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个多人细胞大脑 3D模型问世
有望揭示大脑发育和药物反应个体差异

本报讯 研究人员首次建立了大脑的 3D
模型，其中包括来自不同供体的各种细胞类型。
这些类器官可能有助于揭示为什么大脑对药物
的反应因人而异。6月 26日，相关成果发表于
《自然》。

其他团队之前已制作了来自多个人类供体
脑细胞的 2D薄片，但这项工作报道了足以用
于研究的 3D系统。
“这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是一种强大

的方法。”未参与该研究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旧金山分校生物学家 Tomasz Nowakowski说，
许多研究团队可能会采用这种方法，“这是技术
上的杰作”。

这些被研究者称为嵌合体的嵌合培养物，
结合了来自 5个供体的细胞，而未来的迭代可
以容纳来自数百人的细胞。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干细胞生物
学家 Paola Arlotta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在
试验之前使用嵌合体预测个体对新疗法的反
应，那会怎么样？我喜欢想象未来。”

被称为类器官的模型系统模仿了器官的细
胞组成，如肠道和肺。研究人员将来自人类供体
的干细胞浸泡在一种精确配制的化学混合物
中，以促进干细胞转化为特定器官中通常存在
的所有细胞类型，而培养条件也促使细胞聚集
成复杂的 3D形状。

大脑类器官生长得特别缓慢，使用条件也
特别苛刻，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制造方
法。一种方法是将来自几个供体的细胞组合成
一个单一的类器官。使用多供体细胞团可能更
容易处理，并且可以在单一模型中捕获到广泛
的人类遗传多样性。然而，由于起始干细胞的生
长速度不同，那些快速生长的干细胞不可避免
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在，Arlotta和同事找到了诀窍，那就是首
先制备一套单一供体类器官。当这些细胞成熟
时，所有类器官中的细胞都会以相似的速度生
长。然后再将这些结构均质化并将细胞聚集在
一起，就有可能培养出复合类器官。在该研究
中，嵌合体在 3个月后增长到约 3至 5毫米宽，

并且含有与胎儿皮质组织相同的细胞类型。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荷兰类器官

研究公司 HUB Organoids 首席执行官 Robert
Vries说，研究中枢神经系统的团队“真的需要
更多的类器官系统”。

嵌合体能使研究人员弄清药物是否会对不
同人产生不同影响。作为一个测试案例，研究团
队用神经毒性药物处理了多供体类器官。结果
显示，导致胎儿酒精综合征的乙醇，只减少了来
自一个供体细胞系的细胞数量。而当与抗癫痫
药物丙戊酸联合使用时，来自该供体的细胞生
长得更快。

但 Vries提醒说，需要严谨的后续工作，以
确保嵌合模型中看到的任何效应都来自特定细
胞系的遗传因素，而不是紧密排列的细胞之间
的相互作用。

Nowakowski补充说，使嵌合体生长也是
“劳动密集型”工作，他正在实验室里试验这种
模型。但是，自动化的细胞培养系统应该可以减
轻工作量，并使这些模型能够用于更有效的脑

部疾病实验。 （胡璇子）
相关论文信息：

经过一个月的生长，由多个人类供体细胞
组成的大脑类器官超过了 1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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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科学进展》

20世纪上半叶北极海冰的变化

俄罗斯科学院 Vladimir Semenov 等报道
了 20世纪上半叶北极海冰的变化。相关论文
6月 22日发表于《大气科学进展》。

近几十年来，北极海冰面积（SIA）的缩
小是气候持续变化的一个显著表现。自
1979 年以来，卫星连续观测北极海冰的变
化，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监测相对较好，
但由于缺乏观测，早期的变化很大。最近，
基于综合区域海冰观测或应用混合模型 -
经验方法提出了几种历史网格海冰密集度
（SIC）的重建方法。

