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沃斯聚焦人工智能，以“善治”促“善智”成共同呼声
姻新华社记者郭爽陈斌杰

《癌细胞》

胶质母细胞瘤演化的
综合蛋白质组学特征

韩国国立癌症中心 Jong Bae Park等研究人
员揭示了胶质母细胞瘤演化的综合蛋白质组学
特征。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癌细胞》。

研究人员对 123对纵向胶质母细胞瘤进行
了综合蛋白质基因组学分析，确定了诊断时高
度增殖的细胞状态，以及复发性肿瘤中神经元
过渡和突触生成通路激活所取代的细胞状态。
对蛋白质组和磷酸化蛋白质组的分析表明，复
发时向神经元状态的分子转变以无翼鸟相关整
合位点 /平面细胞极性信号通路和 BRAF蛋白
激酶的翻译后激活为标志。

对患者衍生异种移植物（PDX）模型的多组
学分析也反映了类似的演化轨迹。抑制 B-raf
原癌基因激酶会损害复发性肿瘤细胞神经元的
转换和迁移能力，这是治疗后进展的表型特征。
替莫唑胺与维罗非尼的联合治疗可显著延长
PDX模型的生存期。

这项研究全面揭示了胶质母细胞瘤演化和
耐药的生物学机制，为临床干预提供了有前景
的治疗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地球科学》

受反应流动过程调节的
月球富钛玄武岩质熔体

德国明斯特大学 Martijn Klaver 团队揭示
了月球上富钛的玄武岩质熔体受到反应流动过
程的调节。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 -地
球科学》。

研究人员进行了岩石学反应实验，实验结
果发现，含钛铁矿堆积体的部分熔体与月幔中
的橄榄石和斜方晶辉石发生反应，使熔体组成
转变为高钛系列。新的高精度Mg同位素数据
证实，高钛玄武岩具有可变且同位素轻的 Mg
同位素组成，与平衡部分熔融不一致。

研究人员采用扩散模型证明，来自钛铁
矿堆积体的部分熔体在反应流动中的动力学
同位素分馏，可以解释这些异常轻的 Mg 同位
素组成，以及其他元素如 Fe、Ca 和 Ti 的同位
素组成。

虽然这个模型不能完全复制月球的熔体 -
固体相互作用，但该团队认为，在月球表面喷发
的富钛岩浆可以通过含钛铁矿堆积体的部分熔
融获得，熔体通过月幔中的反应流动对其元素
和同位素组成进行了广泛修改。因此，反应性流
动可能是降低熔体密度并使高钛熔体在月球表
面喷发的关键过程。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神经科学》

与多巴胺无关的奖励
对选择的影响

近日，英国牛津大学Mark E. Walton等研
究人员揭示了与多巴胺无关的奖励对选择的影
响。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自然 -神经科学》。

研究人员利用小鼠的两步任务表明，多巴
胺利用从任务结构知识中推断出的价值信息以
及奖励率和运动信息报告奖赏预测误差
（RPE）。然而，尽管奖励对选择和多巴胺活动有
很大影响，但在试验结果时激活或抑制多巴胺
神经元都不会影响未来的选择。

这些数据被一个神经网络模型所重现。在
该模型中，大脑皮层通过预测观察结果来学习
跟踪隐藏的任务状态，而基底神经节则通过
RPE来学习价值和行动。这表明，奖励对选择的
影响可能来自它们所传达的与多巴胺无关的世
界状态相关信息，而不是它们所产生的多巴胺
能 RPE。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揭示斑马鱼髓鞘形成过程

近日，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Kelly R.
Monk等研究人员发现，斑马鱼少突胶质前体细
胞中的突触输入和 Ca2+活性有助于髓鞘形成。
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自然 -神经科学》。

研究人员表示，在神经系统中，已知只存在
一种神经元 -神经胶质细胞突触，即神经元和
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OPC）之间的突触，但
它们的组成、装配、下游信号传导和体内功能在
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楚。

研究人员利用斑马鱼脊髓的活体显微镜解
决了这些问题，并在 OPC中鉴定出突触后分子
PSD-95和 gephyrin。OPC 中含有这些分子的
点状突触在早期发育过程中增加、在 OPC分化
过程中减少。这些点状突触具有高度动态性，经
常在“热点”处聚集。OPC中的 gephyrin热点和
突触相关 Ca2+活性预测了分化的少突胶质细胞
中形成髓鞘的位置。

