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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2012科技大事件 科幻慢慢变现实
发明创新、终结谣言、正视过错……十大抢眼表现传递重要信息———虚拟人脑

认知意念控制变成真

【现在时】
两粒物理标准模型大厦的基石，先后

在去年“泄露”了其素来神秘的“行踪”。
在位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数十年时间数十亿美元大
型强子对撞机数百万亿次的碰撞数据分

析，终于让科学家们宣布发现了一种粒子，
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
子高度一致，这被认为是 %&年来最伟大科
学发现之一。希格斯玻色子是粒子物理学
标准模型的一种基本粒子，该模型解释了
粒子如何通过电磁力、弱核力和强核力相
互作用以组成宇宙中的物质。

在位于中国大亚湾的反应堆中微子实
验中，素来“神出鬼没”的中微子振荡的一
个未知参数，被首次精确测量。该参数描述
了这种不带电、难以捉摸、被称为“变色龙”
的粒子，在以接近光速穿行时，如何从一种
类型'特色变为另一种类型'特色。参与大亚
湾项目的外国专家评价此次发现是“中国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

【将来时】
这两项有些艰深的理论发现，对人类

理解身处的地球乃至宇宙大有裨益。
希格斯玻色子在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

量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的存
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粒子具有质量而
另一些则没有，有人将其形容为“重力之
源”。用 !"#$主任的话来说，这是“人们理
解自然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新发现的中微子振荡，美国《科
学》杂志评论说：“这完成了一幅中微子的
概念图，将可以解释为何现在的宇宙中有
如此多的物质，却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反
物质这一问题。” 本报记者 董纯蕾

上帝粒子
新发现有助解密宇宙

【现在时】
艾滋病、肝炎，这些深深困扰人类健康

的疾病，在 (&)(年迎来了新曙光。去年 *

月 )+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
准“特鲁瓦达”（/012343）作为首个艾滋病预
防药物，以帮助高危人群预防艾滋病病毒
（567）感染。(&)(年 )月，由厦门大学、养
生堂万泰公司联合研制的“重组戊型肝炎
疫苗（大肠埃希菌）”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

书和生产文号，成为世界上首个获批上市
的戊型乙肝疫苗。

【将来时】
“特鲁瓦达”可谓是抗击艾滋病 %& 年

以来的重大收获。这一含有两种抗病毒成
分的药物将成为健康人群中预防艾滋病的
有效方法。临床试验显示，一方感染艾滋病
病毒，一方健康的异性恋伴侣服用“特鲁瓦
达”后，感染病毒的几率能降低 *89。

“重组戊型肝炎疫苗（大肠埃希菌）”是
我国疫苗领域原始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临
床试验历时 8年，招募志愿者超过 )) 万
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三期临床研究，
疫苗问世将是防止戊型肝炎的最有效手
段。 本报记者 马亚宁

研发新药
致力降低病毒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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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
(&)(年，玛雅文明因为一个误

读彻底火了。这个误读就是，根据玛
雅历法，(&)(年 )(月 ()日世界将
会迎来末日，地球将会被彻底摧
毁，而人类也将失去自己的家园甚
至灭亡。当全世界在平静中度过这
一天的时候，这个流传已久的
“(&)(玛雅末日说”不攻自破。但其
实，古代玛雅人从来没有做出过任
何的“末日预言”，而在玛雅历法中
长纪历的“)%:&:&:&:&”（即公元 (&)(

年 )(月 ()日）只是意味着“)纪的
结束，下 )纪的开始”，就像公历

(&)( 年 )( 月 %) 日代表着一年的
最后一天。

【将来时】
喧嚣已久的“(&)( 玛雅末日

论”最终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人们
反而藉此对玛雅文化有了更深层次
的科学了解。其实，一切“末日论”背
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驱动，比如，
商业利益、邪教敛财等，是和人类追
求喜乐安康的愿望相违背的。因此，
未来如何面对下一个“无稽之谈”，
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丰富科
学传播的渠道和形式，或许是最好
的方法。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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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
“2012预言”不攻自破

【现在时】
继 (&&+年中、美、日等六国科学

家联合在长江流域对白鳍豚科考后，
(&)(年 ))月到 )(月，中国首次启动
大规模科学考察江豚种群行动。;;天
里，科考队往返长江宜昌至上海江
段，搜寻了 %;&&公里，但通过目视仅
发现了江豚 %<&头次，声学考察发现
了江豚 )*(头次。

与 (&&+年的考察相比，这次发
现的江豚种群数量明显下降，分布更
趋于集中和“斑点化”。一小群江豚只
能在流动的水体里孤岛化生存，水上
家园四分五裂，严重影响江豚种群的
繁衍生存。根据初步统计结果，长江现
存的江豚可能只剩下千头左右，生存
现状已极不乐观，甚至有专家建议将

