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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据最

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借助由脑组

织创建的神经元及其连接图——“连

接组”，再结合人工智能（AI），美国与

德国科学家达成了此前从未实现的突

破：无需对活体大脑进行任何检测，便

能预测单个神经元的活动。

数十年来，神经学家在实验室耗

费大量时间，精心检测活体动物的神

经元活动。这些实验虽为理解大脑工

作原理带来突破性见解，但仅触及表

面，大脑大部分区域仍未被探索。

此次，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

所珍莉亚研究园区和德国图宾根大学

研究团队运用 AI和连接组，来预测活

体大脑中神经元的活动。他们仅凭借

从果蝇视觉系统连接组中收集的神经

回路连接信息，以及对该回路功能的

猜测，便创建出果蝇视觉系统的 AI模

拟，预测出回路中每个神经元的活动。

研究团队利用连接组，构建了果蝇

视觉系统的力学网络模拟。在该模型

中，每个神经元和突触都与大脑中的真

实神经元和突触相对应。尽管他们不清

楚每个神经元和突触的动态变化，但连

接组的数据使团队能运用深度学习方法

推断这些未知参数。他们随后将这些信

息与有关运动检测的知识相结合。

新模型可预测果蝇视觉系统中

64 种神经元在响应视觉输入时产生

的神经活动，并且准确重现了过去 20

年进行的 20多项实验研究。

这项研究改变了神经科学家检验大

脑工作原理的方式。原则上，科学家现在

可使用该模型模拟任何相关实验，并生成

可在实验室进行测试的详细预测。

团队表示，连接组的静态快照与

活体大脑中实际的动态计算之间，一

直存在巨大差距，而新模型弥合了这

一差距。

无 需 对 大 脑 进 行 任 何 检 测

AI结合“连接组”可预测神经元活动

在生活工作中，人们已能感受到

生成式 AI 的强大。但除了覆盖到日

常生活，还有一类领域也正在被 AI模

型悄悄改变——医学中的癌症诊断。

革命性的转变就在眼前。现在，

美国哈佛医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布莱

根妇女医院联合团队设计了一种多功

能的、类似 ChatGPT 的 AI 模型，能对

多达 19 种癌症作出精确诊断。在近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对这种全新

一代 AI 进行了详细介绍。和目前大

多数 AI 诊断方法相比，新的 AI“癌症

专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可以说，它既是 AI 发展过程中

的里程碑，也是癌症诊疗界一次质的

飞跃。

具备大语言模型的灵活性

目前的癌症诊断 AI，通常被训练

来执行“特定任务”，如检测某种癌症

是否存在，或预测某种肿瘤基因图

谱。这些 AI 通过识别和训练之后，

可在较短时间内判断组织样本是否

存在肿瘤，也能部分预测肿瘤组织的

侵袭性。

这些 AI 仅能在少数肿瘤类型中

进行有限的诊断和预测。AI 工程师

认为，这远未发挥出 AI的全部实力。

相 比 之 下 ，新 一 代 AI 具 有 与

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一样的灵活

性，可执行广泛的任务。研究人员用

其在 19种癌症类型中进行了测试。

虽然近期已出现了其他基于病理

图像的医学诊断基础 AI 模型，但据

信，这是第一个能预测患者结果并在

国际患者群体中得到验证的模型。

该 AI 模型通过读取肿瘤组织的

数字幻灯片来工作。它可根据图像上

看到的细胞特征检测癌细胞，预测肿

瘤的分子特征，其准确度高于大多数

当前 AI 系统。它可预测多种癌症的

患者生存率，并准确定位肿瘤周围组

织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患者对手术、化

疗、放疗和免疫疗法等标准治疗的反

应有关。

换句话说，在此前未知的、与患者

生存相关的肿瘤特征领域，AI 工具似

乎产生了新的“见解”。

拥有超越“前辈”的准确率

研 究 人 员 将 新 模 型 命 名 为

CHIEF，是“临床组织病理学成像评估

基础”之意。它首先要用 1500 万张未

标记图像进行训练，然后，再基于 6 万

张全切片图像进行进一步训练，样本

包括肺部、胃部、结肠、大脑、肝脏、胰

腺和肾上腺皮质等 19 种组织。通过

训练模型查看图像的特定部分和整个

图像，它能将一个区域的变化与整体

背景联系起来。

这种方法，使 CHIEF 能比“前辈”

