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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本报记者 张佳欣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7日电 （记者

刘霞）日本名古屋大学科学家研制出

一种新型环形热管（LHP），能在无电

力驱动的情况下，将高达 10 千瓦的热

量传输 2.5 米，实现了迄今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非电力热运输。研究团队指

出，这种 LHP 在工业废热回收、太阳能

热利用、电动汽车热管理，以及数据中

心冷却等多个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相关论文将发表于新一期《国际

传热与传质》。

LHP 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气象

卫星和家用电器等。在 LHP 内部，工

作流体和被称为芯的多孔材料协同作

用，实现热量长距离高效传输。芯通

过毛细作用将工作流体抽吸至其表

面。当热量到达蒸发器上时，芯表面

的流体吸收热量并变成蒸汽。蒸汽随

后进入冷凝器，释放热量并冷凝成液

体状态。液体再返回补偿室，与芯接

触后被重新拉回其表面，继续循环冷

却过程。

最新研究负责人长野方星教授指

出，他们通过优化设计方案，使 LHP 更

薄、更长、更宽，同时保持高质量的多孔

性能，显著增强了 LHP 芯的功能。此

外，他们还通过缩小蒸汽逸出通道并在

侧面增加额外通道，提高了设施的热传

输能力。

测试结果显示，与先前开发的性能

最优的 LHP 相比，新 LHP 的尺寸减小

了 18%，热传输能力提高了 1.6 倍，热传

输效率提高了 4 倍。这种设计充分利

用芯产生的毛细作用，在没有电力的情

况下，将废热输送了 2.5米的距离，创造

了非电力热传输的世界纪录。

新型环形热管创非电力热运输纪录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AI）工 具 快 速

普及，在学术写作领域呈现爆炸式应

用 势 头 。 使 用 基 于 大 语 言 模 型

（LLM）的 生 成 式 AI 工 具 能 节 省 时

间，减少语言障碍，让论文更加明白

通畅。但这些工具的应用也让剽窃

问题变得更复杂。

英国《自然》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

指出，对利用 AI写作是否构成剽窃，以

及在什么情况下允许利用 AI 进行写

作，科研界应充分探讨并制定更明确的

学术写作 AI使用指南。

AI学术写作应用增多

德国蒂宾根大学数据科学家德米

特里·科巴克领导的团队，分析了学术

数据库 PubMed 中 2010 年至 2024 年 6

月期间发表的 1400 万篇论文摘要。他

们估计，2024 年上半年，至少有 10%的

生物医学论文摘要（约 7.5万篇）使用了

LLM 进行写作，以 LLM 为基础的写作

“助理”的出现，对学术界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影响。

同时，有些人认为，AI 工具是学术

写作的“好帮手”。它们可使文本和概

念更清晰，减少语言障碍，使科学家能

腾出更多时间进行实验和思考。

剽窃行为很难揪出

201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1.7%的科

学家承认有剽窃行为，30%的科学家认

识有剽窃行为的同事。

LLM 经过训练，可通过“消化”大

量以前发表的文章来生成文本。因