这项研究基于已确定的 SIC 与地表气
温、海面温度和海平面压力模式之间的共
变，对 1901 年至 2019 年间的 SIC 进行了重
建。研究人员将重建的 3月和 9月海冰数据
与常用的 HadISST1.1 和 SIBT1850 数据集
进行了比较。重建显示，在 20 世纪初北极变
暖事件发生的同时，在 1920 年至 1940 年
间，SIA 大幅减少。这种负的 SIA 异常在
HadISST1.1数据中是不存在的。SIA异常幅
度在 3月份达到约 80万平方公里，在 9月达
到约 150万平方公里。

该异常比 SIBT1850数据集中的异常强 3
倍。9月份 SIA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
70毅~80毅纬向的北冰洋西段 SIC减少的幅度较
大。研究结果强调，该重建提供了网格化的月
度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作为研究 20世纪上半
叶北极气候的大气再分析和模型实验的边界
条件。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化学》

研究发现异喹啉磺酰胺类药物
是一种变构回转酶抑制剂

荷兰莱顿大学Mario van der Stelt研究团
队报道了异喹啉磺酰胺类药物作为对氟喹诺
酮耐药菌具有活性的变构回转酶抑制剂的发
现。相关研究成果 6月 19日发表于《自然 -
化学》。

细菌对几乎所有已知的抗菌药物都具
有耐药性，说明了识别通过新机制发挥作用
的抗生素的必要性。该研究报道了一类对临
床分离的耐氟喹诺酮类大肠杆菌具有抗菌
活性的 DNA回旋酶变构抑制剂。对小分子
文库的筛选揭示了一种初始的异喹啉磺酰
胺命中率，该命中率通过药物化学研究进行
了优化，以提供更强效的抗菌 LEI-800。靶
点鉴定研究，包括对体外筛选的对异喹啉磺
酰胺具有耐药性的突变体进行全基因组测
序，一致指出 DNA 回旋酶复合物是一种重
要的细菌拓扑异构酶，也是一种已确定的抗
菌靶点。

使用单粒子冷冻电子显微镜，研究人员
确定了回旋酶 -LEI-800-DNA 复合物的结
构。该化合物在 GyrA亚基中占据一个变构的
疏水口袋，其作用模式与迄今为止报道的临
床使用的氟喹诺酮类或任何其他回旋酶抑制
剂不同。

相关论文信息：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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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王海峰谈通用人工智能：技术通用、能力全面
姻本报记者赵广立

“旱稻什么时候种最好？”“种植旱稻有哪些
注意事项？”“我的旱稻遭遇病虫害怎么办？”

以前，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竹塘乡云山村，种植旱地优质稻的村民们遇到
这些问题，只能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每天
跑步的必经之路上“堵”他。但现在，他们可以使
用“农民院士智能体”快速得到答案。
“农民院士智能体”是朱有勇及团队与百度

共同打造的首个农业智能体，它基于文心智能体
平台创建，学习了朱有勇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
农业知识，可以为农民解答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云山村村民张文清说：“朱院士就在我的手机里！
同他本人一模一样。”
“智能体是在基础大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

做思考增强训练的结果。”6月 28日，在深度学习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办的 WAVE
SUMMIT深度学习开发者大会 2024上，百度
CTO王海峰正式发布文心大模型 4.0 Turbo、飞
桨框架 3.0等最新技术以及“农民院士智能体”。

模型迭代：速度更快、效果更好

大模型技术和产品的迭代仍在加速。大会
现场，王海峰发布了文心大模型 4.0 Turbo，网
页版、APP、API陆续面向用户开放。企业用户
即刻起登录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平台可使用
API服务。以用户使用文心大模型设计调查问
卷的演示为例，文心大模型 4.0 Turbo的速度更
快、效果更好。

百度自 2010年起开始布局人工智能，2019
年 3 月推出文心大模型 1.0 并持续迭代升级 ,

2023年 10月发布文心大模型 4.0，今年 4月发布
文心大模型 4.0工具版。文心大模型，基于飞桨平
台从万亿级数据和千亿级知识中融合学习，具备
知识增强、检索增强和对话增强等核心技术。

