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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3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程与应用

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基因编

辑平台——“最小通用遗传扰动技术

（mvGPT）”。这一平台集成了基因精

确编辑、基因表达激活与抑制等多重功

能，为研究 DNA功能原理、治疗遗传性

疾病提供了有力工具。相关论文发表

于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

研究团队解释说，并非所有遗传疾

病都源自遗传密码本身的错误，有些遗

传疾病，如Ⅰ型糖尿病，是由于某些基

因表达过度或不足所致。以往若要同

时纠正多个互不相干的遗传异常，如编

辑一个基因的同时抑制另一个基因的

表达，需要借助多种不同工具。他们希

望 打 造 一 个 既 能 精 确 有 效 地 编 辑

DNA，还能调控基因表达的单一平台，

因此 mvGPT应运而生。

mvGPT 平台将能够修改 DNA 序

列的“先导编辑器”、两款分别用于增加

或抑制基因表达的工具结合在一起。

这些工具既能各司其职，又能协同作

业，展现出强大的综合实力。

研究团队在威尔森病（基因中带有

能够导致肝豆状核变性的突变）患者的

肝细胞上，测试了 mvGPT 的性能。结

果显示，mvGPT 不仅成功编辑了患者

的基因突变，还同时增加了与Ⅰ型糖尿

病治疗密切相关的基因的表达，并有效

抑制了与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

相关的另一个基因的表达。在多次测

试中，mvGPT 均以极高的精确度完成

了所有 3 项任务，展示了其应对复杂遗

传状况的能力。

研究团队表示，由于 mvGPT 占用

的空间小于 3 个单独工具所占用的总

体 空 间 ，因 此 更 容 易 被 递 送 到 细 胞

内。无论是 mRNA 链，还是用于传递

基 因 编 辑 工 具 的 病 毒 ，均 可 作 为

mvGPT 的递送载体。接下来，他们计

划在患有其他遗传疾病（如心血管疾

病）的动物模型中，进一步测试 mvG-

PT 的效能。

新型多功能基因编辑平台面世
为 研 究 遗 传 性 疾 病 疗 法 提 供 有 力 工 具

从金融到医学，人工智能（AI）正深

刻改变着现代生活。如今，它开始进军

古代文本研究：从希腊与拉丁典籍到中

国甲骨文，人工神经网络正成为解读古

文字的钥匙。它不仅能驾驭浩瀚档案，

填补字符空缺，还能解码几乎无迹可寻

的罕见或灭绝语言，令古代智慧在现代

科技之光下重现辉煌。

2023 年 10 月，费德里卡·尼科拉尔

迪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附带的一

张图片彻底改变了她的研究。此图显

示了从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浩劫中幸

存的一卷莎草纸残骸，它于 18 世纪在

赫库兰尼姆古城的一处豪华别墅遗

迹中被发现。这些历经沧桑的莎草纸，

曾是数百卷古籍之一，却因岁月侵蚀而

变得脆弱不堪，多数已无法展开。

尼科拉尔迪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大

学的一名莎草纸学者，她曾参与一项利

用 AI 读取难解文字的研究。而今，她

见证了一项奇迹：图片上，一片莎草纸

带上，希腊字母密布如织，于幽暗中焕

发新生。

这 一 名 为“ 维 苏 威 挑 战 ”的 项 目

只 是 AI 重 塑 古 代 历 史 研 究 的“ 冰 山

一角”。

神经网络重建古代文本

几十年来，计算机一直被用于对数

字化文本进行分类和分析，但目前最令

人兴奋的是神经网络的使用。神经网

络由相互连接的节点组成的分层结构

组成，尤其是具有多个内部层的“深层”

