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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部分相干
能够增强并行光子计算

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部分相干能
够增强并行光子计算。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于《自然》。

该研究团队在两个光子计算应用平台上
展示了他们的系统——— 一个是使用相变材料
光子存储器的光子张量核，它能够提供并行卷
积运算，并以 92.2%的准确率对 10 名帕金森
病患者的步态进行分类；另一个是嵌入电吸收
调制器的硅光子张量核，它能够实现每秒 0.
108 兆的运算卷积处理，并以 92.4%的准确率
对数据集进行分类。

据悉，光学相干控制技术的进步为诸多尖端
应用开辟了道路，包括长途通信、激光雷达以及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等应用。传统观点认为，增加
相干光源的使用可以提升系统性能和器件功能。
近日，一种新型光子卷积处理系统被引入，该系
统利用部分相干光增强计算并行性，同时不会显
著牺牲计算精度，有望实现更大规模的光子张量
核。值得注意的是，相干度的适度降低反而优化
了光子卷积处理系统中带宽的利用效率。这一
突破挑战了传统观念，即相干性在集成光子加速
器中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有利的，从而使高通
量光子计算能够使用不那么严格的反馈控制和
热管理要求的光源。

相关论文信息：

视力丧失与痴呆症有关。
图片来源：Drazen Zigic/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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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痴呆症新增两项风险因素
本报讯 一项近日发表于《柳叶刀》的研究

表明，视力丧失和高胆固醇是痴呆症的两个新
风险因素。该研究称，消除这两大因素以及之前
已发现的 12种因素，有望预防全球近一半的痴
呆症病例。但研究人员表示，遗传和年龄是患此
疾病的最大风险因素，目前仍很难消除。
“痴呆症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健康威胁

之一。”论文通讯作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Gill Livingston说，“我们有可能改变这一点，并
大大减少此类患病人群的数量。”

早在 2020年，科学家就确定了 12个痴呆
症风险因素，包括听力受损、抑郁、吸烟、高血
压、大量饮酒、肥胖、空气污染、创伤性脑损伤、
糖尿病、社会孤立、缺乏运动和缺乏教育。现在，
Livingston联合其他 26位痴呆症专家根据最新
证据，又在清单上增加了两个新风险因素———
65岁以下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高，以及晚
年未经治疗的视力丧失。

研究人员根据多项新发现将高水平 LDL
纳入研究范围，并对近 120万名 65岁以下的英
国参与者进行了一年多的跟踪调查。调查显示，
LDL每增加 1毫摩尔 /升，痴呆症发病率就会
上升 8%。另一项规模相似的研究发现，大于 3
毫摩尔 /升的高水平 LDL，平均与痴呆症风险
增加 33%有关。这种风险在中年高水平 LDL人
群中最为明显。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关联可能是由于大
脑中过量的胆固醇增加了中风的可能性，从
而导致痴呆症。胆固醇还与大脑中β淀粉样
蛋白斑块的积聚有关，而这些斑块与阿尔茨
海默病有关。
在对 14项研究进行分析后，研究人员将未

经治疗的视力丧失列为痴呆症的一个风险因
素。研究对象由超过 620万名最初认知健康的
老年人组成，他们在 14.5年后患痴呆症的风险
增加了 47%。另一项分析表明，这种风险主要是

由于白内障和糖尿病并发症造成。
“我们认为，视力丧失是一种风险，因为

它会减少认知刺激。”Livingston解释说。一些
研究表明，这种刺激可以增强大脑对痴呆症
的抵抗力。

研究人员发现，听力受损和高水平 LDL
对痴呆症影响最大，各占痴呆症病例的 7%左
右，而肥胖和大量饮酒的影响最小，各占 1%。
研究人员估计，消除所有风险因素将预防约
45%的痴呆症。

然而，同样来自伦敦大学学院、没有参与
这项研究的 Dylan Williams 表示，这些因素虽
然与痴呆症有关，但并不意味着会导致这种
疾病。Williams说，这些估计只是整体人群的
平均值，并没有考虑个人层面的风险。痴呆症
主要受遗传和年龄影响，因此，消除生活中的
所有因素并不一定会使患痴呆症的风险减
半。此外，消除空气污染和缺乏教育等因素，

还需要公共卫生部门的干预。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此前已有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对大脑造成
严重破坏，导致学习能力下降、记忆混乱等。但其
背后的机制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现在，一项针
对小鼠的研究表明，上述睡眠不足导致的结果，
部分可能源于脑细胞相互连接方式的改变。

