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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大脑

各区域是如何交流、整合信息，最终

形成一个连贯整体的，至今仍然是个

谜。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医学院团队通过脑电记录揭示了人

脑神经元如何同步，使人们更接近解

决这一谜题。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

一期《自然·人类行为》杂志上。

不同大脑区域的同步称为“共同

涟漪”，它对于将不同的信息片段整

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连贯整体至关重

要。就像大型合唱团需要组织起来

才能发出一致声音一样，大脑神经元

也需要协调才能产生一致的想法或

行 动—— 共 同 涟 漪 能 使 人 类 能 整 合

信息并理解世界。共同涟漪不出现

时 ，神 经 元 几 乎 不 会 对 彼 此 产 生 影

响；而其一旦出现，大脑皮层中大约

三分之二的神经元就会同步。

但 由 于 非 侵 入 性 脑 部 扫 描 的 局

限性，在人类身上很难观察到大脑皮

层的共同涟漪。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团队使用了颅内脑电图扫描，从颅骨

内部检测大脑的电活动。他们研究

了一组 13 名有耐药性癫痫的患者，这

些患者已接受侵入性脑电图监测作

为护理的一部分，让团队有机会更深

入地研究大脑活动。

团 队 向 参 与 者 展 示 了 一 系 列 动

物名称，中间穿插着一串随机的辅音

或无意义的字体，然后要求他们按下

按 钮 来 指 示 他 们 看 到 的 动 物 名 称 。

团 队 在 这 些 测 试 中 观 察 到 了 3 个 认

知阶段：最初阶段，在大脑皮层的视

觉区域中，参与者可看到单词，但不

会意识到；第二阶段，这些信息通过

共同涟漪传播到大脑皮层中涉及更

复 杂 认 知 功 能 的 其 他 区 域 ；最 后 阶

段，同样是共同涟漪，大脑皮层上的

信息被整合成有意识的知识和行为

反应——按下按钮。

团 队 发 现 ，在 整 个 练 习 过 程 中 ，

参与这些认知阶段的大脑各个部分

之间，都会产生共同的涟漪效应，而

且当参与者阅读真实的单词时，涟漪

效应会更强。

这 项 研 究 探 索 了 皮 质 中 数 十 亿

个 神 经 元 是 如 何 协 调 以 处 理 信 息

的 ，研 究 结 果 对 于 人 们 理 解 大 脑 功

能和人类经验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

意义。

展 现 人 脑 如 何 处 理 信 息 ——

神经元产生“共同涟漪”过程揭秘

1924 年 7 月，一位名叫汉斯·伯格

的德国精神病学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

首次脑电图测试，用于检测大脑的电

活动。

这项技术不仅彻底扩展了人们对

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还使神经科学

家能够诊断癫痫、痴呆、偏头痛和睡眠

障碍等疾病。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

人们对大脑的探索之旅依旧道阻且

长。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谜题接踵

而至，激励着科学家继续完善、革新脑

电图技术。

如今，在脑电图诞生 100 周年之

际，来自全球各地的 500 多名专家前瞻

性地探讨了其未来面临的挑战和优先

事项。这些专家的意见被汇聚在英国

利兹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中，发表在

最新一期的《自然·人类行为》杂志上。

未来创新展望

专家们列举了一系列关于脑电图

技术引人入胜的未来创新，其中包括

利用脑电图提升认知能力、早期识别

学习障碍、作为先进测谎手段，以及作

为重度运动障碍与闭锁综合征患者的

重要沟通桥梁等。

专家认为，有些创新有望在一代

人之内实现，如实时、可靠地诊断癫

痫、肿瘤等脑部异常仅需 10—14 年即

可实现；实现读取梦境和长期记忆内

容的可能性则大大降低，一些专家判

断这还需 50 年以上。

利兹大学研究员多米尼克·韦尔

克表示：“未来脑电图技术的一个潜在

应用是对驾驶员或飞行员进行警觉性

监控，帮助他们判断自己是否快要睡

着，然后唤醒他们或告知需要副驾驶

接班了。”

