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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古人类
基因库创建

在遥远的过去，当冰河尚未完全退去，人类的故

事已经在西欧和亚洲的大地上悄然展开。

时间快进到今天，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 175 位

科学家集结成一支非凡的探险队。他们肩负着揭开

古老秘密的使命。这支队伍的目标是解开那些埋藏

在 34000 年前的骨骼与牙齿化石中的遗传密码——

这些珍贵的遗物属于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近

5000名古人。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发现了一幅比任何人

想象中都要复杂的人类迁徙图景。就像一条由无数

细流汇聚而成的大河，古代人类带着他们的基因跨

越了山川湖海。其中一些基因竟然携带着可能导致

现代疾病的秘密；另一些保护古人免受传染病侵害

的独特基因优势，仿佛是一道古老的防线，在岁月长

河中默默守护着人类。

令人惊奇的是，科学家找到了那些隐藏在历史

深处的遗传标记。它们像是被时间遗忘的信使，携

带着关于阿尔茨海默病、Ⅱ型糖尿病等疾病的早期

信息。每一个新发现都是对过去的一次致敬——通

过了解祖先留给的遗产，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今天

的挑战，并为后代铺就更健康的道路。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这些基因密码，未来会进

一步揭示人们健康状况背后的遗传线索，穿越时空

帮我们找到理解自身、改善生活的宝贵知识。古老

DNA 不仅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也为未来点亮了一盏

明灯。

首例脑机接口设备
人体移植完成

脑机接口技术描绘了一幅未来医疗的美好画

卷。它展示了人类科技的水平和力量，也传达着对

生命的尊重和关爱。

1月 29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其社交媒

体平台 X 上宣布，他旗下脑机接口技术公司“神经连

接”成功进行了首例脑机接口设备的人体移植手

术。移植者恢复情况良好，初步结果显示神经元尖

峰检测具有积极前景。

这次手术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一个重要进

展。神经元尖峰检测是指能够识别和记录大脑中单

个神经细胞的电活动，这对于理解大脑如何处理信

息至关重要。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准确地解码这些信

号，它可能为开发新治疗方法提供基础，特别是针对

那些影响运动或语言功能的神经系统疾病。

不过，尽管初期结果令人鼓舞，脑机接口技术仍

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临床

试验来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科学家将继续监测

移植者的健康状况，并对设备性能进行评估，以确保

长期的安全性和功能性。

OpenAI公司文本-视频
程序Sora惊艳全球

Sora在今年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带来的影响

远远超出这项技术本身。

Sora 是 OpenAI 公司推出的文本-视频程序。

它宛如一位魔法师，只需一段简单的文字描述，就

能编织出如好莱坞大片般逼真且充满想象力的视

觉盛宴。它不仅仅是一款工具，更被视为一个“数

据驱动的物理引擎”，能够将人类的想象化为触手

可及的画面。

Sora 对人类世界的理解和描绘，尚有很多不

足。而人类对它的到来，已有了复杂的情感——这

款技术仿佛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希望的光芒，也

投下了阴影。

不少科学家欢呼雀跃，他们看到了 Sora 背后蕴

含的巨大潜力。这不仅是一个技术上的飞跃，更是

对未来创造力的一次解放。有了 Sora 的帮助，电影

制作、艺术创作乃至教育领域都将迎来革命性的变

化。它可以成为艺术家手中最得力的助手，让那些

曾经只存在于脑海中的奇思妙想，瞬间变为令人叹

为观止的影像作品。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到乐观。一些人担

心 Sora 强大的功能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制

造深度伪造视频，从而加剧错误信息和虚假内容的

泛滥。这样的技术无疑会带来新的挑战，迫使社会

重新思考如何界定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既期待着它能打开

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又谨慎地审视着每一个

选择，确保这一强大工具能够造福于人类，而不是成

为破坏和谐的利器。

最大神经形态计算机
研制成功

这台机器是对人类大脑复杂运作方式的模仿和

致敬。

4 月 17 日，英特尔公司宣布成功研制出世界上

最大的神经形态计算机“Hala Point”。这款计算机

宛如一颗人造大脑，包含了 11.52 亿个人造神经元，

分布在 1152 个 Loihi 2 芯片上，每秒能进行 380 万亿

次突触操作，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

Hala Point 通过模拟人脑处理和存储数据。英

特尔公司希望这一创新能大幅提高 AI 模型的效率

和能力。因为他们使用人工神经元来执行存储和计

算功能，数据就不再需要在各个组件之间来回穿梭，

从而实现了更高的能源效率。

在运行优化问题时，Hala Point耗费的能源仅为

传统计算机的百分之一。这意味着它不仅速度更

快，而且更加环保。想象一下，计算机不仅能像人类

一样思考，还能以极低的能量消耗完成复杂的任务，

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还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

