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把药物制成药片，有时并不是
递送药物的好方法。因为人体的消
化过程很复杂，要确保食物消化后
药物还能顺利到达身体的准确部
位，又有足够的量，显然是难以保
证的。是不是能让药物直接传递到
人体需要它们的部位呢？这让人想
起“局部麻醉”，而不是用麻醉药棉

花往嘴上一堵了事。
最近，!"#$%&'杂志上发表了

一篇关于声波微型炮的论文，研究
者试验了借助声波力的微型炮，希
望有朝一日能将适当剂量的药物
“轰”进人体组织内。

声波微型炮的确微小，本身才
(微米长。操作时研究人员首先得

刺破皮肤上的膜，露出毛孔，然后
用石墨烯喷涂，再加一薄层的金进
一步加固“炮管”。

接着为微型炮“装弹”，所用纳
米弹的线度只有 ) 微米（相当于
*+,病毒的大小），由硅制成，包裹
在液体凝胶里。凝胶含有作为推进
剂的氟碳（-."）。操作者用超声波
脉冲来击发时，-." 开始气化，产
生小气泡，快速扩大、膨胀，将纳米
子弹“射出”微型炮。

在论文提及的试验中，微型炮
并没有携带药物，它只是完成了发
射纳米弹深入组织内部的演示，提
出未来药物输送的可能机制。如
/012'3'指出，超声波能很容易对
准特定的部位，作为非侵入性送药
的选择，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这并不是研究人员第一次想
把微型炮放进人的体内。456(年
夏，研究人员测试了一种小磁轨
炮，设计目标是借助核磁共振机器
让其在血液中旅行，准确送药。

小云（图 /012'3'）

用超声波微型炮
将药物轰入体内 ! ! ! !一位活了 78年却不知痛为何

物的女士，前些天终于被激光灼痛
了一回。她似乎对这个经历心怀惊
喜，而医药专家们则考虑能否由此
找到治疗关节炎等疼痛的新方法。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为数极

少的人是感觉不到疼痛的。没有疼
痛就没有反应（就像附图中那位!请

不要尝试），也就缺少避险的经验，
所以“无痛人”年幼时往往受过一些
伤害。比如这样的婴儿咬嘴唇，啃手
指、脚趾，直到流血还不知停歇；而
初学走路时可能经受更多跌倒，或
被锋利或炙热的物体伤着。
这种疾病是由罕见的遗传突变

导致的，患者体内缺乏一种称为
$%96:;的通道，而这正是感觉神经
中的钠通道。没有这些通道，神经细
胞无法传达疼痛。
研究人员的联想之一是，如果

能堵住（普通）人体内的这一通道，
是否能阻止疼痛呢？他们开始寻找
能堵塞 $%9):;通道的化合物。

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伍德和
同事们研究了一群缺乏 $%9):; 通
道的转基因鼠。这些鼠不会感觉疼

痛，即使尾巴暴露在极端高温或寒
冷环境下，它们也没有什么反应。

专家们仔细分析这群鼠的神
经，发现对应阿片肽的基因表达大为
增加，而阿片肽正是身体的天然止痛
药。它们似乎是制造了过多缓解疼痛
的肽而不感觉疼痛的。如果情况果真
是这样，那么阻断阿片肽作用的药物
应该能扭转障碍。团队给鼠用了纳洛
酮，这是一种阻断阿片受体的药物，
用于治疗吗啡和海洛因过量。果然，
鼠在用药后重新能感知疼痛。
这个团队在人身上也看到了同

样的效果。就是那位 78岁的女士，
她一生中从未感到过疼痛。在服用
相应剂量的药物后，灼热的激光让
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疼痛的感觉。
比尔（图 -<%0&=0>?@ABCD'2%E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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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 ! ! !芬兰的尤卡，这段时间比较
热闹。一支由来自欧洲十所大学
)(5名学生和志愿者组成的科学
家团队，将联手在这里建造一座
长 FG米，宽 (米，自由跨度近 7(

米的大冰桥。
大冰桥的结构特点是自支

撑，不需要任何桥墩、梁柱或拉
索。这个设想的灵感来自于达芬
奇 6(HI 年手绘的一幅桥梁设计
素描（下图）。当时，他向君士坦丁
堡苏丹·巴耶塞特二世提出搭建
自支撑桥的建议。