进一步分析表明，自发的突触释放与 OPC
Ca2+活性密不可分，而诱发的突触释放只在发
育早期起作用。最后，突触基因 dlg4a/dlg4b、
gphnb和 nlgn3b的破坏会损害 OPC 的分化和
髓鞘化。研究人员认为神经元 -OPC突触是动
态组装的，可以通过 Ca2+信号预先决定髓鞘化
模式。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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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在日前于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
2024年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
席施瓦布感慨说，2023年年初，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还只是个“婴孩”，不过一年时间，竟已长成
“少年”。

也正因如此，“人工智能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成为今年年会的四大关键议题之一。众多与
会人士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人类社会发展
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在安全、治理、监管、版权、
伦理等多个方面带来风险和挑战。以“善治”促
“善智”，坚持以人为本、普惠包容，加强国际合
作，弥合“智能鸿沟”，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
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成为各方共同呼声。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技术是把双刃剑

多份研究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全球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英国巴克莱银行在年
会召开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 20年，尽管大规

模部署 IT技术，但全球生产力增长一直在下滑，
而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改变这一状况，成为未来经
济增长的驱动力。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相关报告说，
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每年给全球创造 2.6万亿至
4.4万亿美元经济增量。

与会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人工智能在为人
类的文明进步和发展提供机遇、推动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风险和
挑战。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险
报告》指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工智能产生
的负面后果都将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虽然自己
是一位“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人工智能带来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但它也带来巨大风
险和挑战，必须负责任地开发和使用。

坚持普惠包容“不让任何人落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达

沃斯年会召开前夕发表博客文章说，人工智能
将影响全球约 40%的就业岗位，可能让一些人
失去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加
剧整体不平等，人工智能也可能影响国家内部
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奥尔基耶娃认为，政策制
定者必须积极应对，以安全利用人工智能的巨
大潜力，造福人类。

世界经济论坛 1月 15日发布的最新《首席经
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近 3/4的受访经济学家预
计人工智能将在 2024年加速发达经济体的创新，
而低收入国家在这方面的步伐滞后，可能会进一
步扩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和技术鸿沟。

联合国秘书长技术事务特使阿曼迪普·辛
格·吉尔在年会上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最快的
国家以及相关技术研究成果排名前 50 名的国
家，没有一个来自非洲。

众多与会者也强调，特别要关注和照顾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的技术差距，弥合智能鸿沟，共享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带来的红利。

秉持多边主义精神以“善治”促“善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国与国
间新的竞合关系，只有加强创新合作，才能形
成良性竞争，激发最大活力。在年会多个人工
智能技术相关主题会议上，与会者纷纷强调，
任何技术进步都不能只让少数人获益，而应
该为大多数人造福。

多名与会人士表示，科技发展不应该成为
限制、遏制他国发展的手段，国际社会应秉持
多边主义精神，加强国际合作，更加开放务
实，让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贸易造福世界。

韩国总理韩德洙呼吁各国、各相关机构等
共同努力，将人工智能的负面因素最小化，将
正面因素最大化。他表示，为让人工智能成为
真正最大的“稳定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
服务的贸易应该更加开放。

又相信爱情了

科学证实：爱情在大脑中留下印记
本报讯 开着车去和心爱的人共进晚餐，大

量多巴胺会洪水般注入大脑的奖励中心，激励
你勇敢面对车流。但神经科学家 1 月 12 日在
《当代生物学》发表的新研究表明，如果与你共
进晚餐的只是同事，那么这股“洪水”可能更像
一条涓涓细流。
“从本质上讲，我们发现的是欲望的生物学

特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更想和某些人
在一起。”论文主要作者、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
尔德分校副教授 Zoe Donaldson说。
该研究以草原田鼠为对象。它们的独特之

处在于是一夫一妻制的哺乳动物。与人类一样，
这些毛茸茸、大眼睛的啮齿动物的婚姻会维持
很久。它们共享一个家，共同抚育后代，当失去
伴侣时会经历与人类相似的悲伤。

通过研究它们，Donaldson希望获得新的见
解，以了解人类大脑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

使亲密关系成为可能，以及当切断亲密关系时，
人们如何从神经化学的角度加以克服。

这项新研究首次表明神经递质多巴胺在维
持爱情活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整个人类社会基本上是由不同程度的选

择性欲望决定的，即与不同的人互动，无论是恋
人还是密友。”Donaldson说，“这项研究表明，某
些人在我们大脑中留下了独特的化学印记，驱
使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这些联系。”

在这项研究中，Donaldson和同事使用最先
进的神经成像技术，实时测量田鼠在试图接近
伴侣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

