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19 年以来，科学家已经在国
际空间站上培育出了包括人类大脑、心
脏和乳房在内的多个类器官模型。这
些类器官通常利用人类干细胞培育而
成，在一系列化学生长物质的帮助下，
干细胞可发育成类似人体组织的三维
结构。与老鼠或猴子等传统动物模型
不同，类器官使科学家能更准确地重现
人类器官的独特复杂性。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在近日报道中
指出，这些类器官有助科学家揭示癌
症、神经疾病和衰老的秘密，并在此基
础上找到更好的疗法。这些类器官也
有助找到哪些化合物对人体有效，从而
加速药物研发进程。

◎厘清衰老根源

科学家为什么要在太空培育类器
官呢？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极端的太空环
境可帮助他们研究人类衰老与疾病的
关系。

多年来，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阿利松·穆奥特里教授一直致力于将人
类干细胞送往国际空间站，以培养模拟
各种大脑疾病的类器官。

他解释称，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发
作之前，可能已在人类身上潜伏了几十
年。但研究表明，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
会加速细胞衰老过程。因此，通过在微
重力条件下研究大脑类器官，他们可确
定与衰老相关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并
据此设计出预防这些变化的疗法。

穆奥特里团队类器官研究受到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展的双胞胎研
究启发。在双胞胎研究中，宇航员斯科
特·凯利前往太空一年，其同卵双胞胎
兄弟斯科特·马克则留在地球上。当凯
利返回地球后，与其兄弟相比，他出现
了认知能力下降的迹象。例如，他发现
自己学习和记忆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穆奥特
里团队将描述其培育的大脑类器官在
国际空间站上的表现。他指出，这些大
脑类器官出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特征，
如退化和细胞应激。

◎检测肿瘤生长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教授凯
特丽奥娜·贾米森团队目前也在太空培
育类器官，但培育的不是迷你大脑，而
是微型肿瘤。

研究发现，回到地球后，凯利的血
液出现了端粒缩短、DNA损伤以及一
些信号分子的迹象。这些信号分子据
信会激活某些基因，使癌症生长并扩
散。

贾米森表示，这表明太空中的压力
条件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刺激癌症的生
长。因此，在太空培育的微型肿瘤或能
更好地揭示癌症是如何恶化的。

贾米森团队首先将血液干细胞送
入太空，仅一个月后，这些细胞就显示
出癌症相关基因开启突变的迹象。这
些突变与细胞的异常生长和分裂有
关。研究人员随后将一组白血病、结肠
癌和乳腺癌肿瘤类器官模型送入太
空。结果发现，这些模型在太空也“快
速”生长。类器官内的细胞还打开了
ADAR1基因，该基因负责编码可让癌
细胞繁殖的酶。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团队证明，
两种 ADAR1 抑制剂——菲卓替尼和
瑞贝西尼可减慢小型肿瘤的生长速度。

今年1月，研究团队又向国际空间
站发射了一些癌症类器官模型，以测试
药物在更多癌症类器官中的抗癌潜力。

◎研究太空疾病

贾米森表示，这些类器官研究既能
造福地球上的居民，也对执行太空任务
的宇航员有益。

例如，未来执行太空任务的宇航员
出发前可服用一片药丸，以保护他们的
血液干细胞不发生癌变。此外，利用他
们在太空中的发现，研究人员计划在今
年晚些时候开启一项针对骨髓纤维化
的临床试验。

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团队则另辟蹊
径，一直在研究太空这种能让人加速衰
老的环境对肾脏的影响。不过，该团队
培养的是另一种人体组织模型——芯
片器官。芯片器官是指在芯片上培育
特定组织的细胞，其能模拟人体器官的
生理状况。科学家已用这样的芯片对
肺部、肾脏等许多器官进行了模拟。

穆奥特里表示，在国际空间站上培
育类器官与在地球上培育类器官大相径
庭。首先，在国际空间站上开展实验总
会受到设备和条件的限制。此外，将类
器官送回地球也可能面临极大的不确定
性，因为航天器携带的载荷经常容易降
落在海洋中。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还是
希望利用这些类器官来获得新发现。

