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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国 际
W O R L D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8日电 （记

者张佳欣）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

究所科学家开发了一种能培育出人

类脊索的干细胞模型，这是人类首次

在 干 细 胞 模 型 中 培 育 出 脊 索 组 织 。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脊索就像是一个

GPS 导航系统，引导细胞构建脊柱和

神经系统。这一成果标志着科学家

在研究人体早期发育形态方面迈出

了 重 要 一 步 ，相 关 论 文 18 日 发 表 在

《自然》杂志上。

脊 索 是 一 种 棒 状 组 织 ，是 所 有

脊椎动物的标志性特征。是发育中

支 撑 躯 干 的 关 键 部 分 ，有 助 于 确 定

身体的主轴。它就像发育中胚胎的

GPS 系 统 ，指 导 脊 柱 和 神 经 系 统 的

形 成 。 但 由 于 其 结 构 的 复 杂 性 ，在

实验室中生成这种重要组织一直是

个难题。

此次，研究人员首先通过鸡胚胎

了解了脊索如何自然形成。通过将其

与现有小鼠和猴子胚胎信息进行比

较，他们终于确定了形成脊索组织所

需的分子信号的时机和顺序。

以前实验室培育脊索失败的原因

之一是不清楚何时添加所需的成分。

现在，团队找到了正确“配方”，生成了

一系列精确的化学信号序列，并借此

诱导人类干细胞形成脊索。

干细胞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躯干

状”结构，该结构可发出化学信号，可

自发延长至 1—2 毫米。它包含正在

发育的神经组织和骨干细胞，其排列

方 式 与 人 类 胚 胎 的 发 育 方 式 相 似 。

这表明脊索正在促使细胞在正确的

时间、正确的位置发育成正确的组织

类型。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有助于

深入探索影响脊柱和脊髓的先天性缺

陷，还可能为研究影响椎间盘（由脊索

发育而来的位于椎骨之间的减震垫）

的疾病提供新见解。

培育人类脊索组织的干细胞模型成功开发

自两年前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

（ChatGPT）面世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

（AI）技术的拥趸们就一直坚信：随着科

技巨头不断用海量数据“喂食”AI模型，

再加上计算能力飞速提升，生成式AI改

进的步伐将呈指数级增长，接近人类智

能的通用AI的出现也指日可待。

然而，在 AI 快速发展如“烈火烹

油”的表面之下，一些专家的隐忧和疑

虑也悄然而生。据美国技术雷达网站

12 月 9 日报道，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

尔·皮查伊预测，2025 年，AI 发展势头

将放缓。物理学家组织网稍早时间一

篇报道也认为，AI 智能的提升速度有

所减缓，目前新款大型语言模型的研发

似乎已经到了拐点。

AI模型日益膨胀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

的 ChatGPT，可以说点燃了科技公司研

发大型语言模型的热情。谷歌、亚马

逊、元宇宙平台公司，以及 OpenAI主要

投资者微软公司等，都砸下数十亿美元

巨资，纷纷推出各自的生成式 AI 应用

工具。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各有千秋，能

够轻松生成高质量文本、图像和视频，

如今也实现了语音对话功能。

生成式 AI 的“狂飙”也让 OpenAI

等公司声名鹊起，赚得盆满钵满。今年

10 月初，OpenAI 公司再次成功融资 66

亿美元，使其估值达到了惊人的 1570

亿美元。

对此，AI 行业专家、美国纽约大学

神 经 科 学 教 授 加 里·马 库 斯 表 示 ，

OpenAI 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估值，很

大程度上源于很多业界人士内心深处

的一种信念：只要不断给 AI 模型“喂

食”更多数据，提升其计算能力，模型就

能变得愈发强大。按照这样的发展趋

势，可能很快会出现 OpenAI 负责人萨

姆·奥尔特曼所说的智能可与人类匹敌

的“通用 AI”。

智能水平提速放缓

然而，生成式 AI发展的步伐，真会

按照人们畅想的“剧本”进行吗？

马库斯直言，“这只是一个美好的

幻象”。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网站也在 11 月初的报道中指

出，谷歌、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等

公司研发新大型语言模型似乎已经碰

到天花板。

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

公司是 OpenAI股东之一。该公司联合

创始人本·霍罗威茨最近坦承，尽管他

们一直在按照节奏提升算力，但AI模型

的智能水平并未因此得到显著提升。

OpenAI 联合创始人伊尔亚·苏茨

克维 11 月 15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使用大量未标记数据来训练 AI 模型，