在一个场景中，田鼠必须按下杠杆才能打
开通往伴侣所在房间的门。在另一个场景中，它
必须爬过栅栏才能与伴侣相聚。

与此同时，一个微小的光纤传感器以毫秒
为单位跟踪动物伏隔核的活动，后者是大脑中

负责激励动物寻求奖励的区域，包括水、食物，
甚至毒品。人类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当我们握住
伴侣的手时，伏隔核会发光。

论文第一作者 Anne Pierce解释说，每当传
感器检测到多巴胺激增时，伏隔核就会“像荧光
棒一样亮起来”。当田鼠按下杠杆或爬过栅栏
时，神经纤维就会“狂欢似的亮起来”。

相聚时，它们依偎在一起，互相嗅着对方。
相反，当一只随机的田鼠待在门或墙的另一边
时，这根“荧光棒”就会变暗。

Pierce说：“这表明，多巴胺不仅对激励我们
寻找伴侣很重要，而且当我们和伴侣在一起时，
大脑奖励中心分泌的多巴胺比和陌生人在一起
时更多。”

在另一项实验中，这对田鼠夫妇被分开了 4
周———这对啮齿动物来说是非常久的，足以让
野外的田鼠找到另一个伴侣。当它们再次团聚

时，虽然彼此记得对方，但标志性多巴胺激增却
几乎消失了。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它们的欲望
已经消失，就大脑而言，前伴侣与其他田鼠没什
么区别。
“我们认为这是大脑的一种重置，使动物能

够继续前进，并有可能形成新的关系。”Don-
aldson说，这对经历过痛苦分手，甚至失去配偶
的人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表明大脑有一种固
有机制保护人类免受无休止的单相思之苦。

研究人员相信，该研究最终可能对那些难
以建立亲密关系，或难以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
的人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希望通过了解大脑中
健康的联系是什么样子的，从而找到新的治疗
方法，帮助那些患有影响社交的精神疾病的
人。”Donaldson说。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此刻姻 姻

男女寿命差距

越来越小

一项 1月 17日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 -
综合》的研究显示，从历史上看，女性的寿命一
直比男性长，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可能正在帮助
后者逐渐赶上来。

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的平均寿命在过去一
个世纪里有所延长。随着各国变得更加富裕，这
一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尽管有所增加，但男性
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始终存在差距。

为了了解更多信息，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
的 David Atance del Olmo 和同事分析了 1990
年至 2010年 194个国家的死亡率数据。根据寿
命趋势，这些国家可以分为 5组。

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人群来自收入最高
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英国和西欧
其他地区。预期寿命最短的人群只有卢旺达
和乌干达。

研究人员在比较这些国家的男女寿命时发
现，卢旺达和乌干达男性的预期寿命增幅最大。
1990 年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30.85 岁，
2010年增加了 14.37岁，达到 45.22岁。而这些
国家女性的预期寿命在此期间仅增加了 0.94
岁，从 50.37岁增加到 51.31岁。

在预期寿命最长的人群中，男性和女性
1990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为 4.84岁，女性寿
命更长。2010年，这一数字略降至 4.77岁。研究
人员预计，这一差距将继续缩小，到 2030 年可
能为 3.4岁。

研究小组观察到其他 3组国家出现了同样
的趋势。尽管只研究了截止到 2010年的数据，
但他们预计类似的趋势将持续至今。不过，他们
也承认，新冠疫情可能影响了人类的总体预期
寿命，尤其是男性的预期寿命。

Del Olmo表示，近几十年来，男性和女性都

受益于医疗保健的进步和对艾滋病等疾病认识
的提高。他说，与吸烟和喝酒相关的死亡人数也
有所减少，这可能有助于缩小男女之间的预期
寿命差距，因为烟草和酒精对男性的影响尤为
严重。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Brandon Yan
表示：“这项研究的结果与流行病学趋势一致，
即随着时间推移，全球预期寿命会上升，性别差
距会缩小。”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过去几十年，男性和女性都从医疗保健的改善中受益。 图片来源：ZUMA Press, Inc./Alamy

一万年前“口香糖”
揭示糟糕口腔健康

本报讯根据《科学报告》1月 19日发表的
一篇论文，中石器时代（约 1 万年前）生活在斯
堪的纳维亚地区西南部的采集狩猎人群成员，
可能受龋齿和牙龈病的困扰。

土耳其梅尔辛大学的 Emrah Kirdok、瑞典斯
德哥尔摩大学的 Anders Gotherstrom和同事，对
3片桦焦油中发现的 DNA进行了测序。桦焦油
是加热桦树皮制成的物质。这些桦焦油于上世
纪 90年代发掘自瑞典 Huseby Klev，可追溯到
9890年至 9540年前。