据《科技日报》报道

太空培育类器官
或带来疾病新疗法

近日，记者从海南大学获悉，该
校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李萌婷与相
关研究团队合作，合成了多功能复
合金纳米花颗粒。该颗粒配合温和
光热、光动力、药物控释联合疗法，
可有效促进感染性组织再生修复。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
期刊《化学工程杂志》上。

抗生素的滥用以及由此产生
的耐药性问题，是感染治疗的瓶
颈之一。传统的光热疗法作为一
种新型非侵入性治疗技术，在对
抗耐药细菌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
力。但该疗法导致的局部高热会
对正常组织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影响组织愈合。因此，单纯依赖
光热疗法治疗感染性组织存在局
限性。

“优化单一的光热治疗方案，
研究出温和光热和光动力联合疗

法，再协同抑炎药物控释，可发挥
出‘1+1>2’的效果，有效改善免疫
微环境，是促进感染性组织修复的
有效手段。”李萌婷介绍。

研究团队通过首创的“模板
法”合成了分散性佳、稳定性好、光
热转化效率高的超支化“蒲公英
状”金纳米花颗粒，并利用金纳米
花表面特殊的官能团及其高比表
面积的特点，让它负载了光敏剂和
非缁类抑炎药物，最终形成了在光
激发下具有光热、光动力、药物控
释等多功能的复合金纳米花颗
粒。实验结果表明，该颗粒展现出
优异的光热性能，在温和光热作用
下可调节抑炎药物的释放行为。
它在光激发下还能够有效抑制感
染，促进胶原沉积和血管生成，加
速感染性组织愈合。

据《科技日报》报道

《自然·通讯》14 日发表的一篇论
文描述了一种能在机器学习辅助下，将
喉部肌肉运动转化为语音的柔性贴
片。经过进一步开发，该装置有望帮助
部分嗓音障碍患者有效沟通。

说话是人际交往的重要部分，但对
于有声带功能障碍的人来说是件难
事。约有 30%的普通人一生至少经历
过一次嗓音障碍。尽管如此，现有解决
办法如手持电子喉设备或手术，存在不
方便、不舒适或侵入性的问题。当下亟
须开发一种能辅助患者交流的可穿戴、
非侵入式医疗装置。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团队设
计了一款能贴在喉部的柔性磁致弹性
贴片，能在说话时随喉部肌肉的运动改

变形状，而且不需要功能正常的声带。
贴片的移动能检测到特定的肌肉运动，
还能发电，让该装置实现自供电。这些
运动随后会被转换成电信号，并由一个
训练后能识别词汇并翻译成语言信号
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处理。

团队让 8 名没有嗓音障碍的受试
者测试了这种贴片，他们被要求在站
立、行走和跑步时说出和小声说出一些
单词和词组，如英文的“圣诞快乐”或

“我爱你”。他们发现该装置的准确率
约有95%。

在患者中进一步测试后，该装置或为
有嗓音障碍的个体提供一个实用的解决办
法，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整体生活质量。

据《科技日报》报道

人工智能将喉部肌肉运动转为语音

迄今最快AI芯片
拥有4万亿个晶体管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14 日报
道 ，美 国 芯 片 初 创 企 业 Cerebras
Systems 推出了全新的 5 纳米级“晶
圆级引擎 3”（WSE-3）芯片。该公
司官网称，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行速
度最快的人工智能（AI）芯片，将此
前纪录提高了1倍。WSE-3拥有4
万亿个晶体管，也使其成为迄今最
大的计算机芯片，专门用于训练大
型AI模型，未来也有望用于目前正
在建设中的“秃鹰银河3号”AI超级
计算机。

WSE-3芯片由90万个经AI优
化的计算核心组成，集成在一块
8.5×8.5 英寸的硅晶圆上，类似其

“前身”WSE-2。该公司在 13 日发
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WSE-3的
功耗和价格与WSE-2相当，但功率
是其两倍。WSE-2包括2.6万亿个
晶体管和 85 万个 AI 核心。目前用
于训练AI模型的最强大芯片之一是
英伟达H200图形处理单元（GPU），
但该芯片只包含800亿个晶体管，仅
为WSE-3晶体管数目的1/57。

WSE-3 芯片将为正在建设中
的“秃鹰银河3号”超级计算机提供
动力。该超级计算机将由64个基于
WSE-3 芯片的 Cerebras CS-3 AI
系统组成，每秒浮点运算能力有望
达到8百亿亿次，使其成为最强大的
AI超级计算机之一。