AI 都更善于考虑广泛背景。而这种

全面解读，几乎带来了图像诊疗学的

飞跃。

为 了 证 明 CHIEF 并 非“ 虚 有 其

表”，团队利用来自全球 24 家医院和

患 者 群 体 的 32 个 独 立 数 据 集 中 的

19400多张全幻灯片图像，测试了其性

能。

CHIEF 在癌症检测方面实现了

近 94%的准确率。在从独立队列收集

的 5 个活检数据集中，CHIEF 在食道、

胃、结肠和前列腺等多种癌症类型中

的准确率达到 96%。当团队利用手术

切除的结肠、肺癌、乳腺癌、子宫内膜

和 宫 颈 肿 瘤 等 未 见 过 的 样 本 测 试

CHIEF时，准确率也超过 90%。

总体而言，CHIEF 诊断的准确率

比现在最先进的 AI 方法高出 36%，且

不仅是癌细胞检测，还有肿瘤来源判

断、患者结果预测，以及对治疗反应相

关基因的识别。

由于其进行过多功能训练，无论

肿瘤细胞是通过活检还是手术切除获

得 ，CHIEF 的 判 断 都 同 样 出 色 。 而

且，无论使用何种技术将癌细胞样本

数字化，它的准确性都一样高。这种

适应性使它可用于不同的临床环境。

将是病理科医生的好帮手

值得注意的是，肿瘤的基因组成，

其实是决定其未来“行为”和最佳治疗

方法的关键线索。

现在，AI 的能力结合人类病理学

医生的经验，能以前所未有的快速、经

济的方式，高效识别图像上提示特定

基因组畸变的细胞模式。

在查看全组织图像时，CHIEF 能

以超过 70%的总体准确率识别 54种常

见的癌症基因突变。对于特定癌症类

型的特定基因，它的准确率更高。为

了更好地协助人类医生，AI 在图像识

别之后，会可视化这些重点区域，并反

映出癌细胞与周围组织之间的相互作

用，再生成“热图”。当人类病理学家

分析这些 AI得出的热点时，那些值得

注意的信号就会非常醒目。

这进一步凸显出 AI 可提高临床

医生有效、准确评估癌症的能力。

但即使是这样革命性的诊疗 AI，

也远不是十全十美。

科学家正在计划进一步提高它的

性能，方法则是一组接一组的“特训”：

对罕见疾病和非癌症组织图像进行额

外训练；用细胞完全癌变之前的癌前

组织样本进行训练；向模型提供更多

分子数据，以增强其识别不同侵袭程

度癌症的能力……

在“特训”后，AI 不仅能帮助人类

医生诊断癌症，优化治疗方案，还能预

测那些层出不穷的新型癌症疗法的益

处和副作用，真正帮助医生和患者少

走弯路。

AI“癌症专家”催化诊疗技术革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网站近日报道，英国研

究人员正着手设计全新探测器来捕

获暗物质。下一代探测器的规模将

为目前世界上最灵敏的暗物质探测

器 LUX-ZEPLIN（LZ）的 10 倍 ，希 望

能发现更广泛的潜在暗物质候选粒

子或其他新物理现象。

新 探 测 器 将 由 帝 国 理 工 学 院 主

导的一个大学联盟携手英国科学技

术设施委员会下属伯毕地下实验室

共同建造，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已

经拨付了 800 万英镑启动资金。

暗物质是指人类肉眼看不到、摸

不着，且使用天文望远镜和电磁学手

段观测都无法捕捉到的物质，估计占

宇宙总质量的 85%。伯毕地下实验室

主任希恩·鲍林教授表示，无论是发

现还是排除暗物质的存在，都是科学

领域的巨大飞跃，有望彻底改变人类

对宇宙的理解。

新设施计划分两个阶段开发：先

在地下 1100 米深处建造一个清洁的

制造设施；随后，在位于地下 1300 米

深处的新实验室内安装该探测器。

拟建探测器外观类似一个“保温

瓶”，其中可容纳 100 吨液氙。科学家