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能够从

这些图像中精准捕捉网格状数据结

构。CNN 模型在光学字符识别领域大

放异彩的同时，也开辟了其他多元化的

应用途径。例如，中国研究团队在探索

甲骨文时，巧妙地运用这些模型来复原

遭受严重侵蚀的文字图案，深入分析甲

骨文随时间的演变轨迹，并将破碎的文

物碎片重新拼凑起来，重现历史原貌。

与此同时，循环神经网络（RNN）

作为一种专为处理线性序列数据设计

的模型，开始展现出在搜索、翻译以及

填补已转录古代文本缺失内容方面的

巨大潜力。RNN已被用于为古巴比伦

时期数百份格式严谨的行政和法律文

本提供缺失字符的智能化建议。

那么，神经网络能否在历史的残片

中 找 出 人 类 专 家 难 以 发 现 的 联 系 ？

2017 年，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合作开

启了探索之旅，当时，两名研究人员正

面临破解西西里希腊铭文的难题。

古典学者通常依赖对现存文本的

理解来诠释新材料，但难以全面掌握所

有相关资料。牛津大学研究人员认为，

这正是机器学习可发挥作用的领域。

他们使用基于 RNN 的 Pythia 模型，并

用数万份希腊铭文来训练它，最终成功

预测了文本中缺失的单词和字符。

2022 年，他们又推出 Ithaca 模型，

不仅能预测缺失内容，还能为未知文本

提供日期和来源地建议。Ithaca利用了

Transformer模型的突破，能捕捉更复杂

的语言模式。当前风靡全球的聊天机

器人，如 OpenAI 的 ChatGPT 就是基于

Transformer模型。

翻译复原浩瀚历史档案

韩国研究人员有一项棘手的任务：

整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历史档案之

一。该档案详细记录了 27 位朝鲜王国

国王自 14世纪至 20世纪初统治时期的

日常，涵盖数十万篇文章。美国纽约大

学机器翻译专家金亨俊表示，这些文本

数据量极为庞大。

将这些文本人工译成现代韩文，预

计需耗时数十年。金亨俊携手韩国同

行，利用 Transformer 网络训练自动翻

译系统。结果显示，AI 译文在准确性

和可读性上远超古韩文，有时甚至优于

现代韩文。

对于仅存少量文本的古代语言，

研究人员也会采用神经网络进行破

解 。 希 腊 帕 特 拉 斯 大 学 的 卡 特 里

娜·帕 帕 瓦 西 里 欧 及 其 团 队 ，利 用

RNN 恢复了克里特岛诺索斯迈锡尼

泥板中缺失的线性文字 B 文本。测试

显示，模型预测准确性高，且常与人类

专家建议相符。

面临验证与利用双重挑战

利用 AI破解古文字依旧面临诸多

挑战。AI 技术使非专业人士也能接触

到大量古代文献，如何确保研究成果准

确无误，成为了首要挑战。神经网络的

强大虽令人瞩目，但其偶尔产生的误导

性结果，即“幻觉现象”，也让人对结果

的可靠性产生担忧。

英国《自然》杂志指出，为解决这一问

题，人文科学专家与计算机科学家需携手

合作，共同研究并验证 AI的解读结果。

同时，提倡将所有相关数据（包括原始文

本、扫描文件、训练模型及算法）实行开

源，以此提升研究的透明度与可验证性。

这一做法被称为“数字来源链”，旨在构建

一个从原始数据到最终结论的完整链条，

便于任何人回溯并核实研究过程。

此外，随着数字化文本数量的激

增，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庞大的数据资

源，从中提炼出关于古代社会的重要信

息，也是研究人员面临的新课题。这要

求研究者转变视角，从单一的文本分析

转向对整体文化的深入理解，并尝试将

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本数据相互关

联，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解码古文字，AI助力古代历史研究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世界气象

