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说到海葵，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只在水族
馆见过（图 !"##$）。最近，因为一种特殊的功
能，它让科学家惦记上了。
原来，海葵凭借自己触角上的纤毛束“听

到”（更确切地说，感知到）猎物在附近移动所
引起的振动。这和人类有点相像，人耳蜗中液
体的移动导致基底膜毛细胞的纤毛弯曲，听

神经纤维末梢发出电脉冲，通过听觉中枢传
给大脑，人就听到“声音”了。
不同的是，人耳朵里的纤毛一旦受到损

伤，往往造成听力损失；而海葵的纤毛束，尽
管同样也可能受损，却能在几个小时内修复，
做到完好如初。
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校区的科学

家通过研究，了解到海葵这种令人羡慕的能
力来自于它特殊的蛋白质。于是他们设计采
集海葵分泌的蛋白质，试验治疗毛细胞损伤，
恢复听力。在一项新的实验中，科学家成功地
修复了小鼠耳组织中的毛细胞。

科学家取老鼠幼崽身上的内耳组织，损
坏了一些样本中的纤毛（这是模拟巨大噪音
给人内耳毛细胞的损害）。再将这些组织连同
受损的纤毛束浸润在含有海葵蛋白的混合液
中。这些蛋白是从海葵滑腻腻的身体表面采
集的。一小时后，这些纤毛重新变得健康，甚
至能正常吸收标记染料，几乎就像从未受过
损伤那样。
更神奇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个过程

中，小鼠产生了许多与海葵修复蛋白相关的
蛋白质，这表明可能调动了哺乳动物修复听
力受损的相同机制。
他们把研究结果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杂

志上，希望这些初步研究能最终治疗急性听
力损失的患者。如果果真能如此愿，那我们应
该谢谢海葵，这种素不相识的动物朋友。小云

海葵蛋白可能修复听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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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某人收到一封美国第 %&任总统亚伯拉
罕·林肯新写的来信，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
是收到一封笔迹很像的仿造信，那还是靠谱
的。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编制了一套独特
的软件，让机器“合理模仿”指定人员的笔迹，
写出新文档。
开始时，你需要向这套名为《用你的笔迹

写字》的软件提供某人实际笔迹的样本，不需
要很多，一个段落就可以了。
软件借助机器学习算法，对该样本进行

分析。具体地说，计算机观察手迹中各个字母
的组成特点，还研究一些其他的因素，包括水
平行间的距离、笔线的深浅和纹理，以及潦草
书体中字母与字母的连接方式。
在电脑初步理解了用户希望成品所表达

的风格之后，就能指挥舞墨弄笔的机械手，写
出用户指定的文字内容。迄今为止，研究团队
以历史文献为样本复制出笔迹的名人清单
中，有林肯总统（附图上方为原始手迹；下方
则是软件创写的手写文字。图 '()），有墨西
哥传奇女画家弗里达·卡罗，还有创造出福尔
摩斯形象的柯南道尔。
这项技术无疑也能用来复制你我他的日

常笔迹，而这可能是最有用的部分。
“我们的软件有很多有价值的应用，”

研究者之一的伦敦大学学院汤姆·海恩斯
博士说，“比如说，有人送鲜花作为礼物，想
加个手写字条在里面，那就能不进花店而
完成；中风病人只要表达出自己对字母的
构想，以后就有了辨识度高的个人手迹。软
件也可用到漫画书中，画中插入的文字能
翻译成不同语言，而仍然保持作者原始的
书写风格。”

上面我们介绍了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巧
妙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完成模仿，以及一些可
能的应用。你可能会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对
付中文这样的“方块字”，软件能圆满地处理
吗？我想说，现在的班子应该还不能。所有的
一切，至少要等到中文笔迹专家把自己的心
得教会给计算机以后才行。

比尔

蝗虫化身半机器人
危险区域探测炸弹

电脑学会模仿你的笔迹 ! ! ! !里约奥组会“交班”
给了 *+,+ 东京奥组会。
而就在前几天，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的
一项研究结果认为：由于
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未来
-+年中，北半球的大多数
城市将不适合举办夏季
奥运会。