100 年来，记录脑电图所需的硬件

设备在原理上相对基础且保持不变。

但自那时以来，对数字记录数据的分

析和人们利用这些数据所做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的调查研究认为，随着人工智

能驱动的自动化技术进步，有望改进

和加快复杂数据的分析速度。脑电图

设备正逐步向低成本、高便携性与用

户友好型方向发展。脑电图技术还具

有无创优势，更是让其在众多神经成

像技术中脱颖而出。

促进健康平等

未来 20 年，脑电图技术有望广泛

应用于游戏和虚拟现实领域，这一前

景让游戏玩家兴奋不已。而更为深远

的意义在于，这一技术的普及将有助

于缩小健康不平等差距，让全球范围

内的更多人享受到神经成像技术带来

的益处。

“展望未来，从硬件方面来看，脑

电图设备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且易于

实现；从分析和软件方面来看，借助这

些新的计算技术，可以真正将脑电图

推广到非常庞大的用户群。”韦尔克表

示，“与其他方法（如磁共振成像或植

入式设备）相比，脑电图有潜力使神经

成像技术惠及全世界所有人。”

利兹大学认知科学教授兼沉浸式

技术中心主任费萨尔·穆斯塔克表示，

人们目前掌握的有关人类大脑的几乎

所有数据都来自世界上极小一部分

人。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正在阻碍推

广研究成果和改善全球大脑健康的能

力。脑电图作为一种成本效益和可行

性较高的神经成像工具，适用于全球

各种环境。这有助于建立一门包容并

代表全球人口的神经科学。

伦理道德考量

在对脑电图技术前景保持乐观的

同时，也有受访专家发出警示。他们

担忧，脑电图技术未来可能带来种种

风险，例如未能遵守既定标准和协议，

又如因新型商业应用的诱惑而引发伦

理问题。

韦尔克忧虑道：“一些跨国科技公

司可能会热衷于推广脑电图或其他神

经成像技术，他们或许只是为了挖掘

更多关于用户的信息，包括其偏好、情

绪等认知状态。但是，这种方式真的

应该被采用吗？”

韦尔克强调，保护用户的认知自

由和精神隐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伦理

议题。

此次调查的另一个目的是，确定

脑电图领域未来发展的优先方向。穆

斯塔克教授认为，脑电图与人工智能

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相结合，或彻底改

变人机交互方式，并在未来百年内对

科学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要实现

这一愿景，神经科学界必须从学术、临

床到工业领域全面发力，共同推动稳

健、道德、包容且可持续的实践标准。

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

事会生物科学健康战略部主管萨达

娜·夏尔马表示：“在我们拥抱生物科

学发展的同时，重点仍是促进跨学科

合 作 ，推 动 全 球 范 围 内 脑 科 学 的 进

步。”