其列入“极危”级动物。

【将来时】
江豚的生存状态受到威胁，和

长江上航运密集、长江中下游水文
状况变化、适合江豚栖息的洲滩区
减少等因素有很大关系。要留住江
豚的“微笑”，人类要担起更多的责
任———少一些毁灭性捕鱼方式；少一
些工业带来的水体污染；更要少一些
“骚扰”江豚的大功率的挖运砂船
等。未来，“拯救江豚”科考队将根据
考察最终报告，为农业部出台《长江
江豚拯救行动计划》提供基础数据
支持，并对现有豚类保护区的范
围、功能区调整以及新建保护区等
提出建议。

本报记者 马丹

动物
江豚濒临“极危”

【现在时】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去年 =月

北极海冰面积缩减至 ()(万平方公里，
这是自 )=*=年有卫星观测记录以来的
最低水平。而 (&)(年融化的北极海冰面
积甚至比美国国土面积还大。
研究表明，秋季北极海冰面积变化

对东亚冬季地表气温有显著影响，当秋
季北极海冰偏少时，更有利于冷空气南
下。另一方面，北极海冰的大范围减少也
会使北极的开阔水域更多，有利于大量
的水汽从海洋输送到大气。这正是导致
近年来东亚、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冬

季出现异常降雪和低温的两大“元凶”。
创纪录的热浪、旱灾、水灾和融冰，

(&)(年的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造成了
环境灾害。

【将来时】
从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监测结果来

看，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极
端高温、极端低温、暴雪、干旱、强降水等
“怪”天气现象更容易出现。如何应对越
来越“捉摸不透”的气候？人类可能迫切
需要提高低碳、环保意识，保护我们生存
的环境，同时也要增强气象灾害风险意
识，防患于未然。 本报记者 马丹

气候
海冰面积减少

【现在时】
刚过去的一年，科学家们不仅找到了

好奇已久的爱因斯坦大脑结构与众不同之
处，而且开发出具备简单认知能力的虚拟
大脑，甚至实现了人类的首次用意念控制
机械手臂取物。

中风瘫痪 );年后，8<岁的凯蒂·哈钦
森“自己”拿起了一杯咖啡，送到嘴边并喝
了一口———一切皆是凯蒂通过意念控制机

器手臂完成的。奥秘就在植入凯蒂大脑中
的电极，只有小药片大小，置于大脑的运动
皮层上，能接收大脑发出的电信号，再把它
发送给电脑，从而让电脑驱动机械臂。这套
名为“大脑之门”的人脑———机械交互系
统，由布朗大学、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马
萨诸塞综合医院神经科和哈佛大学医学院
等联手完成。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神经学家团队则
利用超级计算机技术，创造了一个具备简
单认知能力、有 (8&万个模拟“神经元”的
虚拟大脑，命名为“>?31@”。>?31@可执行多
项简单的认知任务，对别人提出的问题或
自己“观察”到的事物作出回应；也有一定
的记忆力，甚至通过了最基本的智商测试。

【将来时】
意念控制机器人的创举，无疑会给失

去四肢控制力的患者带来希望。不过，这项
技术仍处于试验阶段且花费昂贵，应用于
生活尚需时日。科学家希望更先进的计算
程序可改善这种神经性假体以帮助因中
风、脊髓损伤及其他疾病导致瘫痪的病人。
通过鉴别大脑功能区别，该技术的应用范
围还可扩展到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等精神
疾病患者。

人类的首个虚拟大脑，毕竟还是相当
初级的玩意儿。但 >?31@的问世让人们相
信，人工智能的普及不会太遥远。

本报记者 董纯蕾

【现在时】
“神舟九号”飞天与“天宫一号”实

现首次载人交会对接；“嫦娥二号”*&&
万千米外飞越探测小行星、“嫦娥二
号”工程完美收官；“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成功深潜 *&&&米级海试，创造了作
业类载人潜水器新的世界纪录；我国
第一艘航母“辽宁号”交付入列，歼!

)8舰载机成功起降；随着第 )+颗北
斗导航卫星顺利入轨，我国北斗区域
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完成……注定不平
凡的 (&)(年里，我国重大科技工程全
方位成功亮相，上天入海书写了一串
串闪亮的“中国创新”。

【将来时】
新的一年，各项重大科技工程将

踏着 (&)(的精彩节拍，继续砥砺前

行：旨在为“天宫一号”提供载人天地
往返运输服务的应用性飞行，“神舟十
号”飞船计划于 (&)%年 +月上旬发
射，%名航天员将再次造访“天宫”。可
以预见，(&)%年，“辽宁号”将按照既
定的计划开展一系列的科学研究试
验；“蛟龙号”进入应用阶段，深潜频
率从目前的一年几次提高到 8&次以
上，开展系列拓展研发，向万米深潜新
纪录冲刺；有了“北斗”，中国打破对美
国 AB>的依赖，且“北斗”系统的总体
性能与 AB>相当，成本更低。到 (&(&