认为，当暗物质粒子穿越地球时，偶

尔会与探测器内的液氙发生相互作

用，产生微小但可检测的闪光，可作

为暗物质粒子存在的证据。

下 一 代 实 验 的 规 模 比 LZ 实 验

大 得 多 ，捕 捉 到 暗 物 质 粒 子 和 普 通

物质之间罕见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将

极 大 提 高 ；它 或 许 还 能 找 到 粒 子 衰

变 的 证 据 ，帮 助 解 释 为 什 么 人 类 目

前 已 知 的 宇 宙 仅 由 普 通 物 质 组 成 ，

而反物质却消失无踪；此外，它甚至

可能探测到其他新物理学现象存在

的证据。

英着手设计全球最大暗物质探测器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一名 46

岁的患者在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

心接受了一项全眼和部分面部移植手

术。经过一年的术后恢复，移植的眼睛

保持健康，视网膜可对光线作出反应，部

分恢复了视力。尽管视力未完全恢复，

但眼压和血流状态正常，超出了此前动

物研究的预期。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

杂志》介绍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

长期以来，全眼移植一直是医生和

科学家追求的目标。这项史无前例的

移植手术突破了重建手术和移植医学

的界限，为治疗严重面部损伤和通过移

植恢复视力带来了新的可能。手术的

成功有望促进涉及关键感觉器官复杂

移植的进一步发展。

该患者名为亚伦·詹姆斯，在 2021

年 6 月担任电工时，遭遇了一场电气事

故，失去了惯用的左臂、左眼、下巴和鼻

子。两年来，他无法正常进食固体食

物、品尝味道，没有嗅觉，也无法说话。

2023 年 5 月，一支大型医疗队为詹

姆斯移植了整只左眼、眼窝、鼻子、一块

下巴骨以及相关肌肉、神经和血管。手

术耗时约 21小时。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纽约大学朗

格尼医学中心外科医生丹尼尔·塞拉

迪尼表示，他们从未想到詹姆斯移植

的眼睛能部分恢复视力，因为没有任

何证据表明捐赠者的视神经能成功连

接到詹姆斯的大脑。视神经是中枢神

经系统的一部分，负责将视网膜信息

传递到大脑。如何再生这一系统仍是

个谜，但这次手术让研究人员离目标

更近了一步。

美国斯坦福大学拜尔斯眼科研究

所眼科学教授兼主任杰弗里·戈德堡在

同期杂志上发表评论称，视力没有完全

恢复并不意外，因为动物前临床研究已

表明再生视神经非常困难。

他表示，手术团队将詹姆斯骨髓中

的干细胞注射到视神经周围组织，这一

技术尚未在动物身上得到验证，如果细

胞长成肿瘤，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幸

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这种情

况。另一个风险是，如果捐献眼球的视

神经再生，可能会损害詹姆斯另一只眼

睛的视力，因为两只眼睛的信息输入在

大脑中可相互作用。然而，也没有出现

这种并发症的迹象。戈德堡说，首个病

例的治疗效果令人兴奋，为通过全眼球

移植恢复视力奠定了基础。

世界首例全眼移植手术效果超预期
患 者 恢 复 部 分 视 力 眼 压 血 流 状 态 正 常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8日电 （记

