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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可从嘈杂声中

分辨特定声音
人工智能(AI)设备已经能处理来自独

立个人的请求，但跟我们一样，它们在嘈杂
的鸡尾酒会上或几个人同时发言的情况
下，也会感到“纠结”。《新科学家》杂志官网
近日文章称，美国剑桥三菱电机研究实验
室的研究人员开发出的声音识别AI设备，
能实时分离多个声源，大大提升了自动语
言识别能力。

这项技术首次在东京先进技术综合展
览会上公开展示，被团队称为“深度聚类”机
器学习，可识别多个声源“声纹”中的独特功
能。然后，将每个演讲者声音的不同特征组
合在一起，允许它从多个声音中将特定特征
的声音选出来，最后重建每个人的话语。智
能技术使用了多名人士讲的英语进行了培
训和学习，即便说话人是日本人，也能轻松
地分辨出来。

据介绍，传统识别语音的方法，利用两
个收音器模拟听众两耳朵的位置，只能达
到51%的准确性，形成的“鸡尾酒会效应”
困扰了AI研究几十年。

新智能系统可以将两个人的语音成功
分离，而且重建单人语音的精确度高达
90%，新技术可帮助家庭和汽车更好地执
行智能任务，一次可分离多达5个人的声
音，可用于电梯、空调机组和家用产品的智
能操控。

(据《科技日报》）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整理

用糖衣炮弹把药物送
到大脑内部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现代医
疗扫除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杂症，但
一直以来，如何将药物输送到人类
大脑内部一直是治疗阿茨海默症
等疾病方面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这是因为大脑对自己的养料十分
挑剔：除了葡萄糖等营养来源之
外，血液中的物质几乎都无法进入
人类的大脑中。

随着科学家对药物越来越精准
的控制，这个难题有望被攻克。日本
媒体报道，近日，一个来自日本东京
大学和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研究小
组使用氨基酸研发了一种直径仅有
三万分之一毫米左右的超级微型胶
囊，这项研究成果备受关注，因为它
在未来可能有助于阿茨海默症等疾
病的治疗。

研究人员表示，在使用葡萄
糖覆盖这种直径仅有三万分之一
毫米左右的超级微型胶囊的表面
之后，人类大脑血管中的某个特
定的蛋白质会与葡萄糖相结合，
从而将胶囊一起传输到大脑的内
部。

另外，研究人员还注意到一
点，在空腹的状态下，这种特定的
蛋白质传输葡萄糖会更加积极。在
测试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将胶囊用
于空腹状态下的实验鼠时，成功地
将胶囊输送到了老鼠的大脑内部，
其效率达到迄今为止所有其它药
物的100倍左右。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将药物成
分放入这种新型胶囊里的话，可以
期待其达到迄今为止所无法达到
的治疗效果。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
授横田隆德指出：“这一胶囊不仅
可以在医治老年痴呆症，而且还可
以在治疗神经关联的疑难病症以
及精神疾病方面成为强有力的武
器。”

东京大学特任教授片冈一则
表示：“将来，我们将开发把药物输
送到任何人体所需部位的纳米技
术。”

不仅是阿茨海默症，当医学与
最前沿的纳米科技相结合，过去很
多致命的疾病也许就没那么可怕
了。最近，哈尔滨工程大学就研制出
来了可以在人体血液内“自由泳”的
纳米机器人。它们可以把原子级别
的药物输入到细胞中，这些纳米机
器人或许可以给人类未来的医学带
来革命。

这个微小的机器人是使用生物
相容性材料制成的，这些设计巧妙
的机器人非常灵活，它们由外部磁
场控制，涂在药物上就可以进入血
液中，然后以10微米/秒的速度游
动，由于机器人足够小，所以可以到
人体的任何地方，例如视网膜等其
他难以到达的地方。

这些纳米机器人在完成治疗
后，依旧会留在血液中，像巡警一样
到处巡逻，寻找病毒和癌细胞，最终
降解融入血液中，还最大限度地减
少手术的需要。

研究人员目前已经成功在动物
身上实验了纳米机器人，该研究的
领导者希望该技术能在一个月内治
愈白血病，相关的临床试验大约会
在5-10年内开展。

让DNA机器人在体
内活动仍属科幻范畴

制造一种能在人体内完成各类
复杂工作的纳米机器人，攻克古往
今来的各种致命疾病，已经成为科
学家们的共识。

作为纳米前沿科技快速发展的
产物，加州理工大学“钱实验室”的
DNA机器人步子又小又缓慢。它走
一步需要5分钟，步长6纳米，差不多
是人类一步的600万分之一。它只有
20纳米长，大约是一粒米的千分之
一。它看起来像根线虫，身子细长，
没有脸，蛇一般缠来缠去。它的活动
场地是一块DNA合成物的平板，隐
藏在试管里——— 因为太小了，需要
被注射进去。

