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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美国

罗彻斯特大学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表

明，逆转与老化相关的影响并恢复大

脑的“衰老处理系统”是完全可能的。

相关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衰

老》杂志上。

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其他

神经系统疾病被视为“脏脑疾病”，这

是因为大脑难以清除与这些疾病相关

有害毒素。衰老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关

键风险因素：随着年龄增长，大脑清除

毒素的能力会降低。

2012 年，研究人员首次报告了脑

淋巴这一独特的大脑毒素“清除器”。

脑淋巴系统能利用脑脊液清除正常活

动期间神经元和其他脑细胞产生的多

余蛋白质，为治疗与大脑蛋白质废物

积聚有关的疾病指明了方向。但研究

同时发现，在健康年轻的大脑中，脑淋

巴系统才能有效清除有毒蛋白质，而

随着年龄增长，该系统的效率会降低，

为神经系统疾病埋下隐患。

此次研究人员结合了先进成像和

粒子追踪技术，首次详细描述了含毒

素的“脏”脑脊液通过颈部淋巴管排出

大脑的路径。一旦载满蛋白质废物，

颅骨中的脑脊液就需要进入淋巴系

统，最终进入肾脏，在那里与身体的其

他毒素废物一起被处理。

研究人员测量了脑脊液流量，观察

并记录了颈部淋巴管的脉动——这一

机制有助于将脑脊液从大脑中抽出。

进一步动物实验显示，随着小鼠

年龄的增长，颈部淋巴管收缩频率会

降低，瓣膜也会失效。与年轻小鼠相

比 ，老 年 小 鼠“ 脏 ”脑 脊 液 流 出 的 速

度要慢 63%。

最重要的是，研究确定了一种名

为前列腺素 F2α的药物，能恢复淋巴

管功能。F2α作为激素类化合物已在

临床上用于催产，已知有助于平滑肌

收缩。而淋巴管内衬有平滑肌细胞。

当研究人员将这种药物应用于老年小

鼠的颈部淋巴管时，收缩频率和“脏”

脑脊液流出量均增加，恢复到年轻小

鼠的效率水平，进而解决了因年龄增

长而导致的大脑毒素清除速度变慢的

问题。

脑脊液清除毒素机制发现
有望恢复大脑“衰老处理系统”