王海峰介绍，基于强大的基础大模型，百度
进一步创新了智能体技术，包括理解、规划、反
思和进化，能够做到可靠执行、自我进化，并在
一定程度上将思考过程白盒化，让机器像人一
样思考和行动，能够调用工具自主完成复杂任
务，在环境中持续学习实现自主进化。
“农民院士智能体”就是基于文心智能体平

台创建的。王海峰介绍说，“农民院士智能体”不
仅学习了相关的农业知识，还使用朱有勇团队
的研究成果，从而可以为农民解答生产生活中
的问题，促进科技助农惠农。目前，文心一言累

计用户规模已达 3亿，日调用次数 5亿，澜沧拉
祜族自治县竹塘乡云山村村民们也成了文心一
言的新用户。

飞桨升级，文心进化

王海峰表示，文心大模型的持续快速进化，得
益于百度在芯片、框架、模型和应用上的全栈布
局，尤其是飞桨深度学习平台和文心的联合优化。

文心大模型的基础模型训练离不开飞桨深
度学习平台，即运行在万卡算力上的飞桨平台，
通过集群基础设施和调度系统及软硬件协同优
化，支持文心大模型的稳定高效训练。会上，王海
峰发布了飞桨新一代框架———飞桨框架 3.0。

他介绍，飞桨框架 3.0具备动静统一自动

并行、编译器自动优化、大模型多硬件适配、大
模型训推一体等核心技术，能够使大模型效果
更好、性能更优。
“‘飞桨文心’生态规模持续扩大，和每一

位开发者的贡献都密不可分。”王海峰披露，飞
桨 -文心生态至今已凝聚 1465 万名开发者，
服务 37万家企事业单位，创建 95万个模型。

通用人工智能：技术通用、能力全面

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
智能。随着大模型的“规模效应”（scaling law）越
来越显著，人们逐渐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A-
GI）的曙光。对此，王海峰认为，可以从两个角
度解读，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通用性，二是能力
的全面性。

他提到，人工智能技术历经几十年发展，经
历了从专用到通用的蝶变：从早期的人工撰写
规则到后来统计机器学习，能自动从数据中学
习；从早期解决不同场景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算
法，演进到深度学习时代算法的通用性大大加
强，深度神经网络这套架构和技术可以解决各
类问题，再到大模型时代，不仅算法，模型也变
得更加通用和统一。

在技术的通用性方面，王海峰表示，大模型
在面向不同任务、语言、模态、场景时，通用性越
来越强。以自然语言处理为例，之前有分词、句
法分析、语义匹配、机器翻译、问答、对话等很多
子方向，现在一个大语言模型就可以完成绝大
多数任务；语言方面，大模型既可以解决单语言
问题，也可以跨语言———不仅能学习人类的自

然语言，也能学习人工定义的形式语言（如编程
语言等），架起了从思考到执行的桥梁；同时，大
模型可以实现多模态的统一建模，广泛赋能各
行各业应用等。总体上，人工智能技术的通用性
越来越强。

在能力的全面性方面，王海峰认为，理解、
生成、逻辑、记忆是人工智能的 4项基础能力。
人工智能所表现出的其他能力，无论是创作、解
题还是编写代码，抑或是规划、决策等，基本上
都是这 4项基础能力的综合运用。以基于文心
大模型实现的运营活动系统为例，模型首先了
解用户需求进行系统设计，然后规划相关的任
务用于执行，接下来根据规划生成代码，逐步实
现系统搭建（包括数据库、后端功能、前端页面
等），再进行服务部署；如果部署失败，模型还能
够根据报错信息自动“反思”迭代，直到部署成
功，服务顺畅运行。
“大模型完成系统开发到服务运行的过程，