以理解语言模式和结构的阶段已经趋

于稳定。

专家们指出，一个根本挑战在于，

可用于 AI训练的数据目前几乎已被 AI

模型“蚕食殆尽”。

专门针对法律事务的生成式 AI公

司 Spellbook 也是 OpenAI 合作商之一。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史蒂文森表

示，一些实验室过于注重用更多文本数

据“喂食”AI模型，但仅依靠文本数据对

AI 进行扩展注定会遇到困难。目前很

多企业已经缺乏新东西来“喂养”AI 模

型。因此，这并非知识储量的问题，而

是机器要能够理解句子或画面的含义。

初创公司“抱抱脸”研究员兼 AI负

责人莎拉·卢乔尼也强调，AI 模型开发

“以大为美”的路线，最终必然会触碰到

其极限。

亟需一场深刻变革

萨姆·奥尔特曼 11 月 14 日在其社

交平台 X 上发布信息：没有死胡同！不

过，现实情况是，OpenAI选择延迟推出

GPT-4 的接棒模型，因为 GPT-4 性能

的改进程度未达预期。

作为研发战略转型的一次尝试，今

年 9 月，OpenAI 推出了 o1 模型。这款

模型专注于回答复杂问题，尤其是数学

问题。它旨在通过提升推理能力，而非

单纯增加训练数据量，来提供更准确的

答案。史蒂文森认为，OpenAI 引导其

模型“花更多时间思考而非响应”，这或

将引领 AI 模型研发领域出现一场“深

刻变革”。

AI服务网站 Quantilus.com 在 11月

25 日的报道中指出，OpenAI、“深度思

维”等公司正在探索“高效扩展”技术。

该技术旨在让大型语言模型复制类似

人类的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依赖“蛮

力”，即大量消耗计算资源。这些方法

的重点在于提高训练数据的质量，并结

合来自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史蒂文森将 AI技术的发展与火的

出现作比较。他表示，业界不应该再通

过给 AI 提供更多数据、提升算力来促

进其发展，而是应该打造类似蒸汽机那

样的、具有变革性的事物。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德·
布劳沃则将先进大型语言模型比作从

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学生。他表示，目前

的 AI就像是能做即兴表演的聊天机器

人，很容易出错，具有跳跃思维能力的

机器即将到来。

“狂飙”两年，大语言模型已至拐点？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美国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团队开发了一种

新型装置，该装置结合了磁场和剪纸

设计原理，可以远程控制柔性凹陷表

面的运动，无需实际抓握即可操纵物

体，其能举起和移动易碎物品、凝胶甚

至液体。该技术有望在狭窄空间使

用，因为机械臂或类似工具无法在这

些空间发挥作用。研究成果发布在新

一期《科学进展》杂志上。

团队此次试图解决两个挑战：第

一是如何移动那些无法用夹持器拾取

的物体，比如易碎物体或密闭空间内

的物体；第二是如何利用磁场，远程举

起和移动非磁性物体。

为了攻克这些挑战，团队制作了

一种“超薄片”，它由嵌入磁性微粒的

弹性聚合物组成，然后在超薄片上切

割出图案。超薄片的外边缘连接到

刚性框架上。移动薄片下方的磁场，

可迫使薄片的各部分向上凸起或向

下凹陷。

团队表示，实际上可通过控制磁

场方向来使超薄片的表面像波浪一样

移动，调整磁场的强度决定了波浪上

升或下降的程度。控制超薄片的表面

运动，可移动停留在其表面上的多种

物体，无论它们是液滴还是平板玻璃。

超薄片上的切口设计是剪纸艺术

的一个例子。这对于超薄片来说尤其

重要，因为剪纸艺术增强了灵活性，同

时又不牺牲材料本身的基本刚度。这

使研究人员能在不损失其机械强度的

情况下放大材料的变形。此外，超薄

片对磁场反应灵敏，响应时间最快只

需两毫秒。

结合磁场和剪纸设计原理

新装置无需抓握即可操纵物体

你是否曾好奇，那些深刻的记忆是

如何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永恒烙印的

呢？科学家认为，当你酣然入梦时，你

的大脑可能非常繁忙，一天中的一幕幕

正在此处被重新上演……此时，那些短

暂而鲜明的信息，会从海马体这个临时仓

库精心打包，运送到新皮层这个用于长期

存储的仓库中。而在这场记忆的“搬家”