这次，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建
筑环境系师生打算在达芬奇的设
想上融入北欧元素，他们选择用
纸纤维增强的冰来建造大桥。

工程所需要的冰大约为 855

吨，制冰的水中混入了 IJ的纸纤
维。这种纸与冰的混合物冰冻后
的强度将是普通冰的 7倍，而硬
度更是后者的 6H倍。由于大桥的
形状设计独特，工程师们将使用
充气球作为模具，帮助冰桥在施
工过程中成型，并承担支撑的大
任。一旦冰桥冻结实了，充气球将
被移除，让桥面自善其身。冰桥将
留在原地直到春天融化。届时冰
桥消失，而剩下的纸纤维可以用
作堆肥。

团队还必须经受另一重考
验，就是与时间赛跑。由于当地的
气温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大桥一
旦开工就不能停止，否则将导致
设备冻结而损坏。所以只能每天
IG小时每周 ;天地连轴干，让冰
结构一步步成形。

冰桥造完，团队将在桥上开
过一辆 I吨重的汽车，验证自己设
计的安全性（上图"图 !"#"艺术

渲染）。过车测试完成之后，冰桥才

能向行人开放。团队必须在 I月
67日前完成，以迎接一年一度的
尤卡冰雪节。这里每年的冰雪节都
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走过世
界最大的冰桥显然更值得向往。

领衔冰桥项目的埃因霍温科
技大学团队是用冰材料完成建筑
的老手，曾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
冰穹和最高的冰穹。尤卡冰桥是
他们做的第三个类似项目。

凌启渝

灵感来自达芬奇
芬兰将建大冰桥

! ! ! !这位站着的，是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DK———的纳迪娅·台尔曼
教授；而旁边坐着的，则是她的“分
身”，社交机器人纳丁（图!）。
纳丁看起来活像是个人，皮肤

柔软，头发飘逸，能自主地给表情、
做手势。她在学校里的工作是“接待
员”。纳丁是友好的，微笑着问候你，
说话时看着你的眼睛。分手时她会
欢迎你再来，有时可能和你握个手。

人形机器人纳丁与传统的机器
人不同。她有自己的个性、情绪和情
感。她快乐还是悲伤，取决于你们的谈
话。她当然记忆力出众，能认出她见
过的人，还记得那人以前说过什么。
纳丁是南洋理工大学开发的新

型社交机器人，是其研制的领衔者、
创新研究所主任纳迪娅·台尔曼教
授的分身。纳丁由苹果的#0A0、微软
的"'A?%&%那样的智能软件驱动。
台尔曼教授说：“机器人技术在

过去几十年中已显著进步，广泛用
于制造业、物流业。现在各国面临着
人口老龄化，社交机器人可能是解
决劳动力萎缩的一个方案。像纳丁
那样的机器人，可能成为家里孩子
和长者的私人同伴，将来甚至融入
医疗机构的服务平台。”

她介绍，过去G年中，$DK团队

进行跨学科的社交机器人技术研
究，涉及工程、计算机科学、语言学、
心理学等领域，成功地将电脑中的
虚拟人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互动
的机器人。
“这有点像真正的伴侣，与你在

一起，随时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些有
社交智能的机器人，能像星球大战
中标志性的金色机器人"L7-M那
样，掌握语言和礼仪知识。”

$DK还研制了临场感机器人埃
德加（图"）。它脸部配备了背投屏
幕，双臂的铰接高度灵活。它站在专
用网络摄像头前，使用者能在世界
任何地方远程控制，让它代表自己
作出手势（这本是埃德加的强项）。

有了临场感机器人埃德加，你
想同时出现在两个或更多的地方，
就没有问题了。埃德加模仿着你上
半身的动作，在屏上实时显示你的
面部表情。它还能借助脚本自主地
发表演说。通过集成的网络摄像头，
它自动认出见过的人，和他们谈话，
机智而见闻广博地回答各种问题。
“远程监控为人们提供了额外的

流动性维度。用户能安排自己出现在
某个地方，甚至在多个地点同时存
在。也就是说，地理位置不再是个障
碍了。”$DK的杰拉尔德说。稼正

“无痛人”终于痛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