百年济世成就斐然 探索之旅道阻且长

脑 电 图 技 术 将 走 向 何 方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美国克利

夫兰诊所勒纳研究所科学家报告称，在

小鼠身上开展的测试结果显示，他们开

发的通用流感候选疫苗引发了强烈的

免疫反应，且能在动物接触病毒后保护

其免受严重感染。相关论文发表于最

新一期《病毒学杂志》。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计划在 1—3

年内启动该候选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

最终研制出一款能跨越不同季节，并应

对所有流感菌株的通用疫苗。

流感病毒不断演变，现在每年可

用的流感疫苗都是为抵御预计当年会

流行的特定毒株而定制的。科学家希

望开发出通用流感疫苗。科学家已经

确定了 4 种流感病毒，其中甲型流感

和乙型流感对人类的影响最大。季节

性流感疫苗囊括了来自 3 种或 4 种流

感病毒亚型的蛋白。但由于病毒变异

速度太快，预测哪些毒株杀伤力最强，

并据此选择囊括哪些蛋白，无异于猜

盲盒。

此次，研究人员使用“计算优化的

广泛反应性抗原”（COBRA）方法，设

计出了这款候选疫苗。他们首先从在

线数据库下载了数千个跨越多个季节

的致病性流感毒株的基因序列，然后对

这些序列进行了数字分析，以确定哪些

氨基酸（蛋白的组成部分）跨越不同季

节，并出现在每种病毒中。其中包括

H1 和 H3 型流感病毒的蛋白，也包括

H2、H5和 H7型病毒的蛋白质。

这款候选疫苗的使用方式为鼻内

给药。血液测试显示，4 周后小鼠已经

产生了针对病毒的抗体，接触病原体后

不会感染。

COBRA 方法不仅限于寻找流感

重组蛋白，也能用于分析 mRNA 等生

物分子，或用于开发靶向登革热等多种

病毒的疫苗。

通用流感候选疫苗动物实验效果显著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团队开发出了

一种能够在水面上滑行的自供电“虫

子”，有望推动水上机器人技术发展。研

究成果发表在近期《先进材料技术》上。

科学家预测，到 2035 年将有超过

一万亿个自主节点作为物联网的一部

分融入人类的所有活动中，几乎任何物

体（无论大小）都会向中央数据库提供

信息，且这一过程无需人类参与。但地

球表面 71%的面积被水覆盖，为了应对

这一挑战，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启动了一项名为“物联网海

洋”的项目。

过去 10 年，研究团队在美国海军

研究办公室的资助下，致力于开发使用

寿命至少为 100 年的细菌供电生物电

池。最新的“虫子”机器人也采用了类

似技术，因为在恶劣条件下，这种技术

比太阳能、动能或热能系统更可靠。机

器人界面一侧亲水，另一侧疏水，可从

水中吸收营养物质并将其保留在设备

内，为细菌孢子的生长提供能量。

当环境对细菌有利时，细菌会变

成营养细胞并产生能量；当环境不利

时，如天气非常寒冷或缺乏营养，它

们就会变回孢子。如此可延长使用

寿命。

研究表明，细菌供电的发电量接近

1 毫瓦，足以驱动机器人的机械运动以

及可跟踪环境数据（如水温、污染水平、

商业船只和飞机的运动以及水生动物

的行为）的传感器。“虫子”机器人可被

派遣到任何需要的地方，比起目前的

“智能浮标”（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固定传

感器），有了很大进步。

自供电“虫子”可掠过水面探测数据
有 望 推 动 水 上 机 器 人 技 术 发 展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5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和日本科学家开发出全