当“秃鹰银河3号”与“秃鹰银河
1 号”和“秃鹰银河 2 号”系统“强强
联手”，整个网络的浮点运算能力将
达到每秒 1 千 6 百亿亿次。相较之
下，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
机——位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的“前沿”超级计算机，其运算能力
为每秒1百亿亿次。

该公司称，CS-3系统具有卓越
的易用性，相比GPU需要更少代码
来训练大型AI模型，将用于训练比
GPT-4 或谷歌的“双子座”大 10 倍
的未来AI系统。据称，GPT-4使用
了约 1.76 万亿个参数来训练系统，
而CS-3系统可处理有24万亿个参
数的AI模型。

据《科技日报》报道

●迄今最快的芯片将为大型AI超级计算机提供动力。
图片来源：Cerebras Systems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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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49吨柴油重型卡车排放的
二氧化碳相当于约40辆小轿车的排
放量。与49吨柴油重卡相比，若把
燃料换为液态的氢燃料电池，则每
辆液氢重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
140吨，有望实现长途重载车辆的零
排放。

这是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六院了解到的新成果。科技部高
技术中心近日下达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结论的
通知显示，由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101 所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重型车辆液氢储供关键技术研
究”项目顺利通过综合绩效评价，
这意味着我国重型车辆液氢储供
技术取得突破。

101 所氢能业务首席专家刘玉
涛介绍，通过项目实施，实现了液氢
储供系统与重型车辆燃料电池动力
系统及整车的集成应用，解决了重
型卡车电动化动力性能和续航里程
的两大难题，充分体现了液氢用于
汽车行业高能量密度、长行驶里程
的技术优势，为液氢重卡技术开发
和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示范。

据悉，以重型燃料电池车辆用
户端液氢储供关键技术研究为切入
点，围绕重载燃料电池商用车高密
度储供氢的行业需求，101所作为项
目牵头单位，联合清华大学、北汽福
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亿华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10家优势单位组
成了产、学、研、用、监、检一体的项
目攻关团队。

项目历时三年，完成了车载液
氢储供系统 7 项关键技术攻关，优
化了车载液氢储供系统——燃料
电池动力系统——重型车辆底盘
结构的构型，在国内率先研制了80
公斤级车载液氢储供系统工程样
机；完成了液氢储供系统和燃料电
池及整车的匹配性测试，通过了试
车场公路实况考核，在质量和体积
储氢密度、单位能耗、供氢速率等
方面比肩国际同等先进水平；研制
了车载液氢储供系统测试装置，建
立了车载液氢储供系统检测方法，
为技术研发和产品测试提供必要
的标准依据。

据《光明日报》报道

《自然》3月14日发表的一篇论
文认为，齿鲸（如虎鲸、白鲸和一角
鲸）之所以演化出更年期可能是为
了增加种群的总体寿命。这一发
现还表明，更年期的演化使雌性能
够帮助后代生存，但不会与女儿或
孙女竞争配偶。

更年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
象，其演化的过程和原因长期存在
疑问。人类女性是已知唯一演化
出延长生殖后生命的陆地哺乳动
物，但已知更年期在齿鲸中经历了
多次演化。尽管科学家对人类更
年期适应价值的理解已有所进展，
但还不清楚这些对其它物种是否
有普遍意义。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建立并分
析了一个新的比较数据库，来检

验关于齿鲸更年期的各种演化假
说。他们认为，雌性更年期是在
不增加生殖寿命的情况下延长寿
命进化而来。更年期为雌性提供
了帮助家族中其他年轻后辈的
机会，提高其生存几率，例如分
享食物、照料幼儿、在资源短缺
时帮助群体、保护它们的子弟。
更年期使雌性齿鲸的寿命能与
子代和孙代的寿命有所重叠，但
不会增加与女儿的生殖重叠以
避免生殖竞争。

研究表明，更年期是在对物种
有利时演化出来的。尽管鲸类与
人类存在明显差异，但更年期的趋
同演化为理解更年期的总体演化
提供了新的见解。

据《科技日报》报道

鲸鱼演化出更年期
或为增加种群寿命

多功能金纳米花颗粒
可促进感染性组织修复

我国重型车辆液氢
储供技术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