随着数字世界蓬勃发展，数据中心

作为数据处理与存储的核心设施，重要

性日益凸显。同时，运行这些设施对清

洁能源的需求也急剧增加。近年来，数

据中心行业涌现出诸多新概念，从深入

海底到飞向太空，再到陆地设施的绿色

转型，这些新创意都是要破解数据中心

的能耗难题。

太空计划：环境优势，
得天独厚

将数据中心置于太空，这一设想正

逐步成为现实。太空中的丰富太阳能

与极低温度，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运行环境。

太空数据中心的想法并不新鲜。

为了探索太空数据中心的潜力，欧盟委

员会于 2022 年委托意大利著名航天器

制造商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牵

头，进行“欧洲净零排放和数据主权高

级空间云”（ASCEND）研究，探讨将数

据中心发射到轨道的可行性，以及太空

数据中心的潜力和环境影响，以帮助欧

洲在 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经过为期 16 个月的研究，阿莱尼亚航

天公司于今年 6 月得出了非常令人鼓

舞的结论。他们表示，太空数据中心在

技术、经济和环境上都是可行的。

根据 ASCEND 计划，太空数据中

心将在大约 1400 公里的轨道高度运

行。这一高度是国际空间站的两倍左

右。ASCEND 预计到 2036 年部署 13

个太空数据中心模块，每个模块占地约

6300 平方米，包含自己的数据中心服

务能力，总容量为 10 兆瓦，以实现云服

务商业化的起点。该计划最终目标是

在 2050 年前部署 1300 个构建模块，以

实现 1吉瓦的容量。

海底试验：自然冷却，
能效新高

如果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腿上，长时

间使用后会感到它在发热。设备过热

不仅会影响运行速度，还可能损坏器

件、导致火灾。因此，防止设备过热是

承载海量数据处理任务的数据中心的

主要关注点。

目前，数据中心使用的能源中，有

多达 40%用于其冷却系统，而随着全球

变暖导致气温升高，未来的冷却成本可

能会飙升。因此数据中心开发商正在

寻找更高效的降温方法，其中一些人将

目光投向了海底。

在此背景下，微软启动了“纳蒂克

项目”，并于 2018 年将一个装有 864 台

服务器的数据中心沉入苏格兰海底约

35 米处，利用自然低温环境进行冷却

试验。

在经过两年试验后发现，水下数据

中心的故障率极低，864台服务器中仅有

8 台出现了问题，故障率是地面的 1/8。

水下数据中心不仅比陆上服务器更稳

定，电源使用效率也更高，PUE 得分达

到 1.07。该得分是衡量数据中心效率

的标准指标，理想分数为 1.0，在此基础

上数值越低越好。普通数据中心的平

均得分为 1.55左右。

微软发言人表示：“虽然目前我们

尚未实际运营水下数据中心，但将继

续利用纳蒂克项目作为研究平台，探

索、测试和验证数据中心可靠性和可

持续性方面的新概念，例如液体浸没

技术。”

陆地布局：地热核能，
清洁供电

尽管海底与太空为数据中心提供

了新颖的解决方案，但传统陆基数据中

心仍是当前主流。为了提升能效、降低

碳排放、实现绿色转型，科技巨头们纷

纷布局绿色数据中心，探索利用地热、

核能等可再生能源供电。

例 如 ，谷 歌 和 Fervo 能 源 公 司 于

2021 年开始合作开发下一代地热能

源。2023年，该项目已开始为内华达州

谷歌数据中心提供3.5兆瓦的无碳电力。

许多大型科技公司也对用核能作

为稳定的清洁能源表现出浓厚兴趣。

亚马逊最近收购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的一座核动力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可

利用附近总装机容量达 2.5吉瓦的核电

站生产的电力。

与此同时，微软自 2022 年以来一

直在与专注于脱碳的非营利组织 Ter-

ra Praxis携手，试图将燃煤发电厂改造

成核能发电厂。为此，微软正在训练一

个人工智能系统，以简化新型核反应堆

建设审批流程。

新创意破解数据中心能耗难题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据发表

在最新一期《光学》期刊上的论文，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人员开发了

一种新型双光子荧光显微镜，能以细胞

分辨率高速拍摄神经活动。相较于传

统的双光子显微镜，这种新方法成像速

度更快，对脑组织的损害也更小，可更

加清晰地观察到神经元实时通信的情

况，有助于深入了解大脑功能和神经性

疾病。

双光子显微镜通过在整个样本区

域扫描一个小光点来激发荧光，并逐点

收集产生的信号，从而能深入小鼠大脑

组织进行成像。这个过程会重复进行，

以捕捉每个成像帧。尽管双光子显微

镜能提供详细的图像，但其速度较慢，

且可能对脑组织造成损伤。

新显微镜采用了一种新的自适应

采样方案，并用线照明取代了传统的点

照明。这种方案能对小鼠大脑皮层中的

神经活动进行活体成像，成像速度比传

统双光子显微镜快10倍，同时能将大脑

上的激光功率降低十分之一甚至更多。

研究人员使用新显微镜来拍摄活

体小鼠脑组织中的钙信号（神经活动的

指标）。该系统以 198 赫兹的速度捕捉

这些信号，比传统的双光子显微镜快得

多，并能监测到以往成像方法会错过的

快速神经元事件。

研究还表明，自适应线激发技术与

先进的算法相结合，可分辨出单个神经

元的活动。这对于准确解释复杂的神

经交互、理解大脑功能结构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表示，新显微镜提供了一

种能够实时观察神经活动的工具，可用

于研究疾病最早阶段病理，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神经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病和癫痫。该技术还可与光束

