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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美国

马里兰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固

态钠电池架构，其性能优于目前的钠

离子电池。通过使用钠金属作为负

极以获得更高的能量密度，该电池实

现了创纪录的室温下固态钠-金属循

环率。而且，电池使用更稳定的陶瓷

电解质，降低了易燃性风险。相关研

究发表在新一期《能源与环境科学》

杂志上。

锂离子电池在储能行业占据主导

地位，但锂的可获得性有限，其能否一

直保持这一领先地位让人担忧。相

反，由于海洋中的盐分极其丰富，钠离

子电池提供了一种更可持续的选择。

这有可能为快速增长的能源存储需求

提供一种更低成本的替代方案。

目前，大多数钠离子电池都包含

液体电解质，存在易燃性风险。此次，

研究人员开发的固态钠电池架构基于

钠超离子导体材料。钠超离子导体是

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具有高离子导

电性和优异的化学和电化学稳定性。

研究人员成功展示了高电流密度

下的稳定钠循环，以及薄 3D 结构离子

传导固体电解质的全电池循环。这是

可持续和更经济的能量存储技术的重

要进步。

固态钠电池实现创纪录金属循环率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美国匹兹

堡大学医学院科学家在人类血液中发

现了一类以前未被识别的抗体。这种

免疫系统蛋白似乎能中和多种形式的

流感病毒。最新研究或是开发靶向季

节性病毒且能提供广泛保护性疫苗的

关键。相关论文刊发在 12月 21日出版

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研究团队解释称，流感疫苗促使免

疫系统产生抗体。该抗体可与入侵的

流感病毒外部的血凝素病毒蛋白结合，

阻止其进入人体细胞。不同的抗体以

不同方式与血凝素的不同部分结合，但

血凝素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

产生可躲避旧抗体的新流感毒株。因

此，医药厂商每年都会根据对最主要毒

株的预测提供新的流感疫苗。

鉴于此，研究人员正开发能同时抵

御多种毒株的流感疫苗，并重点关注能

同时抵御 H1 和 H3 流感亚型的抗体。

这两种亚型包含多种毒株，是造成人们

广泛感染的原因。

在最新研究中，霍利·西蒙斯团队

在血凝素构建块序列中的一些 H1菌株

中 发 现 了 一 个 微 小 变 化 ——133a 插

入。研究显示，某些能中和 H3 的抗体

也能中和 H1。但如果血凝素发生上述

微小变化，则该抗体不能中和 H1。

在对患者血液样本开展的一系列

实验中，团队发现了一类新抗体。试验

显示，无论是否出现 133a 插入，该抗体

都 能 中 和 某 些 H3 毒 株 和 某 些 H1 毒

株。而独特的分子特征使这些抗体与

其他能中和 H1和 H3毒株的抗体不同。

研究团队指出，人们需要每年接种

一次流感病毒疫苗，以跟上病毒持续进

化的步伐。最新研究表明，人类有可能

产 生 强 大 的 抗 体 反 应 ，中 和 不 同 的

H1N1 和 H3N2 病毒，这为设计更好的

疫苗应对流感病毒开辟了新途径。

新型抗体或能对抗多种流感病毒

前沿探索

科学家揭示一种致癌蛋白的秘密
西班牙和英国研究人员已全面鉴

定了在蛋白质 KRAS中发现的变构控

制位点。这些正是药物开发中备受关

注的靶点。新发现或有助控制癌症中

的 这 些 关 键 蛋 白 。 该 研 究 提 供 了

KRAS的第一个完整控制图谱。

科技聚焦

新型类脑晶体管模仿人类智能
美 国 西 北 大 学 、波 士 顿 学 院 和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从人脑中汲

取灵感，开发出一种能够进行更高

层次思维的新型突触晶体管。其可

像人脑一样同时处理和存储信息。

在新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证明晶体

管对数据进行分类的能力，超越了

简单的机器学习任务，并且能够执

行联想学习。

“最”案现场

最具希望高温超导二极管或出现
几十年来，超导体一直是物理学

界研究的热点。但这些允许电子完美

无损流动的材料，通常只在非常低的

温度下（比绝对零度高几度）才表现出

这种量子力学特性。美国哈佛大学研

究团队展示了一种新策略，可制造和

操纵铜酸盐高温超导体，为在以前无

法获得的材料中设计新的超导形式扫

清了道路。

蓦然回“首”