年起，“北斗”系统的 %&多颗卫星将覆
盖整个地球，完全可以成为 AB>的等
价替代品，手机、汽车导航或笔记本电
脑等具有导航功能的设备可以从美国
AB>、欧洲伽利略或中国“北斗”中任
选一个自主使用。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上天入海
中国全方位创新不停步

【现在时】
“-$. 元素百科全书”计划表明，<&9

的人类基因组都是活跃的，可以打开或关闭
特定的基因，有助于科学家弄清楚一些疾病
的遗传风险因素。更有意思的是，科学家在
刚过去的 (&)(年证实，-$.已可以实现人
工合成，还可以用作存储介质。

理论上说，) 克单链 -$. 的存储容量
大约相当于 )&&&亿张 -7-光盘。哈佛大学
研究人员开展了迄今为止使用 -$.遗传物
质储存数据量最大的一次实验：利用 -$.

的 ;个碱基编码，他们成功将一本遗传学课
本的全部内容写进了一小段 -$.序列，即将
8%;&&个单词、))张图片和一个 C323程序共
计 8(*万比特的数据存储在不到 )皮克（)
皮克D)万亿分之一克）的 -$.中。

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则人工合成了一种名
为 E$.的物质，在遗传和进化许多关键功

能上可替代 -$.。E$.也能像 -$.一样存
储遗传信息。由于它所用的碱基，和 -$.中
的一样，因此 E$.链条和 -$.链条之间还
可互相结合，实现遗传信息的传递。这对研究
生命起源乃至“人造生命”具有重大意义。

【将来时】
E$.的研究，被认为是在“人造生命”

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体积小，密度大，可
在不苛刻的条件下保存数千年，-$. 存储
的优势显而易见。不过，受操作成本、速度和
测序仪大小等因素的制约，将 -$.作为一
种通用的数据存储介质目前还不切实际。未
来，-$.硬盘或许会和今天的硬盘、F盘和
光碟一样普遍。 本报记者 董纯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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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或引发化石开发热潮

【现在时】
地球上石油和天然气，现实和潜在储量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多，页岩气是其中的一匹
大“黑马”。在美国，页岩气将取代煤炭，成为
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能源资源，页岩气产量
的增加也拉低了能源价格。(&&&年，页岩气产

量不过占全美天然气供应量的 (9。但在去
年，这一比例升至 %*9。(&)(年 <月，美能源
情报署称将陆续关闭大量燃煤机组，目标是彻
底停止美国的煤炭发电业。原因是当前天然气
价格实在太便宜了———正是页岩气的蓬勃开
采，令天然气价格跌至 )&年来的低点。去年，
天然气跃居美国电力生产的首位，也推动美

国的碳排放量降低到 (&年来的最低水平。

【将来时】
业界预计，这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能

源变革，极有可能成为全球页岩油气开发的
“引擎”，驱动能源产业出现一场革命，以美
国为中心，波及全球。但需警惕的是，页岩气
等非传统油气资源的开采，会给环境造成目
前仍无法弥补的伤害，必须慎之又慎。评估
一种能源的前景，要综合评估其能量密度、
成本和规模，要从全生命周期来评价它是否
真的经济、绿色。 本报记者 董纯蕾

3D打印
携“大数据”改变生活

【现在时】
从“云里雾里”，到大数据时代，信息洪

流滚滚前行。其中，“%-打印”和“大数据”可
谓 (&)(年信息领域最热的两个关键词。在
(&)(年的工业生产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公司依赖三维打印技术来制造零件和模型。
例如，在汽车工业中，设计师在设计新的零
部件时，已经习惯使用三维打印技术来制作
快速模型；医疗设备公司尝试用 %-技术打
印更便宜且方便机洗的新假肢。与此同时，
信息技术大发展，数据量飞速增长，“大数
据”应运而生。虽尚无标准定义，却明显有着

的 ;7“国际范”，即 7GH1IJ（数量）、73H1J（价
值）、730KJLM（多样性）和 7JHGNKLM（增速）。任
何行业、任何领域都会产生有价值的“大数
据”，产生价值的方式是对数据的统计、分
析、挖掘和人工智能。

【将来时】
三维打印直接打印出科学家想要研究

的分子，让实验室创意更快转化为工业化产
品。至于“大数据”时代，将给人们创造出更
多难以想象的市场空间和价值，美国联邦
政府已经宣布投入 (亿多美元启动大数据
的研发任务，并把大数据定义为和历史上

的互联网、超级计算同等重要的国家战略。
随着人们分析和使用数据的能力大幅提
高，通过数据的分析、开发和整合，人类现在
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从而带
来“大知识”、“大科技”、“大智能”、“大利润”
和“大发展”。 本报记者 马亚宁

DNA
可存储也可人工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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