此，使用它们可能会导致类似剽窃的

情 况 。 例 如 ，研 究 人 员 将 AI 生 成 的

论文冒充自己撰写的论文；或者机器

生成的论文与某人的论文非常接近，

但没有注明来源等等。英国普利茅

斯大学生态学家皮特·科顿指出，在

AI 时代，定义学术不诚信或剽窃，以

及 合 理 使 用 AI 的 边 界 ，将 变 得 非 常

困难。

如果 LLM 稍微修改一下措辞，那

么其剽窃人类撰写文本内容的情况很

容易被掩盖。因为人们可给出提示，让

这些 AI 工具以复杂的方式（如以某个

学术期刊的风格）撰写论文。在 2023

年对 1600 名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调查

中，68%的受访者表示，AI 将使剽窃更

难被发现。

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使用完全

由机器而非人类编写的未署名内容是

否算剽窃。德国柏林应用科学大学专

家黛博拉·韦伯·沃尔夫表示，尽管有

的生成式 AI 生成的文本看起来与人

类书写的内容相差无几，但不能被视

为剽窃。

使用界限急需制定

美国马里兰大学可靠人工智能实

验室主任索海尔·菲兹副教授认为，使

用 LLM 改写现有论文的内容显然构成

抄袭。但使用 LLM 来帮助表达想法，

无论是根据详细的提示生成文本，还是

编辑草稿，如果透明地完成，都不应该

受到惩罚。科学界应该允许研究人员

利用 LLM，来轻松、清晰地表达他们的

想法。

许多期刊现在都制定了相关政策，

允许投稿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 LLM。

《科学》杂志于 2023年 11月更新了其政

策，称作者应该全部披露其在撰写论文

过程中的 AI 技术使用情况，包括使用

了哪些 AI 系统，提示词有哪些等。《自

然》杂志也表示，作者应该记录 LLM 的

使用情况。

一 项 对 100 家 大 型 学 术 出 版 商

和 100 家 排 名 靠 前 的 期 刊 开 展 的 分

析 发 现 ，截 至 2023 年 10 月 ，24% 的

出 版 商 和 87% 的 期 刊 都 制 定 了 使 用

生 成 式 AI 的 指 导 方 针 。 几 乎 所 有

这 些 期 刊 都 声 明 ，AI 工 具 不 能 被 列

为 作 者 。

沃尔夫强调，科学家迫切需要更明

确的学术写作 AI使用指南。

检测工具亟待提升

在 一 部 分 科 学 家 利 用 LLM 撰 写

学术论文的同时，也有另一部分科学

家正在开发旨在检测 LLM 使用情况

的工具。尽管一些工具的准确率较

高，在某些情况下超过 90%，但研究表

明，大多数工具“名不副实”。在去年

12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沃尔夫及其

同事评估了学术界广泛使用的 14 种

AI 检测工具。结果显示，只有 5 款工

具的准确率高于 70%，没有一款工具

的得分超过 80%。

当研究团队通过替换同义词及重

排句子顺序，对 AI 生成的文本进行微

调后，检测工具的准确率下降到平均不

足 50%。如果研究人员让 AI 多次改写

由人类撰写的文本，检测工具的准确率

也会大大降低。

AI 检测工具还面临其他问题，比

如非英语母语者用英语写作，更有可能

被误认为由 AI 生成。菲兹指出，AI 检

测工具无法可靠地区分完全由 AI编写

的文本和作者使用 AI 润色文本的情

况。被错误地指控滥用 AI，可能会对

这些学者或学生的声誉造成相当大的

损害。

“ 帮 手 ”还 是“ 帮 凶 ”？

生 成 式 AI 学 术 使 用 亟 须 关 注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7日电 （记者