组织 1 月 10 日宣布，经过对 6 份国际数

据综合分析后确认，2024 年为人类历

史上最热的一年。数据显示，2024 年

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1850 年至

1900 年）平均水平高出约 1.55℃，首次

突 破 了 2015 年《巴 黎 协 定》所 设 的

“1.5℃”温控目标。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该结果综合了英

国气象局、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

变化服务局（C3S）、美国非营利组织伯克利

地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国际机构的6

个数据集的数据，误差幅度仅为0.13℃。

科学家普遍认为，气温飙升主要源

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以及厄尔尼诺

天气模式的持续影响。尽管厄尔尼诺气

候模式通常会推高全球气温，但此次高

温的规模及持续时间仍令众多科学家感

到震惊。他们曾预计，厄尔尼诺现象于

2024 年 5 月结束后，气温会有所下降。

但实际情况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气

温依然保持在创纪录的高温水平。

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气候危

机咨询小组创始人大卫·金表示，2024年

气候变化的影响波及全球。其中，海洋

受到的影响最大，海面温度在大部分时

间里都保持创纪录的高位，对海洋生态

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陆地上也频繁出

现极端天气，包括强烈的热浪、极地冰川

急剧消融、致命的洪水和失控的野火等。

不过，C3S指出，个别年份突破《巴黎

协定》提出的1.5℃温控限制，并不意味着

长期目标已被突破，因为该目标反映的是

全球多年的长期变暖情况，但全球变暖已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残酷现实。

世界气象组织确认2024年为史上最热年
全 球 平 均 气 温 首 次 突 破 1.5℃ 温 控 目 标

科技日报北京1月13日电（记者张
佳欣）据发表于13日《自然·通讯》杂志的

一项研究，西班牙国家癌症研究中心领

衔的团队发现一种由线粒体蛋白控制的

脂肪消耗机制。该机制有助于科学家探

索预防肥胖及相关代谢疾病的新方法。

肥胖是食物摄入过多或总能量消

耗不足的结果。科学家已知，脂肪组织

（体脂）除了储存能量外，还在管理这些

能量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脂肪

组织是全身代谢的调节器，因此改善其

功能很可能是对抗肥胖的有效方法。

脂肪组织有两类：白色脂肪和棕色脂

肪。白色脂肪主要负责储存能量，而棕色

脂肪（其细胞含有更多线粒体，从而呈现

棕色）负责产生热量，即维持体温，该过程

由寒冷或其他刺激触发。过去十年研究

表明，激活棕色脂肪有助于预防肥胖和代

谢疾病。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让棕

色脂肪产热消耗更多能量可预防肥胖，但

这需要了解棕色脂肪的工作原理。

此次研究发现，棕色脂肪产生热量涉

及多种机制，这主要由一种名为MCJ的线

粒体蛋白控制。当从肥胖小鼠体内去除

MCJ蛋白时，这些小鼠会产生更多热量并

且体重减轻。向这些小鼠移植不含MCJ

蛋白的棕色脂肪，能成功减轻它们的体重。

研究人员观察到，棕色脂肪中没有

MCJ蛋白的小鼠，能避免肥胖引起的健

康问题，如糖尿病或血脂升高。因此他

们认为，MCJ蛋白或是治疗与肥胖相关

疾病的新靶点。

研究人员解释说，没有 MCJ 蛋白

能对健康起到保护作用。这是由于一

条必需的信号通路被激活，从而使小鼠

适应肥胖引起的压力。这条通路被称

为分解代谢通路，它会增加脂肪、糖和

蛋白质的消耗，从而在棕色脂肪中产生

热量。这种机制也发生在棕色脂肪非

常活跃的人身上。

“燃烧”脂肪关键机制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3日电 （记者张梦
然）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与瑞