过程中，慢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慢波，也称慢振荡，是深度睡眠阶

段（即“睡得深”）大脑皮层中释放的一

类电波，可以通过脑电图（EEG）测量。

人类的大脑是个微型生物发电站，当无

数神经元整齐划一地调整电压，每秒同

时升降一次时，就会共同“编织”出慢波

的旋律。

多年来，科学家早已知晓慢波与

记忆形成的密切联系，但大脑内部的

具体运作机制却像蒙上了一层神秘

的面纱。直到最近，这层面纱终于被

揭开。

来自 45 名患者的珍贵新皮层组织

样本成为了德国科学家探索大脑奥秘

的宝贵资源。这些患者因治疗癫痫或

脑肿瘤而接受了神经外科手术。在实

验室里，科学家们精心模拟了深度睡眠

期间那典型的慢脑波电压波动。而那

些精密的纳米级玻璃微吸管则是他们

的“耳朵”，能够捕捉到神经细胞间那极

其细微的“对话”。

如果把大脑神经元的电压波动想

象成过山车，那么，就在其从低谷攀升

至高峰的那一刻，大脑皮层神经元之间

的突触连接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增强。

在这一时间窗口，大脑皮层仿佛也很

“兴奋”，被激活到了最佳状态，能使被

回顾的暂时记忆更有效地转移到长期

记忆中。

如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正在研究

利用经颅电刺激或声学信号来影响睡

眠期间慢波的方法。然而，这些刺激方

法的试验和优化过程费力且耗时。新

的发现或许有助于改进这些试验，进而

帮助人们改善记忆。尤其是对于一些

具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来说，这无

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为 何“ 睡 得 深 ”有 助“ 记 得 真 ”