在近日发表于《当代生物学》的一项研究
中，研究人员发现，仅几个小时的睡眠剥夺就会
减少与学习和记忆相关大脑区域中不同类型突
触的数量。这些发现暗示了一种可能有助于保
持思维敏捷的新睡眠方式。

没有参与这项工作的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神经科学家Marcos Frank说，这项研究“是一项
技术上的杰作”。尽管如此，他警告说，目前尚不
清楚这一结果是否可以解释睡眠剥夺产生的不
愉快的副作用。

突触是神经细胞间沟通交流的关键结构，
流经突触的化学物质使信号能够通过神经系统
传播。人脑中有数万亿个这样的连接，形成和重
新排列捕获并存储信息的神经元回路。

各种理论试图通过上述联系解释睡眠和记
忆之间的关系。21世纪初一个为众人所熟知的
观点是，当人们睡觉时，大脑中突触的强度会降
低，这对于节约能量、为第二天编码新信息做准
备非常重要。

但英国爱丁堡大学神经科学家 Seth Grant

说，这些理论通常将突触视为相对统一的群体，
但在过去几年里，其团队发现，突触的多样性令
人惊讶。突触不仅在发送信号的化学物质或神
经递质类型上存在不同，在周围神经元蛋白质
的结构和组成上也不同。

Grant和同事之前开发了可以拍摄大脑中
突触多样性快照的技术。他们对小鼠进行处理，
使其突触处产生蛋白质 PSD95和 SAP102的荧
光版本。这两种蛋白质可以将神经元内的许多
其他蛋白质结合在一起。然后，他们使用显微镜
对这些小鼠的大脑进行成像，并根据 PSD95、
SAP102以及这两种蛋白质是否存在，将每个突
触分为 3种类型。结合每个突触的大小和结构、
每种蛋白质的浓度以及蛋白质回收速度等，研
究人员得出了共 37种不同亚型的突触。

在近日发表的研究中，Grant团队对上述亚
型———被称为“突触组”，是如何随睡眠剥夺而
变化的进行解析。他们将正常睡眠的小鼠与剥
夺 6小时睡眠的小鼠进行了比较。大脑图像显
示，尽管突触总数保持相对稳定，但睡眠不足小
鼠的突触多样性下降，尤其是在与学习和记忆
相关的两个大脑区域———大脑皮层和海马体。
此外，快速回收蛋白质的突触数量减少，而缓慢
回收蛋白质的突触数量增加。

Grant指出，他们的发现表明，睡眠在保护
大脑记忆相关区域的突触多样性方面起重要作
用，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人们睡眠不足
时，记忆会受到影响。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此刻姻 姻

睡眠剥夺

改变大脑突触

仅 6小时的睡眠剥夺就会降低小鼠大脑中突触的多样性。 图片来源：BILLION PHOTOS

新型机器人可以旋转果蔬灵巧削皮
本报讯机器人常被要求给一些果蔬去皮，

以测试它们精细处理棘手物体的能力。但此类
挑战通常被简化，例如将果蔬固定在特定位置，
或只选用单一果蔬进行测试，比如剥一根香蕉。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Pulkit Agrawal及同
事开发出一种新型机器人，它可以用一只手旋
转果蔬，另一只手负责削皮。
“这些额外的旋转步骤对人类来说非常简

单，但对机器人却很有挑战性。”Agrawal说。机
器人首先会在模拟环境中接受训练，如果旋转
方向正确，就可以获得算法奖励；如果旋转方向
错误或根本没有旋转，则会受到惩罚。

接下来，研究人员将在现实世界条件下测
试机器人，任务是给南瓜、萝卜和木瓜这样的果

蔬去皮。它的一只手利用触觉传感器的反馈旋
转物体，另一只手由人类控制负责削皮。

Agrawal说，机器人在处理体形更小、形状
更复杂的蔬菜时存在困难，比如姜，但团队希望
可以继续扩展其能力。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 Jonathan Aitken 表
示，对于任何机器人来说，抓握和重新定位物
体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这个机器人的速
度和紧握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些必须将物
体以正确的方向从一台机器移动到另一台机器
的工厂中，此类机器人可能会有用武之地。

