两种分泌细胞器

来向宿主细胞递送蛋白质。实验证

明，它们能完成任务，将治疗性蛋白

质顺利送达。看来，只要思路打开，

办法总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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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有些阿

尔茨海默病重度患者不会说话，认不

出人，但仍能唱出童年的歌谣或弹奏

钢琴。英国林肯大学一项最新研究给

这些现象提供了科学证据。研究显

示，与许多其他形式的记忆不同，识别

和记忆音乐的能力似乎不受年龄影

响，80 岁老人也能像青少年一样识别

曲调。相关论文发表于近日出版的

《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

研究团队在加拿大纽芬兰交响乐

团演出时招募了 90 名年龄在 18 至 86

岁之间的健康成年人，测试了他们在

现场音乐会上识别熟悉和不熟悉音乐

主题的能力。另有 31 人在实验室观

看了音乐会的演出录像。

团 队 重 点 关 注 了 人 们 对 三 首

作 品 的 记 忆 能 力 ，包 括 莫 扎 特 的

《小夜曲》，以及另外两首委托乐队

特别演奏、参与者并不熟悉的实验

乐曲。

结果显示，所有人都记住并识别

出了《小夜曲》，年龄并不影响参与者

识别该乐曲的能力。参与者记住另外

两首乐曲主题的模式，也未呈现年龄

相关变化。同时，实验室参与者的识

别结果也与年龄无关。

研究团队认为，音乐识别力似乎

不会出现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原

因可能与音乐在人们身上激起的情绪

有关，这种情绪使音乐在记忆中更容

易被编码。鉴于此，音乐或可充当一

种“认知支架”，帮助痴呆症患者更好

地记忆其他信息。

音乐识别力似不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俄罗斯科学院空间研究所中子和

伽马能谱实验室主任马克西姆·利特

瓦克表示，美国和意大利科学家发现

的月球表面下的洞穴既有优势也有劣

势，洞穴中的基地难以抵达，也很难在

其中配置宇航员生命和设备运行所需

的资源。

此 前 ，一 个 由 美 国 和 意 大 利 科

学家组成的团队在《自然·天文学》

杂志发表论文称，他们发现了月球

上存在洞穴的证据，人类可从月球

表面进入该洞穴，其可在月球恶劣

条件下对人类提供庇护，并成为人

类居住的基地。研究显示，月球静

海区域有一个宽约 45 米、长约 77 米

的洞穴。该洞穴位于月表下约 150

米处。

利特瓦克认为，就缺点而言，在月

球上下降 100 多米才能抵达洞穴，这

在地球上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月

球上，人们不仅要身着宇航服携带设

备下降，还要用到特殊的起重机和卷

扬机。况且目前还不清楚，洞穴里存

在什么。

利特瓦克表示，该洞穴的优点其

实也是它所在位置很深，因此，里面的

温 度 很 稳 定 ，能 保 持 在 0 摄 氏 度 左

右。此外，辐射是未来月球任务中最

危险的因素之一，但这一深度可阻隔

辐射。

利特瓦克表示，此前发现了大约

200 个潜藏的洞穴，现在可以说，终于

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洞穴。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俄认为新发现的月球洞穴难以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