由俄罗斯国家研究型技术大学

（莫斯科钢铁合金学院）科学家与中国

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北京建筑材料

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固废资源化利

用与节能建材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

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研究人员组成

的国际科研团队，共同开发出一种环

保且经济高效的技术，可在 40℃下将

水净化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加工成纯度

高达 99.8%的硫酸钙（无水石膏），从

而大幅节约能源和成本。

研究人员表示，获得的材料与通

过传统高温方法生产的无水石膏相

同，可用于生产强度超过 28 兆帕的水

泥。相关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工程

报告》上。

新方法可将被随意丢弃、污染环

境的废物回收处理，将其加工成一种

耐用建筑材料，用于建造房屋、道路等

等。与采用 900℃高温的传统方法相

比 ，新 方 法 只 需 不 到 40℃ ，成 本 更

低。新技术的主要意义在于利用生产

废料，一家企业每年产生的废料多达

上千吨。回收处理这些废料不仅可节

省存储空间，还能大大减少对环境的

危害。此外，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天然

石膏。新技术可以应用在任何使用石

灰和混凝剂进行水净化的地方。这对

于建筑材料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

要。研究团队正致力于优化这一技

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使其适

用于不同企业和国家。

无水石膏化学性质与石膏相似，

但性能更优：更坚固、耐潮、硬化快。

不过，与廉价易用的天然石膏相比，无

水石膏的活化和生产通常成本较高。

合成无水石膏在桥梁、运河、水坝和机

场的建设中仍大有可为，其改进性能

在这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水净化废物可加工成优质建材

科技日报首尔12月 17日电 （记

者薛严）韩国建设技术研究院 17 日宣

布，他们开发出一种基于纳米技术的

清洁系统，可以解决有关畜禽废弃物

有机肥料生产带来的异味。

韩国目前约有 1500 处正在运营

的畜禽废弃物有机肥生产设施，这些

设施中微颗粒和氨气产生的气味经常

遭到投诉。为解决畜禽粪便恶臭问

题，韩国环境部于 2019年 5月修订《空

气质量保全法施行细则》，要求堆肥、

有机肥生产设施需申报为大气污染物

排放设施，并设定氨氮排放标准至

30ppm 以下。但大多数畜牧设施由于

资金不足，难以利用化学清洁系统解

决气味问题。

此次团队开发的基于纳米技术的

清洁系统，可以有效减少畜禽肥生产

设施排放的氨和微颗粒。该技术通过

在现有清洁系统中应用纳米乳胶装

置，提高了微颗粒和气味的收集效率，

氨去除率超过 90%，清洗水更换周期

超过 45天。

该清洁系统的安装成本比现有设

施高出约 4000 万韩元，但清洁废水成

本 降 低 了 60% ，化 学 品 成 本 降 低 了

30%，每年减少了约 1亿韩元的维护成

本。除畜牧业以外，此次开发的纳米

清洁系统还可应用于多种工业领域，

包括安装在 12000 多个污水处理厂的

洗涤塔，未来还可覆盖 2 万多家普通

工厂。

纳米技术清洁系统能去除有机肥异味

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本报记者 张佳欣

大脑皮层中的神经元：慢波睡眠加强
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支持记忆的形成。

图片来源：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8 日电 （记者张
梦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在最新一期

《自然》杂志上介绍了一种创新的电子堆叠

技术。该技术能显著增加芯片上的晶体管

数量，从而推动人工智能（AI）硬件发展更

加高效。通过这种新方法，团队成功制造

出了多层芯片，其中高质量半导体材料层

交替生长，直接叠加在一起。

随着计算机芯片表面容纳晶体管数量

接近物理极限，业界正在探索垂直扩展——

即通过堆叠晶体管和半导体元件到多个层

次上来增加其数量，而非继续缩小单个晶

体管尺寸。这一策略被形象地比喻为“从

建造平房转向构建高楼大厦”，旨在处理更

多数据，实现比现有电子产品更加复杂的

功能。

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遇到

一个关键障碍：传统上，将硅片作为半导体

元件生长的主要支撑平台，体积庞大且每

层都需要包含厚厚的硅“地板”，这不仅限

制了设计灵活性，还降低了不同功能层之

间的通信效率。

为 了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工 程 师 们 开 发

了 一 种 新 的 多 层 芯 片 设 计 方 案 ，摒 弃 了

对 硅 基 板 的 依 赖 ，并 确 保 操 作 温 度 保 持

在 较 低 水 平 以 保 护 底 层 电 路 。 这 种 方 法

允 许 高 性 能 晶 体 管 、内 存 以 及 逻 辑 元 件

可 以 在 任 何 随 机 晶 体 表 面 上 构 建 ，而 不

再 局 限 于 传 统 的 硅 基 底 。 没 有 了 厚 重 的

硅“ 地 板 ”，各 半 导 体 层 之 间 可 以 更 直 接

地 接 触 ，进 而 改 善 层 间 通 信 质 量 与 速 度 ，

提升计算性能。

这项技术有望用于制造笔记本电脑、

可穿戴设备中的 AI 硬件，其速度和功能性

将媲美当前的超级计算机，并具备与实体

数 据 中 心 相 匹 配 的 数 据 存 储 能 力 。 这 项

突破为半导体行业带来了巨大潜力，使芯

片能够超越传统限制进行堆叠，极大提升

了人工智能、逻辑运算及内存应用的计算

能力。

这项技术的出现，称得上是半导体行

业 的 一 个 重 要 里 程 碑 。 其 不 仅 突 破 了 现

有材料和技术的限制，还预示着未来 AI 硬

件 可 能 实 现 的 巨 大 飞 跃 —— 你 手 中 的 笔

记 本 电 脑 速 度 和 功 能 甚 至 可 与 当 今 超 算

相 匹 敌 。 这 不 仅 是 对 消 费 电 子 产 品 的 升

级 ，更 是 对 整 个 信 息 处 理 范 式 的 革 新 ，有

望 开 启 一 个 计 算 资 源 更 加 普 及 且 效 能 更

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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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专 家 认
为 ，AI 模 型 开 发

“以大为美”的路
线，最终必然会触
碰到其极限。前期
一路“狂飙”的 AI
发 展 势 头 已 经 放
缓，需要一场“深刻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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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躯干状类器官切片。脊索（绿
色）导致神经组织（蓝色）形成图案（洋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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