但 Aitken表示，该机器人不太可能应用于
给果蔬去皮的工业环境中，因为此类方法已经
存在，例如土豆自动削皮机等。 （冯雨晴）

机器人可以一只手旋转西葫芦，另一只手削皮。
图片来源：Pulkit Agrawal

泛美卫生组织对美洲
奥罗普切热疫情发出警告

据新华社电 泛美卫生组织 8 月 3 日发布
流行病学警报，对美洲近期奥罗普切热疫情发
出高风险警告，呼吁各国加强对奥罗普切病毒
的监测和实验室诊断。

警报说，奥罗普切热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特
征“最近发生了令人高度担忧的变化”，其中包
括在常规流行地区以外的地区出现了病例增
长，且近期巴西在全球范围内首次确认两例奥
罗普切热致死病例以及病毒潜在的垂直传播情
况，因此决定提高美洲地区的传播风险级别。垂
直传播即怀孕或分娩期间从母亲传播到婴儿。

统计数字显示，1 月 1 日至 7 月 30 日，美
洲有 5 个国家共报告了 8078例奥罗普切热确
诊病例，其中巴西 7284例、玻利维亚 356例、秘
鲁 290例、哥伦比亚和古巴均为 74例。在巴西，
76%的病例发生在亚马孙地区。

泛美卫生组织强调，由于气候变化、森林砍
伐、不受控制和无计划的城市化等人类活动影
响生物栖息地，缩短了媒介昆虫和宿主之间的
距离，奥罗普切病毒传播的风险正在增加。不
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奥罗普切病毒在人与人
之间传播。 （周永穗）

改造寄生虫
可递送治疗性蛋白质

本报讯美国的科研人员在小鼠模型中尝试
改造寄生虫弓形虫的方法，旨在让改造后的寄生
虫穿过血脑屏障，向寄主神经元递送治疗性蛋白
质。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自然 -微生物学》。

由于蛋白质体积大、与宿主免疫系统存在相
互作用以及需要穿透不同屏障，要将其递送至目
标细胞和组织十分复杂。研究表明，弓形虫能够
递送蛋白质到宿主细胞，但还不清楚这种寄生虫
能否经过改造来递送多种大型治疗性蛋白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Shahar Bracha和同事
开发了一个策略———用弓形虫的棒状体和致密
颗粒两种分泌细胞器向宿主细胞递送蛋白质。
他们选择了位于寄生虫细胞器内的蛋白质，将
其与已知可治疗人类神经疾病的不同蛋白质融
合。实验表明，蛋白质能同时从这两种细胞器被
递送到神经元。

作为概念验证，研究人员展示了一种用于
治疗雷特综合征的治疗性蛋白质MeCP2。该蛋
白质能被递送到神经元，结合目标 DNA，改变
细胞、神经元和大脑类器官内的宿主基因表达。
Bracha和同事还发现，改造后的弓形虫能在小
鼠中递送MeCP2到神经元，而且在目标递送位
置外检测到的寄生虫很少，递送后也没有发生
明显炎症。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些发现可以为治疗性
蛋白质递送提供新方法，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其潜
在局限性，包括有效性和安全性。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这群年轻 PI“侃”出又一重要成果
（上接第 1版）
“收到审稿意见后我们马上召开线上会议，

认为这确实可以给工作的创新性加分。”解明岐
说，“我们对成果还是很有信心的，也很想挑战
一下在动物体内测试生物计算的效果，于是大
家决定聚在杭州做实验。”

邵佳伟回忆：“整个实验过程大家都很兴
奋，感觉很有奔头儿，因为没想到这个看似随
意的课题，竟被顶级期刊认可了。”
朱凌云感慨地说，他们几个来自不同单

位的科研工作者能够突破地理、单位的界限，
做出一项站在世界舞台的成果，对他们而言
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然而，补上实验结果后，一位审稿人仍不

满意。“这位审稿人认为，实验数据虽然很漂
亮，但我们提出的治疗场景可以采用更简单
的设计，并不需要通过文中展示的复杂逻辑

实现。”解明岐说，《细胞》编辑立刻给他发邮
件，让大家 24 小时写出一封能说服这位审稿
人的合理解释的邮件。

这意味着，如果在 24小时内不能以有力论
据说服这位审稿人，这篇论文可能就“彻底没
戏了”。在最焦灼的 24小时里，团队一直思考着
该如何作答。

凌晨 0时 30分，团队再次召开线上会议。
“邱老师觉得可以顺着审稿人的思路来。审稿人
确实提出了一个更精简的设计方法，但这个方
法依然是按照我们的设计理念形成的，也就是
说审稿人其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我们的设计
理念。”解明岐说。

有了突破口，团队集思广益拟好回复内容，
在后半夜把邮件发给了编辑。随后几天，团队成
员一直在忐忑中度过，好在那位审稿人最终认
可了强有力的补充内容。

遇到对的人做科研并不难

自生物计算的概念被提出以来，科学家一直
致力于寻找展现生物计算系统优势的应用场景。

生物计算究竟有什么用？在这项研究中，团
队给出了答案，即在疾病精准治疗等场景下利
用细胞计算开发集诊断、治疗于一身的“智能细
胞”，使其自主判断疾病的发病类型，从而指导
产生合适的治疗蛋白，更加精准地实现疾病的
分阶段、分层次、定制化治疗。