者张佳欣）卡塔尔威尔康奈尔医学院

科学家通过分析 391 名志愿者的血

液、尿液和唾液样本中的数千种分子，

绘制出人体及其复杂生理过程的分子

图。这些数据被整合成一个强大的交

互式可视化网络工具，名为“连接组

学”。这一工具有助于研究人体复杂

的分子构成，发现与各种疾病相关的

潜在特征。相关研究发表在新一期

《自然·通讯》杂志上。

人体分子过程是指在细胞内和细

胞间发生的化学反应和相互作用，包

括 DNA复制、蛋白质合成、能量产生、

细胞通讯和各种途径代谢等关键功

能。这些过程受到复杂的蛋白质—蛋

白 质 、蛋 白 质 —DNA 和 蛋 白 质 —

RNA 相互作用的调控，最终使人体能

够执行各种生命活动。

将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

学、蛋白质组学等研究形式相结合的

方法称为多组学。近年来，这种方法

已成为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深入了解

人体和疾病内在机制的关键策略，为

开发新疗法提供了可能。研究人员

从卡塔尔糖尿病代谢组学研究数据

中收集了多份血液、尿液和唾液样

本。这些样本提供了一个极其丰富

的数据集，其中包括 6300 个单独的分

子数据点，如基因组数据（DNA）、转

录组（RNA）、蛋白质和代谢物（如氨

基酸、糖和脂肪）等。研究人员在 18

个不同的高通量分析平台上对样本

进行了表征，还确定了每位参与者的

遗传变异、DNA 甲基化位点和基因

表达信息。

最终，研究人员揭示了遗传特征

与特定蛋白质、代谢过程和疾病之间

的关联和途径。然后，他们还将所有

个体的海量数据整合到一个在线网络

工具中。利用这一免费的在线参考工

具，科学家可研究人体在分子水平上

的运作方式，作出假设并通过实验进

行检验，进一步理解各种疾病机制。

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基因

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

学等与之相关的众多细分学科领域应

运而生。这些细分领域从不同侧面或

角度对生命现象进行解释，加深了我

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知。然而，不可

忽视的是，人体的运行是一个整体。

将这些组学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有

助于科学家更全面地从分子水平理解

人体复杂的生理过程，从而进一步寻

找维持健康、防治疾病的科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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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瑞典卡

罗林斯卡学院和荷兰马斯特里赫特

大学科学家携手，成功开发出一种新

检测技术，能在单次检测中精准筛查

出胚胎内所有已知的基因变异。与

现有检测方法相比，该技术更准确快

捷，为那些有遗传疾病的父母诞下健

康宝宝带来可能。相关论文发表于

最近的《自然·通讯》杂志。

有些准父母可能诞下罹患严重

遗传病的婴儿，或因染色体异常而

反复流产。因此，他们会选择进行

植入前基因检测（PGT）。PGT 会筛

查胚胎内已知的基因异常，医生随

后 将 无 异 常 的 胚 胎 植 入 母 亲 子 宫

内。但现有技术只能检查胚胎遗传

信息的特定部分，而基因变异可能

发生在不同地方。因此，准父母们

需要接受不同检测，以筛查不同类

型的基因变异。

研究人员新开发出的检测技术

能一次分析胚胎的整个基因组，包括

所有基因和染色体，更快、更有效地

检测出已知的基因变异。这一创新

不仅极大提高了基因检测的准确性

和效率，也意味着无需为每种疾病开

发测试方法。而且，新技术还能检测

出线粒体 DNA 中的特定基因变异。

研究团队表示，除了能更完整地

揭示整个胚胎的基因异常外，新技术

甚至可以揭示遗传物质内最小的错

误，准确率高达 99%以上。

新技术一次性查出胚胎内基因变异

科技日报讯 （记 者张梦然）据

《自然·地球科学》最新发表的建模

研 究 ，在 高 排 放 场 景 下 ，未 来 20 年

里全球 70%的人口可能都会经历极

端天气。但科学家认为，如能实行

有力缓解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受影响比例预计可减少至全球人口

的 20%。

由于持续气候变暖的影响，未来

预计许多区域将会经历更为剧烈的热

浪和降雨事件。但过去的研究较少关

注变化率。

此次，位于挪威的国际气候与环

境研究中心团队使用大型气候模型

模拟集合，研究了极端降雨和气温在

未来 20 年的变化率。他们估计，在

高排放场景下，大部分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包含 70%的全球人口）未来 20

年将经历较高的极端气候和降雨变

化率。但在有力缓解排放的场景下，

受这些趋势影响的全球人口将减少

至 20%。研究指出，世界大多数地方

都会经历工业革命前不太可能发生

的气温变化趋势。北方高纬度、亚洲

南部和东部以及赤道非洲也会经历

急速的降水变化。

团队称，这一结果是基于气候模

型得到的，其表明人们需继续采取举

措，以限制未来 20 年气候变化带来的

潜在风险。

未来20年全球70%人口或经历极端天气

新的AI“癌症专家”能对更多种癌症作出更高效准确的判断（概念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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