球首个基于微机电系统（MEMS）的

二维（2D）材料原位转角调控平台。

这 个 指 甲 大 小 的 平 台 名 为

“MEGA2D”，具备高度灵活性和精确

度，可通过电压精确控制 2D 材料的

间距、旋转等。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

一期《自然》杂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学家认

为，这项研究扩展了科学家操控低维

量子材料的能力，也为研究新型 2D

和 3D 混合结构铺平了道路，在凝聚

态物理、量子技术等领域具有广阔应

用前景。

2018 年，《自然》杂志刊发的一篇

论文指出，当两层平行石墨烯之间的

扭转角度达到约 1.1°的“魔角”时，就

能“变身”为超导体。这一发现让人们

对新量子技术满怀期待，“转角电子

学”应运而生。

然而，要想透彻研究扭转现象，必

须制备数十到数百种不同配置的转角

石墨烯结构，这一过程费时费力。而

且，对两片单层原子进行连续动态转

角调控也很难实现。此次团队开发出

的 MEGA2D平台有望克服这些难题。

使 用 MEGA2D 平 台 ，团 队 借 助

少量样品，对转角六方氮化硼（石墨

烯的近亲）的多种特性进行了研究，

并测量了范德华力。在此基础上，他

们发现了该结构非线性光学性质内

的“漩涡”。研究人员说，这些漩涡类

似于“半斯格明子”。斯格明子是一

种拓扑准粒子，存在于一些磁性材料

内，人们从未想到会在非线性光学系

统内出现。

研究团队表示，除用于转角电子

学领域外，MEGA2D 平台也可用于

可 调 谐 集 成 光 源 和 量 子 计 算 等 领

域。他们还希望借助该平台，厘清扭

转石墨烯和其他范德华材料的秘密，

并催生新的发现。范德华材料是由

多个单层 2D 材料通过范德华力组装

而成的材料。

以 石 墨 烯 为 代 表 的 二 维 材 料

“家族”，是近年来材料领域的研究

热点。这类材料往往具有独特性能

优势，在高科技领域拥有广阔应用

前景。不过，科学界对二维材料的

研究犹处于起步阶段，对其性能的

认知仍在不断提升，对其制备和操

控还存在不少待攻克的难题。这意

味着，科学家需要在二维材料研究

的方法、工具上持续探索和创新，从

而为推动二维材料相关研究向纵深

发展铺平道路。

微
型
二
维
材
料
调
控
平
台
面
世

为
研
究
﹃
魔
角
﹄
石
墨
烯
、量
子
技
术
等
提
供
工
具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新一

期《自然·催化》发表的一篇论文，科学

家报告了一种电化学方法，能将含硝

酸盐的废水转化成氨和净化水。

氨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化学品之

一，其作为化肥等物质的全球年需求

量达到 1.8 亿吨。由于其生产过程依

赖于高温高压条件以及大量使用氢气

作为原料，氨的生产每年贡献全球

1.4%的 CO2 排放，消耗 2%的全球能

源。同时，农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的

硝酸盐流失可能会污染水资源。

现有电化学装置生产的氨溶液

与支持电解质（盐）混合后，必须浓缩

到高浓度，然后再进行分离以获取氨

产品。美国莱斯大学团队设计了一

种三腔的电化学装置，能将废水转化

成氨和净化水。将废水加入装置，流

经多孔的固态电解质层，使硝酸盐溶

液转化成水和氨气。硝酸盐污染物

被从水中去除，同时产生氨气，无需

进一步净化。这个过程很有效，而且

在工业废水的常见硝酸盐浓度，即

2000ppm（1ppm 为百万分之一）下就

能产生净化水和氨气，而无需额外的

支持电解质。

研究团队总结说，这种装置能实

现更为环境友好的氨生产方式，同时

有助于废水处理。但他们还提到，这

些成果基于实验室设置，未来的研究

需要评估这种装置在实际应用中的适

用性。

新方法净化废水同时制氨

一种能够在水面上滑行的自供电
“虫子”机器人。

图片来源：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图上的线条代表大脑皮层中与语
言处理相关的各个区域之间的连接。
当阅读时，这些区域的神经元会以精确
同步的方式激发，这种现象被称为共同
涟漪。

图片来源：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据近

日发表于《探索食物》期刊的一项新研

究，来自以色列、冰岛、丹麦和奥地利

的国际团队使用先进生物技术，培育

出了含有生物活性维生素 B12的螺旋

藻，含量与牛肉水平相当。这是首次

报道螺旋藻中含有生物活性维生素

B12。

新研究有望解决一种最普遍的微

量营养素缺乏症。全球有超过 10 亿

人患有 B12 缺乏症，而依赖肉类和乳

制品来获取足够的 B12（每天 2.4 微

克），给环境带来了极大挑战。

已有科学家提出，将螺旋藻作为

肉类和乳制品的替代品，这样更可持

续。但传统螺旋藻含有一种人类无法

生物利用的形式，阻碍了其成为替代

品的可行性。

此次团队开发了一种生物技术系

统，该系统采用光子管理（改良光照条

件）来增强螺旋藻中活性维生素 B12

的生产，同时还生产具有抗氧化、抗炎

和增强免疫功能的其他生物活性化合

物。这种创新方法可生产营养丰富的

生物质，同时实现碳中和。其中生物

活性维生素 B12的含量在纯化培养物

中 为 1.64 微 克/100 克 ，而 牛 肉 中 为

0.7—1.5微克/100克。

结果表明，通过光照控制螺旋藻

的光合作用，可产生人体所需水平的

活性维生素 B12，为传统动物源食品

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替代品。

人工培育螺旋藻含B12水平与牛肉相当

本研究中所用的光生物反应器内
部视图。

图片来源：《探索食物》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