的承诺。

在这个追求更快、更强、更节能的时代，Hala

Point 代表着一个全新的起点。它不仅挑战了现有

计算机架构的极限，也为 AI 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

路。

分子玻色-爱因斯坦
凝聚态首次形成

分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BEC）的实现，是

人们向着那片神秘而又迷人的量子世界迈出的一

大步。

今年，美国和荷兰的物理学家携手将钠铯极性

分子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使 1000 多个分子凝聚成

一个巨大的量子态，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分子 BEC。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爱因斯坦等人便预言，在

极度低温下，原子等粒子会停止“单兵作战”，转而

“整齐划一”地聚集成一个“超级原子”。这种状态被

称为 BEC。自 1995年首次实现原子 BEC 以来，科学

家一直在追求稳定的分子也能达到这一神奇的状

态。因为分子不仅能像原子那样移动，还能以独特

的方式旋转和振动，这为模拟和理解更广泛的物理

现象提供了无限可能。

然而，分子的控制和冷却比原子更具挑战性，就

像驯服一群调皮的孩子，需要极其精细的操作和技

术。在这次研究中，科学家利用一团极性分子，克服

了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分子 BEC 不

仅让科学家能够更深入地探究量子化学和强相关量

子材料的本质，还可能为新型量子计算机的开发铺

平道路。

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
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在科学探索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屏

息凝神，见证人类科技与宇宙奥秘交织出的辉煌

篇章。

6 月 25 日，这一天注定将被载入人类探索宇宙

的历史长河。我国的嫦娥六号月球探测器成功完成

了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采样的壮举，携带

重达 1935.3克的珍贵样品返回地球。这片区域不仅

是月球上最大、最深且最古老的盆地，更是隐藏着关

于月球正面与背面物质组成差异的秘密，以及破解

月球二分性之谜的关键线索。

经过数月紧张而细致的研究，我国科学家发表

文章，基于嫦娥六号带回的样本，首次揭示了月球背

面在大约 28 亿年前仍存在活跃的岩浆活动，填补了

这一时期月球玄武岩记录的空白。这些发现不仅为

理解月球演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科学证据，也为行

星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自然》和《科学》杂志同期刊登了这两项独立研

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取得的重大突

破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广泛认可。《自然》多位审稿

人对这项“令人兴奋”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

研究团队以细致谨慎的态度首次对月球背面玄武岩

进行了地质年代学分析，提供了高质量、高水准的数

据。一位审稿人特别提到：“这是首个来自嫦娥六号

月球样品的地质年代学研究，对月球和行星科学界

具有深远意义，必将引发更广泛的关注。”

通过嫦娥六号任务，我们不仅触摸到了月球深

处的历史记忆，还开启了探索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

奥秘的新篇章。

自身免疫性疾病治愈
曙光初现

在人类与自身免疫疾病长期斗争的历史中，今

年将是一个转折点。

红斑狼疮、硬皮病、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都是

由一个“背叛”的免疫系统引起的。这个系统本应保

护人们，可它却反过来攻击健康组织。尽管现有的

免疫抑制药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但并不总能

阻止疾病的进展，反而可能带来使人虚弱的副作

用。然而今年，一种治疗方法——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疗法，在患者身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这可能开启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的新篇章。

在我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的内科

医生徐沪济，利用供体来源的基因编辑 T细胞，成功

治疗了致命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基于 T 细胞的

疗法不仅在免疫疾病治疗中取得成功，还为前沿

CAR-T 治疗的批量生产带来了希望。徐沪济的努

力象征着全球科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将实验室

里的突破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实用疗法。

德国研究人员则报告称，15 名患有红斑狼疮、

硬皮病或肌肉损伤疾病的患者，在接受 CAR-T 治

疗后 4 到 29 个月内发生了巨大变化。8 名红斑狼

疮患者全部处于无需药物的缓解状态；其他一些

患者虽然仍有症状，但所有人均已停止使用免疫

抑制剂。

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涌现，CAR-T 疗法

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自身免疫疾病的理解和治疗方

法。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更是一束照亮

未来医疗发展的光芒。

“星舰”上演
“筷子夹火箭”场景

当“星舰”尚处于研究阶段，距离首次发射遥遥

无期之时，社交媒体上已有好奇者向 SpaceX 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抛出疑问：“星舰”的超重型助推器能否