复用和远程聚焦技术相结合，进一步提

高成像速度或实现三维成像。

新显微镜从细胞层面实时观察神经元活动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据美国太

空网16日消息称，由美国西南研究院领导

的团队通过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观

测，确认名为灵神星（Psyche）的金属小行

星表面存在水合矿物（含有水分子的矿

物），且该星表面可能被水和一种铁锈化

学物质所覆盖。这一发现将加深人们对

太阳系小行星成分和水分布的理解。

灵神星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绕太阳

运行，是主小行星带中体积最大的天体

之一。之前的观测表明，灵神星密度很

大、主要由金属组成，整颗星可能是一

次强烈碰撞后残留的行星核心。

此次，研究团队利用韦布的近红外

光谱仪和中红外仪器，对灵神星北极进

行了详细观察。观测数据确认其存在

水合矿物。水合矿物中含有分子羟基，

羟基是一种化学物质，离变成水只差一

个氢原子。这些化学物质中有氢氧化

物，正是它与铁结合形成了铁锈。

目前推测，水合矿物可能来自外

部，即由撞击带来。因为如果是天然的

或内生的，那么灵神星的演化可能会推

翻现有小行星模型。

团队成员表示，人们对太阳系演化

的理解，与对小行星成分的解释密切相

关。了解小行星的成分和起源位置，有

助于人们了解太阳系中的物质是如何

分布与演变的。尤其对水分布的掌握，

更是科学家在太阳系内外寻找潜在生

命的重要依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已

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发射了“灵神星”

号探测器，该探测器正在以 22 亿英里

的速度飞行，预计 2029年 8月到达该小

行星。此次韦布望远镜提供了不同波

长的红外线观测结果，将与“灵神星”号

探测器项目一起为研究太阳系小行星

提供互补信息。

灵 神 星 表 面 可 能“ 生 锈 ”了

位于荷兰的谷歌数据中心。 图片来源：美国自由思考杂志网站

“欧洲净零排放和数据主权高级空间云”（ASCEND）研究的目的是比较太空数据
中心和地球数据中心对环境的影响，验证在轨道上开发、部署和运行此类中心的技
术可行性。 图片来源：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8日电 （记