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合作，开发出一种新型

“量子冰箱”，可高效重置量子比特，并利用

“冰箱”组件间的热流作为动力源，保持低温

工作环境。该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物

理学》杂志上，为下一步研制可靠的量子计算

机铺平道路。

量子计算机的设计者面临着一项艰巨的

任务：确保超导量子处理器中的量子比特在

执行计算时没有错误。这些量子比特极易受

到热量和辐射的影响，导致它们状态被破

坏。比如，轻微的干扰就能让一个数字从 1

变成 7。

为了“擦除”或重置超导量子比特，即把它

们恢复到最低能量状态，通常需要将它们冷却

至接近绝对零度。传统上，最佳的重置方式可

以达到 40—49 毫开尔文（mK）的温度。此次

研究团队实现了更佳成绩：将量子比特冷却至

22mK，显著减少了初始错误，为后续的计算过

程节省了大量纠错工作量。

团队使用了一种称为“量子制冷”的技

术。该技术借鉴普通冰箱的工作原理，将热量

从量子比特中吸走，以实现冷却效果。不同于

家用冰箱使用的电力能源，“量子冰箱”是依靠

计算机其他部分的热量来驱动冷却过程。

具体来说，这个“量子冰箱”由两个额外

的量子比特构成。其中一个量子比特连接到

量子计算机较温暖的部分，充当能量供应的

角色；另一个则作为散热器，吸收来自计算量

子比特的多余热量。当计算量子比特变得过

热时，第一个量子比特会主动地将热量转移

给散热器，从而帮助计算量子比特回到接近

其基态的位置，并清除之前的数据。

整个过程是自动化的，几乎不需要外

部干预或额外资源来维护计算量子比特的

功能。这种方法不但减少初期错误的发生

几率，还降低了整体计算过程中错误纠正

的需求。

将量子比特重置到正确状态的一种方法

是冷却量子比特，接近绝对零度，“擦除”瑕

疵。“量子冰箱”的工作原理令人叫绝：用量子

计算机其他部分的热量作为能源，用两个辅助

量子比特，“泵出”计算量子比特中的热量，从

而保持计算环境接近绝对零度。在量子计算

精度提高的同时，这一方法还开辟了一条利用

热量为量子系统作贡献的新路径。“量子冰箱”

或将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机的性能，为复杂分子

模拟等量子计算项目走向实用打下基础。

﹃
量
子
冰
箱
﹄
可
高
效
重
置
量
子
比
特

有

助

计

算

过

程

减

少

错

误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3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医学》13 日发表的

一项研究显示，到 2060 年，美国每年

约 有 100 万 成 年 人 会 罹 患 痴 呆 症 ，

2020年的这一数字为 51.4万。研究人

员估计，55 岁后的痴呆症终身风险约

为 42%。这一结果显示，有必要制定

能降低痴呆症风险、促进各人群健康

衰老的公共卫生策略。

痴呆症终身风险是指导公共认识

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指

标。弗雷明翰心脏研究曾显示，美国

超过 14%的男性和 23%的女性可能会

在一生中某个时间患上痴呆症。但这

两个数字可能已经过时，其低估了真

实风险，同时无法体现族裔差异。

此 次 ，美 国 纽 约 大 学 格 罗 斯 曼

医学院分析了美国 55 岁及以上未罹

患痴呆症的 15043 人逾 30 年的健康

数据记录（1987—2020 年）。他们发

现，在平均随访期 23 年后，到 55 岁

时，这些样本人群的痴呆症终身风

险（最高到 95 岁）为 42%；75 岁以后

的 患 病 概 率 增 加 。 具 体 来 说 ，55—

75 岁 的 痴 呆 症 风 险 约 从 0%增 加 到

4%；75—85 岁的痴呆症风险从 4%增

加到 20%；85—95 岁的痴呆症风险从

20%增加到 42%。

痴呆症终身风险被发现在女性

（48%）中高于男性（35%）。研究估计，

美国每年出现痴呆症的成年人数量将

从 2020 年的 51.4 万增加到 2060 年的

100 万左右，但未来还需研究更多样

化的人群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自然·医学》研究显示：

美国人患痴呆症风险上升

俄罗斯尤里·加加林宇航员培训

中心 1 月 11 日迎来其 65 周年生日，该

中心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星城”。1960

年 1 月 11 日，时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的

康斯坦丁·韦尔希宁元帅签署了创建

26266 部队的命令，即后来的尤里·加

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该中心有培训

宇航员所需的一切设施，从医学观察

到测试设备，世界上最大的零重力教

练机、18米长 300吨重的离心机，以及

从联盟号到和平号、暴风雪号等在内

的所有苏联和俄罗斯航天器的模型和

模拟器。

“星城”建立一年多后，第一批有

6 名预备宇航员通过了所有考试，被

认为可以乘坐飞船进入太空飞行。

1961 年 4 月 12 日，6 名预备宇航员中

的代表——尤里·加加林被选中，参加

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首飞进入太空

的任务。

“星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辉煌的

苏联和俄罗斯载人航天史，从尤里·加

加林开始，到世界第一位女宇航员瓦

伦蒂娜·捷列什科娃，众多航天英雄都

是在这里培育出来的。

谈到该中心正在开展的培训工作

和未来前景，中心负责人马克西姆·哈

拉莫夫表示：“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对

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和火星长途飞行可

能性分析中取得的良好结果上。”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记者张浩）

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迎来65岁“生日”

左图“碎片集”项目正在将数以万计的楔形文字数字化。图为一份天文学文本。右图 201 9年，研究人员利用英国钻石光

源同步加速器扫描赫库兰尼姆古卷残片。 图片来源：英国《自然》杂志

培训中心的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段

模拟设施（部分）。

图片来源：尤里·加加林宇航员培
训中心官网

图为 2024 年 7 月，伦敦炎热一天

中的日落时分。

图片来源：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