像“猎鹰 9”火箭那样实现着陆？马斯克的回答简短

而充满未来感：我们将用发射塔机械臂抓住它。

彼时，这一设想在许多人眼中显得过于大胆，甚

至有些不切实际。然而，北京时间 2024 年 10 月 13

日晚 8时 25分，随着第五次试飞发射的启动，“星舰”

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梦想的力量——超重型助推器穿

越大气层，精准返回发射塔，被两支机械臂稳稳夹

住。SpaceX 几乎完美实现了马斯克当初看似遥不

可及的愿景。

为了达成“快速重复使用”的宏伟目标，使助推

器能够直接落回发射塔，就地完成检修、加注燃料并

再次发射，这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全球范围

内，“筷子夹火箭”不仅是一项技术上的壮举，更是航

天工程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对于 SpaceX 和马

斯克而言，这不仅是对理想坚定不移追求的结果，也

是他们在探索宇宙征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第三种磁性材料
交变磁体发现

在物理学的漫长历史中，磁性材料一直是科学

家探索的核心之一。98 年来，物理学家只知道两种

永久磁性材料：铁磁体和反铁磁体。然而今年，科学

界迎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发现——第三种磁性材

料终于从理论走向现实，它被称为“交变磁体”。

这种材料早在 5 年前就被理论物理学家假设存

在，现在，多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实验验证了它的存

在，揭开了这一神秘物质的面纱。交变磁体结合了

铁磁体和反铁磁体的特性，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双重

性格”。

交变磁体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磁性材料的

理解，还可能为未来的电子设备带来革命性的变

化。由于它们的独特性质，交变磁体有可能用于制

造超快磁开关，成为打开新一代高速、高效电子设备

大门的钥匙。

新一代量子芯片
纠错能力达到
实际应用必要条件

这一成功不仅是技术上的杰作，更是对未来的

一次大胆预演。

12 月 10 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揭示

了谷歌最新一代量子芯片“Willow”在纠错能力上的

重大突破——首次将错误抑制在一个关键阈值以

下。这一成就被视为实现未来量子计算实际应用的

关键一步，为大规模容错量子计算的运算要求铺平

了道路。

量子计算的潜力巨大，但其脆弱性也一直困扰

着科学家。面对这一挑战，量子计算研究人员设计

了一种巧妙的解决方案：量子纠错。

量子纠错的概念简单却充满智慧——通过将信

息分布到多个量子比特上，系统可以在不破坏计算

的情况下识别并补偿错误。然而，这种策略并非没

有风险。额外的量子比特可能会引入更多的错误，

使得实现“低于阈值”的运算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个名为“Willow”的最新一代超导量子处理芯

片架构，成功实现了低于表面码关键阈值的量子纠

错。表面码是一种特定的量子纠错技术，它犹如一

张精密编织的安全网，捕捉并修复那些随时可能出

现的错误。

研究人员在一个拥有 72 个量子比特的处理器

和另一个拥有 105 个量子比特的处理器上进行了测

试。随着码距从 3 增加到 5 再到 7，逻辑错误率显著

减半。这意味着，“Willow”不仅能在数小时内稳定

运行最多 100 万个周期，同时还能实时解码错误并

维持出色的表现。

“Willow”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在

这个时代里，量子计算将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奇迹，

而是能够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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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岁末回望 2024年世界科技发展，我们仿佛看到了由人类智慧光芒串起的星河。从脑机接口的震撼到 Sora的惊艳，从嫦娥

六号的辉煌到 CAR-T疗法的革新，从古基因组的恢弘到量子芯片的非凡……这一年，科技不仅是冰冷的数据与公式，它更是一

首温暖人心的诗篇，是跨越时空、连接未来的桥梁。

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新华社记者 贝赫摄

在交变磁体中，相邻原子会旋转，其磁自旋也会翻转。
图片来源：《科学》在线版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星舰”火箭。
图片来源：SpaceX

新一代量子芯片纠错能力达到实际应用必要条件。
图片来源：谷歌研究院

科学家用钠铯分子创造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
图片来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由Sora生成的视频截图。 图片来源：Ope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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