张佳欣）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研究

人员开发了一种价格低廉的绷带，可利

用电场促进慢性伤口的愈合。在动物

实验中，使用这种电绷带治疗伤口比使

用传统绷带愈合速度快 30%。

慢性伤口是指愈合缓慢甚至无法

愈合的开放性伤口，糖尿病患者出现的

足溃疡就属于慢性伤口。这些伤口在

治疗后经常复发，显著增加了截肢和死

亡风险。新技术有望改变糖尿病足溃

疡的治疗方式。

此次，研究人员开发了水动力敷

料。这是一种一次性伤口敷料，一侧

有电极，另一侧有一个小型生物相容

性电池。他们首先将敷料贴在患者身

上，使电极与伤口接触。然后，将水滴

到电池上进行激活。一旦激活，绷带

将产生数小时的电场。研究人员表

示，这个电场至关重要，它能加速慢性

伤口的愈合。

电 极 可 随 绷 带 的 弯 曲 而 弯 曲 ，

并贴合在又深又不规则的慢性伤口

表面。

研 究 人 员 在 糖 尿 病 小 鼠 身 上 测

试了这种伤口敷料。结果发现，其提

供的电刺激加快了伤口愈合速度，促

进了新血管的形成，并减轻了炎症，

这 些 都 表 明 伤 口 愈 合 得 到 全 面 改

善。此外，这种绷带可以相对较低的

成本生产，每个敷料的间接成本只需

几美元。

电绷带有望加速慢性伤口愈合

人们似乎很难避免被纸张割伤。

杂志、信件和书籍都隐藏着能轻微

割伤人皮肤的潜力。但其他类型的纸

张，如薄面巾或用于明信片的较厚纸

张，则不太可能造成这种伤害。

人们一直不知道纸张割伤是如何

发生的，皮肤不是应该比厚度只有几微

米的纸浆纤维素更坚固吗？

现在，来自丹麦技术大学和挪威奥

斯陆大学的科学家，终于揭示了某些纸

张更容易割伤手指背后的物理原理。

科学家收集了不同的纸制品，包

括纸巾、杂志、书页、打印纸、照片和

名片等，并在弹道明胶板上测试了每

种纸张的切割能力。弹道明胶是一

种专门用于模拟人类和动物肌肉组

织的材料。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原来，纸张割伤是切割和弯曲之间

微妙平衡的结果。初步数据显示，太薄

的话，纸会紧贴皮肤。太厚的话，就无

法施加足够的压力来切割。垂直向下

施加压力比以一定角度切割更不容易

造成伤害。

科学家还发现，一张薄纸发生切割

之前往往会先弯曲。明信片等较厚的

纸张就像钝刀片，无法将足够的力集中

到一小块区域，因此无法切割明胶。

那么，哪种纸最危险？这篇发表于

《物理评论 E》的报告称：约 65微米厚的

纸张最容易实现切割。

从实际应用来看，用于点阵式打印

机的纸张可能是最危险的纸张。幸运

的是，这种纸张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

杂志纸紧随打印纸之后，也具有割伤皮

肤的风险。

这一研究结果衍生出一款 3D 打印

工具——“纸砍刀”。这个工具作为一

次性刀具使用，能切黄瓜、辣椒、苹果甚

至鸡肉，有望成为一种新型厨房工具。

多 厚 的 纸 容 易 割 伤 手 指 ？

科技日报北京8月 7日电 （记者

张梦然）医学界正致力于揭示环状

RNA 在生物学中的复杂性，这一研

究有望带领人们迎接癌症诊疗领域

的革命性突破。澳大利亚弗林德斯

大学发表在世界顶级癌症期刊之一

《自然评论·癌症》上的一项新研究预

测，在未来 5—10 年内，环状 RNA 在

改善癌症治疗和患者预后方面具有

巨大潜力。

文章表示，对环状 RNA 的探索

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科学家

揭示了这些独特的 RNA 分 子 在 癌

症生物学领域发挥的关键作用，通

过 了 解 环 状 RNA 在 癌 症 各 阶 段 的

特定功能，有望为创新诊断和治疗

方 法 铺 平 道 路 ，也 将 彻 底 改变肿瘤

学格局。

环 状 RNA 是 近 10 年 才 发 现 的

RNA 类型。与其他 RNA 的不同之

处在于，它是一个封闭 的 圆 环 。 此

次 研 究 回 顾 了 环 状 RNA 是 如 何 制

造 的 ，其 在 驱 动 癌 症 中 的 作 用 方

式 ，以 及 如 何 被 用 作 癌症的新型治

疗方法。

研究发现，环状 RNA 的数量是

所 有 其 他 RNA 总 和 的 10 倍 以 上 。

它们在几乎所有种类癌症的每个阶

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启动第

一个致癌突变到转移，甚至使癌细胞

对化疗产生抵抗力。

天然环状 RNA 可用于诱导免疫

反应以杀死癌细胞，类似合成疫苗靶

向病毒的方式。研究还发现，某些人

体 内 高 水 平 的 环 状 RNA 会 引 起

DNA 突变，从而导致白血病。

研究人员表示，环状 RNA 将在

未来的癌症检测和诊断中发挥重要

作用。环状 RNA 既可用作液体活检

（如血液）中的癌症生物标志物，以帮

助医生在核磁共振成像之前就知道

癌症何时开始；又可作为一种全新疗

法，通过增加或减少癌症中的特定环