人类和鲸鱼之间首次成功“对话”
美国科学家近日利用水下扬声器

与一头名叫吐温的座头鲸成功“交

谈”，并记录了回拨给座头鲸的“联系

电话”。研究团队表示，这种人类与座

头鲸之间的“对话”，为人类未来与地

外生命交流提供了宝贵经验。

科技轶闻

AI开始预测人类生活多个方面？
丹麦技术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

研究，描述了一个机器学习方法。该

方法能从不同方面准确预测人类生

活，包括早死可能性和个性的细微差

异。该模型或能提供对人类行为的

量化认知。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2月 18日—12月 24日）

人工智能（AI）复现一项诺贝尔化

学奖成就，需要多久？

答案：4 分钟。这甚至比阅读完这

篇文章的时间都短。而且 AI无需反复

实验，一次就成功。

这个由 GPT-4 驱动的“AI 化学实

验室”，被命名为“Coscientist”，由来自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和翡翠云实验室

的研究团队共同创建。相关研究结果

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有评论称，自此之后，人类探索化

学世界的方式，可能产生巨大革新。

AI自己学习做实验

Coscientist 结合了大型语言模型、

互联网和文档搜索的能力。它首先从

互联网、文档数据等来源检索化合物的

公开信息；然后通过学术期刊、维基百

科、美国化学会等途径进行学习；最后

根据学到的信息指导自己的行动，设

计、规划和执行真实世界的化学实验。

系统以 GPT-4 为基础，可通过调

用 4 个命令（谷歌、Python、文档和实

验）来规划实验。除了最后一个执行命

令外，谷歌命令负责在互联网上进行搜

索，Python 命令负责执行代码，而文档

命令则负责检索和总结必要的文档，这

些命令还可以执行子操作。

研究团队对 Coscientist的表现进行

了多轮测试。其中，为了检验它设计化

学反应流程的能力，团队要求它通过检

索与学习，分别生成阿司匹林、对乙酰

氨基酚和布洛芬等药物分子。

4分钟做个诺奖研究

研究团队对 Coscientist 的最终考

验，是让它复现诺奖研究。

2010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 3 位化

学家，以表彰他们提出钯催化交叉偶联

反应。这类反应的实用度非常高，因为

其可高效构建碳-碳键，轻易生成许多

难以合成的物质。在制药领域，这类反

应可以在炎症、哮喘等多类疾病的新药

开发中展现实力。而在电子工业、先进

材料等领域，钯这类反应也能得到广泛

应用。

Coscientist 交上的答卷非常漂亮。

在确定两种反应所需的化合物之后，它

准确计算了所需的剂量，并对移液机器

人进行自主编程来开启反应。整个过

程只用了不到 4 分钟。结果，反应后的

透明液体样本中成功发现了目标产物，

对样本的分析也表明复现成功。

“自动化科研”即将到来

这项成果表明，人类已能有效地利

用 AI 提高科学发现的速度和数量，并

可改善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和可靠性。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卡内基梅隆大

学研究人员盖比·葛姆斯表示，人们可

拥有自主运行的系统，去发现新的现

象、新的反应、新的思想。而科学中的

尝试、失败、学习和改进的迭代过程，可

通过 AI大大提速。这本身就将是一场

巨大变革。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化学部主任

戴维·伯科威茨认为，该团队成功构建

了一种高效的“实验室伙伴”。将各个

组成部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最终的成

果远远超越了各个部分单独的贡献。

在同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药学院阿娜·劳拉·
迪亚斯和迪亚戈·罗德里吉斯认为，

Coscientist是人类朝着建立自动化实验

室迈出的关键一步。

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Coscientist

尚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它有时会出现

化学反应不正确的情况。但目前它可通

过使用复杂的提示策略（如思维链和思

维树）以及增加化学数据进行自我纠正。

还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研

究问题，很多都比这一研究中的实验复

杂得多。有些研究涉及化学以外的学

科概念，如药物开发中需应用到的生物

学。Coscientist目前还无法解决这一领

域的复杂问题。

几 分 钟 成 功 复 现 诺 奖 成 果

人工智能科研机器要来了？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

刘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

和哈佛大学科学家借助人工智能（AI）的

力量，通过筛选数百万种化合物，发现了

一类全新的抗生素。这类抗生素能杀死

两种不同类型的耐药细菌，为应对全球

性的抗生素耐药性挑战带来了新希望。

相关论文发表在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科学家测试了 39000 多种化合物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来自肝脏、骨骼