者刘霞）随着机器人设备逐渐缩小，

对微米尺度电池的需求日益迫切。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设计出一

款新的微型电池，可为体内胶体机

器 人 、传 感 器 等 微 米 级 设 备 供 电 。

这些设备未来或能用于人体内药物

输 送 、天 然 气 管 道 泄 漏 定 位 等 领

域。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科学·
机器人》杂志。

新电池长 100 微米，厚 2 微米，是

一款锌空气电池。与其他类型的电池

相比，锌空气电池能量密度更高、寿命

更长。该电池从空气中捕获氧气，可

产生高达 1 伏的开路电压，能量密度

达到 760 瓦时/升，足以为一个微型电

路、传感器或执行器供电。

近 年 来 ，该 团 队 一 直 在 研 究 能

够感知和响应环境刺激的微型机器

人，但开发这种机器人面临诸多挑

战，其中包括确保有足够电力供其

运行。虽然已能用太阳能为此类设

备供电，但必须始终有激光器或其

他光源与机器人相连。如果想让微

型机器人进入更小空间，赋予其更

高自主性至关重要。而电池对于那

些无法与外界连接的设备来说不可

或缺。

电池由铂电极和锌电极组成，锌

电极嵌入名为 SU-8 的聚合物条内。

当电极与空气中的氧分子相互作用

时，锌被氧化并释放出流向铂电极的

电子，从而产生电流。

测 试 结 果 显 示 ，这 种 电 池 产 生

的电力足以驱动一个执行器（可升

降的机器人手臂），还可为忆阻器和

时钟电路供电，也能同时驱动两种

不同类型的传感器。研究人员还在

努力提高新电池的电压，以扩大其

应用范围。

团队计划，在此基础上开发自主

能力更强的微型机器人，包括注射到

人体内的微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

到达体内后，可找到目标部位，并释

放胰岛素等药物。这些设备将由生

物相容性材料制成，完成任务后材料

就会分解。

从手机、电动汽车到机器人，智

能终端的形态日益丰富，它们对电池

的需求也愈发多样化。手机电池像

块巧克力，追求轻薄化、高性能；电动

汽车电池是个大块头，侧重长续航和

安全性。而用于匹配微型机器人的

电池，则在尺寸上追求极致“迷你”，

这就更需要在尺寸与性能之间达到

更微妙的平衡。总之，智能终端的不

断发展，推动电池领域持续创新。反

过来，电池技术的变革，进一步让更

多超乎想象的智能设备成为现实，走

进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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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运动

有益健康，但人们并非总是想去锻炼，

这究竟受到什么影响？西班牙国家癌

症研究中心萨比奥研究团队发现了与

身体运动有关的 3 种蛋白质，这些蛋

白质可能是激活运动欲望的“开关”。

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进展》

杂志上。

肌肉本身可通过肌肉与大脑之

间的一条信号通路来调节人们对运

动的兴趣，这是导致人们在运动时

会 产 生 更 强 烈 锻 炼 冲 动 的 原 因 之

一。研究表明，这一信号通路在小

鼠和人类调节体力活动中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凸显了这条通路在

治疗肥胖和代谢性疾病中具有潜在

治疗作用。

他们观察到，当肌肉因运动而反

复剧烈收缩时，同一家族的两种蛋白

质的通路会被激活：p38α和 p38γ。

研究表明，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取决于

这两种蛋白质的激活程度。

第三种蛋白质是白细胞介素 15

（IL-15）。研究人员观察到，运动激

活 p38γ会诱导 IL-15 的产生，而这

种蛋白质对控制运动的大脑皮层区

域有直接作用。血液中 IL-15 的增

加起到向大脑发出信号以增强运动

的作用，从而使动物自愿变得更加

活跃。

当 动 物 被 要 求 进 行 定 期 运 动

时 ，p38γ 的 激 活 程 度 也 高 于

p38α。研究人员推测，训练本身能

够维持运动欲望。在人类中，研究

人员观察到两种 p38 蛋白在肌肉中

随着运动强度增加而激活。研究人

员发现，动物运动诱导的 p38γ激活

会 导 致 IL-15 的 产 生 ，进 而 增 强 自

发性身体活动。此外，他们还观察

到人类在运动后也存在这种情况，

由此推测这一信号通路在促进人群

运动行为方面的临床意义。

影响运动欲望的“分子开关”找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瑞典隆

德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证

实，尽管大黄蜂的大脑很小，但它们

的导航能力却可与人类相媲美。研

究结果有助开发自主导航机器人，在

GPS 不 起 作 用 情 况 下“ 大 显身手”。

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

大黄蜂似乎和脊椎动物一样具有

导航能力，在某些方面，其方向感与人

类相当。大黄蜂的大脑中可储存多种

空间记忆，以便在需要时调用。研究

人员解释说，大黄蜂会在飞行过程中

不断监测方向和距离，并利用这些信

息在大脑中创建空间矢量，将这些导

航经验存储在长期记忆中。这种非凡

的定位能力使它们能够在经历漫长且

充满挑战的迁徙之旅后，精准地重返

故土。

最新研究为理解大黄蜂为何具有

可与人类相媲美的导航能力提供了重

要线索。科学家或能基于大黄蜂处理

地理信息的方式研发自主导航机器

人，应用于难以使用 GPS的地震灾区、

战区或洞穴。

新研究也有助加强人们对动物的

理解。尽管大黄蜂的大脑较小，认知

能力相对有限，但它们可像人类一样

进行复杂的导航，这一点令人们对其

刮目相看。

大黄蜂导航能力媲美人类

天文学家确认灵神星表面存在水
合矿物。

图片来源：NASA 喷气推进实验
室/西南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