状 RNA，使患有最难以治疗癌症（如

脑癌和胰腺癌）的患者受益。

全 球 每 年 新 发 癌 症 病 例 数 字

庞 大 ，人 类 正 在 与 癌 症 进 行 一 场

“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争 ”。 无 论 是 加 强

癌 症 筛 查 、推 广 癌 症 早 诊 早 治 ，或

是促进癌症诊疗规范化、提升公众

防癌意识等，都是人类防癌抗癌的

利器。与此同时，加强癌症防治技

术源头创新和科技攻关，更是人类

对付癌症的关键筹码。近年来，国

内外癌症创新药物不断涌现，新的

癌症诊疗方法也陆续被提出，这些

新 进 展 有 望 逐 步 提 升 癌 症 患 者 的

生存率，为人类防癌抗癌提供重要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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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7日电 （记者

张梦然）根据《自然·通讯》6 日发表

的一篇论文，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

斯 岛 新 发 现 的 距 今 约 70 万 年 前 的

人族牙齿和上臂化石表明，有些早

期人族的体型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

矮小。

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上曾

居住着身材异常矮小的人族弗洛勒

斯人，俗称“霍比特人”。他们身高

约 1 米，生活在约 6 万年前。这个地

区的其他动物也表现出不寻常的体

型，包括象的小体型近亲和巨鼠物

种，但对于该人族如何演化出这么

小的体型，学界仍有很大争议。过

去来自该地区的人族化石只有一块

颌骨和一些牙齿，而单纯用头部骨

骼来精确估计体型，对考古学家来

说十分困难。

此次，日本东京大学海部阳介团

队展示了来自该地区的新化石，包括

牙齿和部分上臂骨。分析发现，这可

能是迄今报道过最小的成年人肱骨，

估计该个体比约 60 万年后生活在这

一地区的弗洛勒斯人模式标本身高还

要矮 6厘米左右。

研 究 人 员 估 计 ，这 种 矮 小 体 型

的演化可能发生于 100 万—70 万年

前 ，他 们 同 时 认 为 ，小 体 型 人 族 是

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

考古学家分析“霍比特人”体型演化

科技日报北京8月 7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7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

显示，过去 10 年里澳大利亚大堡礁内

部和周围水温是过去 400 年里最热

的。这些变化增加了珊瑚大规模白化

和死亡风险，而原因很可能是由人为

导致的气候变化引起的。

大堡礁有多样性的生态网络，但

近年来出现了一连串的大规模白化事

件。这些事件的频率自 1980 年代的

首次记录以来一直在上升。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团队利用珊

瑚海内部和周围的珊瑚骨骼样本重建

了 1618—1995 年的海表温度数据，并

将这一数据集与 1900—2024 年的海

表温度记录数据相结合。团队发现

1900 年 前 的 温 度 相 对 稳 定 ，但 从

1960—2024 年，1 月至 3 月平均每 10

年升高 0.12℃。

团 队 指 出 ，在 出 现 大 规 模 珊 瑚

白 化 的 2016 年 、2017 年 、2020 年 、

2022 年和 2024 年，1 月和 3 月的平均

海表温度比重建的 1900 年前的任意

年 份 都 暖 很 多 ，而 且 这 5 个 年 份 亦

处于该地区过去 4 个世纪里最热的

6 个 年 份 之 列 。 进 一 步 模 拟 显 示 ，

1900 年后的变暖速度可归因于人为

影响。

团 队 指 出 ，即 使 全 球 变 暖 按 照

《巴黎协定》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

1.5℃以下，全球仍会损失 70%到 90%

的珊瑚。

大堡礁温度过去 10 年最热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自然自然》》网站网站

用于对伤口
进行电刺激的水
动力敷料。

图片来源：美
国北卡罗来纳州
立大学

大堡礁的白化珊瑚。
图片来源：奥夫·豪格-古德博

格/《自然》

点阵纸是最
容易割伤手指的
纸张类型。

图片来源：
ZME Science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