充分体现了大模型的理解、生成、逻辑、记忆 4项
基础能力，以及对这 4项能力的综合运用。”王海
峰说，“这 4项能力越强，越接近通用人工智能。”

王海峰最后表示，纵观人类经历的前 3次工
业革命，当时的核心驱动力量如机械技术、电气
技术和信息技术都有很强的通用性，能应用于各
行各业，当它们呈现出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
的特征时，核心技术就进入了工业大生产阶段。
如今，基于深度学习及大模型工程平台的人工智
能技术，包括算法、数据、模型、工具等，也已经具
备了非常强的通用性，并具备了标准化、模块化
和自动化的特征，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工业大
生产阶段，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将加速到来。

王 海 峰
发布“农民院
士智能体”。
百度供图

美航天局称波音“星际客机”
返航时间尚不能确定

据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 6月 28日说，在
工程师团队完成对推进器技术的一系列地面测
试之前，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返航时
间将继续推迟，目前还不能给出确定返航日期。

美航天局商业载人项目经理史蒂夫·斯蒂
克在美国东部时间 28日午间召开的媒体电话
会上说，工程师团队最早将于 7月 2日开始在
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对“星际客机”的
推进器技术进行一系列地面检查和测试，这可
能需要花费数周时间，测试完成之后才会研究
“星际客机”的着陆计划。因此，在这些测试完成
之前，还不能给出具体的返航日期。

首次载人试飞的“星际客机”飞船 6月 5日
携两名美国宇航员巴里·威尔莫尔和苏尼·威廉
姆斯升空，6日飞抵国际空间站。飞船原定 14
日脱离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但由于试飞期间
出现的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返航时
间一再推迟。

日本小型登月探测器
恐永久失联

据新华社电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6 月 27 日说，日本小型登月探测器
SLIM已无法和地球通信，今后恢复通信的可能
性也很小，可能会永久失联。

SLIM项目团队 27日在社交媒体上说，项
目团队估计该探测器在 6月 21日夜晚至 27日
早晨能产生充足的电力，于是在这段时间再次
尝试与其通信，但未确认收到信号。项目团队 5
月下旬已尝试过和 SLIM通信，也未收到信号，
因此他们认为今后恢复通信的可能性很小。

项目团队当天还说，目前的状况并不会给
SLIM的探测成果造成不良影响，他们正加紧
分析此前已发回的观测数据。 （钱铮）

（上接第 1版）
细胞焦亡是人体天然免疫的一部分，能促

进机体产生炎症反应，活化免疫系统，对机体起
到保护作用。经过多年研究，邵峰团队揭示出细
胞焦亡、肿瘤免疫及免疫治疗之间有密切关系。
在报告中，他聚焦原创基础科学发现催生和发
展肿瘤免疫治疗，强调了深入理解炎症和免疫
反应机制对开发新型免疫治疗疗法和改善人们
健康的重要性。

邵峰希望，基于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领域
的科学发现，未来能够开发一系列潜在的药物靶
点，并借助工业界力量，针对这些靶点开发真正原
创的新药分子，研发出下一代肿瘤免疫治疗的药
物。“这条路很艰难，但总得有人去做。”

科研领域的“无人区”，总要有人闯。地球科
学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相互交织，但目前，尚无
有关地球科学与人类文明关系的系统梳理。“所
以我们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提升地球科学的
社会功能，使其在未来文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士徐义刚表示。

在以《地球科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为题的报
告中，徐义刚提出了评判地球科学对人类文明发
展贡献的 3个标志，梳理了地球科学对人类文明
发展的历史贡献，剖析了其背后的逻辑规律。

徐义刚还结合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以及未来地球科学的新担当，对地球科学的发
展进行了展望。他特别提到，关键矿产已经成为
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我国与新能源汽车、锂电
池、光伏产品这“新三样”相关的锂、钴、镍、铜等
9种矿产的对外依存度超过了 50%。“所以，未
来我们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人要关注新能源金
属的成矿理论，实现找矿突破。”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私家车的普及，交
通拥堵给城市居民出行带来困扰和不便，不少
科学家以此为课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以寻
求解决办法。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盖博·施德潘（Gabor