领衔该项目的公共健
康学教授约翰·巴尔梅斯
说：“我们的研究通过对气
候变化的预估，表明到本
世纪末前后，今天我们认
为可以举办夏季奥运会的
城市中只有极少数城市真
的可以。”研究人员的预测
依 据 的 是 ./!0 指 数
（."#/123 湿 球 黑 球 温
度）。./!0由黑球、自然
湿球和干球 4部分温度构
成，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
空气湿度、辐射热和风等
诸多因素，提供评价人体
接触环境热负荷的基本参
量，单位是摄氏度。伯克利
团队藉此确定潜在主办城
市的可行程度。

这个调查设定，任何
一个城市，只要有超过 5+6的几率因温度超
过 ,&摄氏度而取消马拉松比赛，就认为它不
是可行的选择。
科学家们研究了竞争过 ,+,+或 ,+,7年

夏季奥运会的所有城市，不管是后来成功的、
还是早早被淘汰的，认为到 ,+89年前后，它
们都将不适合举办奥运会。包括 ,+,+年的东
道主东京，届时也将因太热而难以确保运动
员的安全。附图为团队预测的逐年温度图示
中的一帧。

巴尔梅斯教授说：“如果我们预测一下
,,世纪的场景，那时世界上能举办夏季奥运
会将只有 7个城市，爱丁堡、格拉斯哥、都柏
林和贝尔法斯特。”
这项研究当然只是一家之说，目前也还

只考虑了温度因素。而实际上，其他一些因素
（如海平面上升），也可能成为选择未来夏季
奥运会地点的重要因素。 稼正

! ! ! !生物世界里，探测爆炸物的高手何在？
人类已经有了嗅炸弹的狗、老鼠，还有海
豚；而戴着小背包的昆虫可能很快加入这
个尖端技术的行列。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
易斯分校工程师正在开发半机器人版的蝗
虫，将在远程控制下飞入危险区域，借助自
己的触角嗅出爆炸物，并在发现它们时发
出无线警报。

该项目由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由
该校生物医学工程助理副教授巴拉尼哈冉·
拉曼领衔，他花了数年时间研究蝗虫如何处
理气味。拉曼说，与大自然设计的动物鼻子
相比，人类设计的任何传感设备都是“基本
版”。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发明轮子？而
不是利用基于生物的解决方案？”

拉曼说，创建这种半机器人的昆虫需要
整合三方面的技术。他的介绍让人感觉就像
在听科幻故事，真是闻所未闻。

首先，得把蝗虫引导到需要它进入的偏
远或危险区域。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采用具
备生物兼容性的丝织物制造等离子体“文
身”，贴在昆虫翅膀上，它能将光转换成热。
借助激光瞄准文身，利用蝗虫远离热源的天
性，可以控制蝗虫的飞行方向，比如，让右边
的翅膀得到更多热量，就能引导昆虫朝左
飞，反之亦然。

这些文身中包含的电浆纳米结构，使其
还能采集环境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样本，提供
给后续的环境化学物质研究。

第二招是，一旦蝗虫进入危险区域，研
究人员需要实时知晓它闻到什么气味。他们
通过外科手术，将微型电极植入到蝗虫的大
脑中，以便“劫持”它的触角，截留其得到的
信息。当蝗虫闻到什么时，电极会读到由此
产生的电活动。

最后，得把信息从蝗虫所在的位置传

送给身处远方的操纵者。附图中
蝗虫的小背包是团队设计的功耗
低、重量轻的设备，它能将神经活
动解码，记录到芯片上，或通过无线
发送给操纵者。探测结果最终由
):; 直观地体现：红灯是有爆炸物，绿
灯是没有状况。

拉曼表示，上述三方面的技术都已进行
了单独测试，现在需要将它们整合起来，组
成整体性的仿生昆虫系统。
那么，为什么是蝗虫呢？“它们的化学感

测部分非常发达。观察蝗虫的触角，这里有
数量达几十万个的化学传感器，而且种类繁
多。”拉曼说，“蝗虫能在进入新环境的几百
毫秒内闻到新的气味。”

但真正的关键是，蝗虫的大脑相对简
单，较有可能操控。拉曼说，对安全和医疗应
用来说，犬类的嗅觉系统当然是顶级的，不

过由于其大脑更发达，检索信息的困难可能
成为障碍；你还需要时间和努力来训练它。
而研究证明，在诸如远程爆炸物感测等应用
中，蝗虫将是可行的替代者。

拉曼估计，样机将在 %年内准备好，并
进行严格测试。顺利的话，半机器人蝗虫将
在 ,年内问世。他认为还能将其用到基于闻
气味的其他任务，包括那些依靠嗅觉的医疗
诊断。 凌启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