肌和肺部的 3 种人体细胞的影响。这

些测试数据被用来训练 AI模型，使其

能够预测化合物的抗菌活性及对人体

细胞的潜在毒性。经过训练后的 AI

模型对 1200 万种化合物进行了计算

机模拟分析，最终发现了 3646 种具有

理想类药物性质的化合物。更重要的

是，他们还确定了可解释每种化合物

性质的化学亚结构。

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化合物的化学

亚结构，科学家成功确定了一种新的

潜在抗生素类别，并发现了两种无毒

的化合物。在小鼠身上的实验结果显

示，这两种新发现的抗生素对耐甲氧

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万古霉素肠

球菌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数据显示，2019 年因抗生素耐药

性导致 120 多万人死亡。预计未来几

十年这一数字还会上升。目前只有少

数几类新抗生素，如恶唑烷酮和脂肽，

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万

古霉素肠球菌有效。

这项研究成果展示了 AI 在药物

发现领域的巨大潜力。通过 AI 的引

导，科学家不仅能预测化合物的生物

效应，还能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化学机

制。这种方法有望加速新抗生素的开

发进程，还有可能为其他领域的药物

研发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此时此刻，我们正置身于一场巨

大的技术浪潮之中。驱动这次浪潮的

力量之一，就是人工智能。想想看，几

年前我们还为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的

声音而惊奇，如今网络视频中真假难

辨的“数字人”已不再稀罕；几年前我

们还感慨人工智能竟然可以写诗、谱

曲，如今人工智能创作内容已发展成

方兴未艾的产业。人工智能正在制造

业、娱乐、医疗、教育等各行各业成为

得力助手，助推生产、工作、研发、学习

效率的跃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

人都值得好好思考，如何在人工智能

时代更好地立足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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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据 12

月 22 日出版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前

沿》报道，日本东北大学研究人员发明

了一条“飞龙”，它会用喷水来灭火。

这种新型机器人被称为“龙消防员”。

研究人员设想，世界各地的机器人专

家可通过开源论文来设计机器人，并

打造自己的“龙消防队”。

新研究展示的是一个 4 米长、可

远程控制的飞行消防软管机器人原

型。该机器人的设计目的是，通过直

接接近火源来安全

高效地扑灭建筑物

内的大火。

“龙消防员”的

消防水带由其头部

等部位喷出的 8 个

可控水柱推动。它

可在距地面 2 米的

高度“飞行”。消防

水带可改变形状并

朝向火焰，由后方

的轮式推车中的控

制单元控制。这辆

推车通过供水管连

接到一辆装有 1.4

万升蓄水箱的消防车上。喷嘴以每秒

6.6 升的速度喷水，压力高达 1 兆帕斯

卡。软管的顶端包含一个传统热成像

摄像头，其有助于找到发生火灾的位

置。

不过，该机器人设计仍有局限。

如对“龙消防员”的被动减振机制仍未

落实，这导致其准备飞行的时间过

长。在户外应用中，火灾产生的热量

会导致包裹水管和电缆的波纹管产生

变形。

“飞龙”机器人可远距离灭火

甲 型 流
感 病 毒 的 概
念图。

图 片 来
源：美国趣味
科学网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云实验室。 图片来源：卡内基梅隆大学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当人

们饱餐一顿时，胃会向大脑发出信号，

从而让身体意识到是时候停止进食

了。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

利用这一原理设计出可在胃内振动的

可服用胶囊。这种振动会激活与感知

胃扩张时相同的伸展感受器，从而产

生一种虚幻的饱腹感。该研究发表在

12月 22日的《科学进展》杂志上。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复合维生素

大小的胶囊，其中包括一个振动元

件。当这种由小型氧化银电池供电的

胶囊到达胃部时，酸性胃液会溶解覆

盖在胶囊上的凝胶膜激活振动马达。

一旦胶囊开始振动，它就会激活

伸展感受器，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向大

脑发送信号。研究人员跟踪了设备振

动期间的激素水平，发现它们反映了

饭后的激素释放模式。

研究发现，在进食前 20 分钟服用

该胶囊，可刺激发出饱腹感的激素释

放，从而将食物摄入量减少约 40%。

目前版本的胶囊被设计为在到达

胃后振动约 30 分钟。研究人员计划

对其进行改造，使其在胃内停留更长

时间，以便根据需要可无线打开和关

闭。在动物研究中，这些胶囊在四五

天内就会通过消化道排出，且实验动

物没有表现出任何阻塞、穿孔或其他

副作用的迹象。

“欺骗”大脑产生饱腹感

内服振动胶囊有望治疗肥胖

“龙消防员”在日本福岛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峰会开幕式上
进行表演（资料照片）。 图片来源：日本东北大学田所实验室

人工智能进行化学研究的概念呈现。 图片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