Stepan）的报告以《交通堵塞：动力学与控制》为
题，总结了当前用于建模、分析和控制车辆交通
动力学先进的科学方法，从动力学角度提出交
通堵塞形成和传播的可能机制，讨论了作为驾
驶员反应时间的时滞动力学现象，并对交通规
则发展和相关公路设计方法提出建议。

他强调，电气化公路运输为交通管控提供
了新视角，但驾驶员反应滞后的问题仍给先进
的交通控制系统带来挑战，尤其是在未来人工
驾驶和自动驾驶融合的时代。

回应关切满足好奇心

在每一个报告结束后的互动环节，院士们
积极回应线上线下的关切，为公众答疑解惑。

围绕热点话题，会议现场不乏一些“犀利”
的问题出现。例如“人工智能发展需不需要非常
严谨的数学”的提问者表示，一些人工智能本科
专业培养方案里并不包括数学分析、高等代数
等课程，而是转向更为简单的高等数学和线性
代数。那么，人工智能人才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
数学知识？

对此，鄂维南的回答很肯定：“人工智能的
人才培养，需要严谨的数学，这是我的亲身经
历。”但他同时表示，做好培养方案中更为有效
的课程设计，是数学界的任务。

徐义刚也收到了一个极具话题度的提问：
“地球科学是不是科学？”

“当然是。这也是我今天作报告的目的之
一，以此改变很多人的一个认识。”徐义刚说，尽
管地球科学在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数理化有很大
差别，但不可否认其双重属性。

他指出，地球科学是“数理化天地生”自然
科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学科，同时也
担当着历史责任，为中华文明和地球命运共同
体的永续发展探路。“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该学科
存在的弱点———宏观且尺度大。所以，研究人员

要学会将这些宏大的科学问题分解出来，与其
他基础学科共同推进。”
“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交叉学科？”面对线上

网友的好奇心，樊春海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说
出了自己的理解：“我认为科学研究分两种，一
种是沿着一个领域深耕，甘坐‘冷板凳’，另一种
是不同科学领域的交融发展。它们代表着两种
不同的科学研究思路，但都非常有价值。”

他谈到，自己就从事交叉学科研究，但同时
又自始至终做着一件事，“就是研究 DNA”。

在樊春海眼里，DNA虽然是一个源于生命
的化学分子，但同时又是一个高分子材料。“它
兼有生物、化学、物理力学特性，研究过程中必
然需要学科间交叉融合发展。”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意味着不同领域间的
合作。龚旗煌的报告结束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匡
廷云提出了一个设想：“我们曾与一些研究所合
作，利用飞秒激光研究光合作用的原初反应，并
取得了进展。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达成新的合
作，利用阿秒光脉冲进行光合作用原初反应的
研究？”

龚旗煌欣然回应，这是生命科学和物理学的
交叉融合，必定有发展空间，能够产生新的内容。

互动环节的提问，还包含着不少网友对未
来的畅想。嫦娥六号带着月球背面“土特产”安
全回家，国人离“奔月梦”又近了一步。“那我们
这代人能否在本世纪实现大规模地月间的星际
旅行，普通人该做什么准备？”
“关于月球探测，我们目前计划有两个阶

段。”杨孟飞回答说，第一个阶段，是用约 25年
时间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建成长期无人值守、短
期有人参与的科研站；第二个阶段是再用 25年
时间，大概在 2075年左右，建成月球园区，使人
类具备在月球上长期进行生产生活的能力。

尽管这项准备工作的时间跨度很大，但杨
孟飞给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回答：“本世纪内我
们肯定能实现！”

聚焦前沿 立足实际 回应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