研究人员为每个样本中的微生物、植物和
动物物种的 DNA创建了档案，并将其与过去发
表的现代人类样本、古代人类牙菌斑以及一个
有 6000年历史的咀嚼过的桦焦油样本中的此类
物种情况进行了比对。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桦焦油样本中的微生
物构成与现代人类口腔、古代人类牙菌斑和有
6000年历史的咀嚼过的桦焦油样本最为相似。
这表明，Huseby Klev的样本被人类咀嚼过。他们
还发现其中大量含有几种通常与牙龈病有关的
细菌，如齿垢密螺旋体（ ）、咽
峡炎链球菌（ ）和一种斯莱
克氏菌（ ），以及与龋齿有关的细菌
如链球菌（ ）和类斯氏菌
（ ）等。

基于桦焦油中微生物物种的相对丰度并利
用机器学习模型，研究人员估计了这些采集狩猎
人群成员患牙龈病的可能性为 70%~80%。他们认
为，古代采集狩猎人群广泛使用牙齿完成各种任
务，包括用嘴固定、切割和撕扯，这可能增加了他
们接触导致牙龈病的微生物物种的风险。

除了微生物 DNA，研究人员还确定了与一
系列动植物物种一致的 DNA序列，包括榛子、
苹果、槲寄生、红狐、灰狼、野鸭、笠贝和褐鳟。这
可能反映出采集狩猎人群成员在嚼桦焦油样本
之前嚼过的材料。他们推断，这些材料包括了食
物来源、毛皮和骨制工具。

这些发现显示出中石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
采集狩猎者群体口腔健康欠佳，并为他们的饮食、
材料使用和当地环境带来了新见解。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在 Huseby Klev遗址发现的一块被咀嚼过
的焦油铸模。 图片来源：《科学报告》

接近金牌水平，AI向人类奥数“下手”
本报讯从下棋到解析蛋白质结构，人工智

能（AI）变得越来越无所不能。美国谷歌公司的
DeepMind这次将目标瞄准数学领域，开发的一
款 AI几何推理模型———AlphaGeometry能够以
接近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奥数）竞赛金牌得主的
水平，解决复杂的几何问题。相关研究 1月 17
日发表于《自然》。

奥数面向中学生每年 7月举办，是全球最难
的数学竞赛之一。解决奥数几何问题需要一定的
数学创造力，而这正是 AI一直在试图攻克的。即
使在其他领域展现出非凡推理能力的OpenAI的
GPT-4，在奥数几何问题上也只能得 0分。

AI之所以对奥数几何问题久攻不下，除了
问题的难度外，缺乏训练数据也是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奥数自 1959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且
每次比赛只有 6道题。然而，AI系统解决几何问
题需要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数据点，现有数据

远不能满足训练的需要。
为此，DeepMind的 Thang Luong 和同事创

建了一种工具，可生成数以亿计的机器可读的
几何证明，从而绕过了现有数据不足的难点。

研究人员使用这些数据对 AlphaGeometry
进行训练，并用 30道奥数几何题对它进行基准
测试。结果，AlphaGeometry在标准时限内正确
解出了 25道题。相比之下，之前最先进的系统
解决了其中 10 道题，而根据预测，人类奥数金
牌得主平均解决 25.9道题。

Luong介绍，AlphaGeometry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快速、直观的语言模型系统———GPT-f，另
一个是较慢、更具分析性的“符号引擎”系统。

面对一道奥数几何题，AlphaGeometry首先
利用 GPT-f提出要尝试的定理和论点，接着
“符号引擎”就会通过逻辑推理，按照数学规则
构建 GPT-f提出的论点。两个系统协同工作、

不断切换，直到问题解决。
Luong表示，虽然 AlphaGeometry在解决奥

数几何题方面非常成功，但它的答案往往比人
类的证明更长。不过，它可以发现一些人类遗漏
的东西。比如，它对一道 2004年奥数竞赛题的
解法，比官方给出的答案更好、更通用。

英国伦敦数学科学研究所的何杨辉指出，
该系统在可用的数学运算方面存在固有的局限
性，因为奥数问题应该用大学本科阶段以下教
授的定理来解决。因此，增加 AlphaGeometry可
以获得的数学知识能够改善系统，甚至有助于
它取得新的数学发现。

目前，DeepMind拒绝透露是否计划让 Al-
phaGeometry参加奥数现场比赛，以及是否再扩
展该系统以解决其他非几何奥数问题。（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