该研究以糖尿病为例展示了一种潜在的生
物计算应用场景。研究人员根据糖尿病肥胖、2
型糖尿病和 1 型糖尿病三类实际病程，借助
TriLoS开发了可进行 3输入（3种控制信号）、2
输出（2种治疗药物）的复杂细胞计算，可以在
不更换植入细胞的情况下追踪疾病状态，调整
生产治疗药物，实现精准治疗。

回顾这项研究成果，解明岐等认为成功的
关键是遇到了“科研品味”相投的有缘人。“遇到
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做科研其实并
不难。”但他们同时强调，几人的故事很难复制。
“我们基本上是在上学时认识的，形成了一种独
有的默契和很好的互补，能把每个人的优势发
挥到极致，这是非常关键的。”

审稿人认为，该研究首次提出了以基因电
路“三态门”为基础逻辑单元的多层细胞计算网
络设计策略，为更复杂的细胞计算器件设计提
供了基础性理论，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有研究
只能利用经验来盲目设计和反复试错的设计模
式，也为开发自动化设计工具打下了坚实基础。

谈及未来的科研打算，几位年轻 PI不假思
索地说，下次喝茶或撸串时再聊。

相关论文信息：

缅怀李政道先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上接第 1版）
2003年至 200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基础科

学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担任中美高能
物理合作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在李政道的指
导下，张杰推进中美合作，解决了中美科技合作
中诸多难题，深得李政道信任，被李政道称为
“忘年至交”。

此后，李政道应时任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之
邀到访，深入了解了上海交大。2010 年，他再
次专门访问了上海交大，其间与张杰数度“秉
烛深谈”，深刻认同上海交大的文化与人才培
养理念，决定将其收藏多年的手稿、奖章、艺
术珍品和故居等捐赠给学校，以激励后学。
然而，当张杰提出以李政道之名建一座图书

馆时，李政道却拒绝了。
“我们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您的科学精神

和家国情怀。”2011年，张杰再次专程去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向李政道表达想法，并承诺李政道图
书馆不只属于上海交大，更属于全国，这才得到
李政道的同意。

2011年 6月，李政道图书馆获得国家批复，
并于 2014年正式落成。
李政道始终胸怀祖国科学事业。2014年底，

李政道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参照对世界科学发
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丹麦玻尔研究所，在中国建
立一个世界顶级研究所。这一建议得到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李政道研究所以突破根本性科学问题、培养

国际性大师级第一流人才为建设目标。2021年
底，李政道邀请张杰担任李政道研究所所长，将
建设李政道研究所的重担正式移交给张杰，继续
推动李政道研究所的建设。

艺术就是生活

李政道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他不仅对科学
研究有很高的热情，对艺术也同样如此。

柳怀祖回忆，李政道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在
口袋里揣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和几支笔。在飞机
场等飞机时，在公园里散步时，在看到外观奇特
的建筑时，他都会掏出本子和笔，几分钟就勾勒
出一幅画。

他的画大多是纪实性的，有大榕树，也有刚
出壳的小鸡———小鸡出壳图还被绣成了苏绣。有
时，他会在画作旁边再题上一首小诗，记下当时
的感受。
“他的艺术造诣蛮深的，对国内知名画家的

画作、画风都很熟，能说出那些画家是什么画派、
他们的画有什么特点。”柳怀祖说。

对于李政道来说，艺术等于生活。每年过年
时，他会专门画一幅生肖图，让助手印在贺卡上，
然后亲笔写上祝福语，把贺卡寄给五湖四海的朋
友。平日里，给太太写便条留言时，他也喜欢用绘
画代替文字。

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大门口，矗
立着一座雕塑，名为“物之道”，用太极图展现了
正负电子的相互作用。这座雕塑的创意正是李政
道提出的。雕塑下方刻着李政道的诗《物之道》：
“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
之艺物之道。”
或许，对于李政道来说，物理本身就是天地

间无与伦比的艺术。
如今，斯人已逝。就像“物之道”雕塑依然矗

立着一样，李政道为后世留下的精神财富和科教
资源依然在惠及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我们缅怀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实现他的梦

想。”王贻芳说，“他希望中国科教事业、中国高能
物理研究能够成为世界领先。我想，我们要做的
就是实现这个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