板子上分布着两种颜色的分子
小球。这条“线虫”游来游去，捡起小
球送到指定的位置。两种颜色分开
摆放。它是世界上首例可以同时完
成行走、抓起、放下和分类工作的
DNA机器人。今年9月，《科学》杂志
发表了有关它的论文。

“这是DNA机器人的重要一
步。”杜克大学工程学教授约翰·赖
夫说。他自2 1世纪初就开始关注
DNA合成研究的发展。

DNA机器人和出现在大众媒体
上的机器人不太一样。后者的代表是
由施瓦辛格扮演的硬汉“终结者”或
拖着履带条的大眼睛瓦力。而据“钱
实验室”的管理者、加州理工大学助
理教授钱璐璐介绍，自己实验室的这
个小家伙在不和其他同伴缠绕时，差
不多就是“一条软软的弹力绳”。

和那些金属家伙不同，它的血
肉由核苷酸构成。后者也是脱氧核
糖核酸，即DNA的组成物。这也是

它名字的由来。
“它们可以抵达人类到不了的

地方。机电机器人被送去火星，它们
则可以被送到血液循环里，精准运
输送达药物。”钱璐璐对媒体表示。

目前，这些DNA机器人还只能
在试管中活动，远谈不上进入人体
治病。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的纳米
生物学专家陈文龙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对“钱实验室”的工作大加赞
赏，但他同时也表示：如果机器人贸
然进入人体，合成DNA携带的基因
编码很可能会扰乱人体本来的基因
信息。

科学家的工作重心正集中在怎
样让这些小家伙步子迈得更快一
点。“很多(DNA机器人)在未来可能
的应用目前还属于科幻小说的范
畴。”钱璐璐说。

像人类这样的多细胞
生物衰老无法阻止

似乎，随着科学的进步，纳米机
器人让各类疾病的治愈都有了可
能。未来会出现永不衰老的办法吗？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人员带来了
坏消息：从数学上看，像人类这样的
多细胞生物，衰老无法阻止。

研究人员之一、亚利桑那大学
教授乔安娜·梅塞尔在一份声明中
说：“从数学上看，衰老不可避免，完
全不可避免。逻辑上、理论上和数学
上都没有办法。”

梅塞尔和博士后保罗·纳尔逊在
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
告说，从细胞层面看，人衰老时有两
种情况发生。一方面，多数细胞形成
速度变慢，功能开始丧失。比如，头发
细胞停止生成色素，导致头发变白；
另一方面，一些细胞生长速度加快，
可能会形成癌细胞。当人衰老到一定
程度，很多人体内都会有癌细胞形
成，不过不会表现出患癌症状。

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清除那些
生长缓慢、功能丧失的细胞，那么就
会让癌细胞增殖；如果清除生长过
快的细胞或让其减速，那么生长缓
慢、功能丧失的细胞将在体内积聚。
两者只能取其一，无法兼而有之。他
们的工作从数学上证明衰老是“不
容置疑的事实”和“多细胞生物的内
在属性”。

“衰老也许能够减缓，但却不可
阻止，”梅塞尔说，“我们从数学上证
明了为什么不可能同时解决两个问
题。”

纳尔逊补充道：“作为一个多细
胞生物，衰老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面
对的事件。”

纳米科技正在改变着现代医疗技术，药物的设计越来越精细，对癌细胞的打击越来越精准。人们对
死亡的态度也因为科技的进步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医疗手段日新月异，寿命延长的前景似乎无
限光明。与此同时，一道死亡横亘在通往不死之身的路上，让种种努力瞬间化为泡影。就像堂吉诃德面对
风车一样，虽然在挑战死亡的路上会被碰得头破血流，但科学家们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为什么在安静的环境下

你会听到不存在的声音
你可能从未置身于真正安静的环境

下。你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宁静的地方，
无论你住在城市也好，在郊区也罢，都或
多或少地充斥着现代世界的声音。

实际上，这是件好事，因为在绝对安
静甚至接近安静的环境下，人的大脑和耳
朵的反应会非常怪异——— 怪到会使人产
生很多种诡异奇怪的声音体验。这一现象
的内在机制，也许能解释与特定精神疾病
相关的幻听症状。

人们首先会注意到一些真实存在的
东西。在缺乏外界声音输入时，我们的耳
朵和大脑就会变得格外活跃。那些平时被
各种喧嚣完全淹没的声音，就会变得过于
嘈杂，甚至使人不堪忍受。比如，听觉神经
自发冲动，会导致尖锐的嘶嘶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
声音只是简单地进入耳朵，然后被传入大
脑”，索尔福德大学的声音工程学教授特
雷弗·考克斯说，“但实际上，比起从耳上
行到脑的神经连接，从脑下行到耳的神经
连接数量更多”。

这点重要吗？考克斯说，首先它可使
大脑调节内耳的增益水平。近期的脑成像
研究证明：如果没有从其他感官接收到的
基础信息输入，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持续
的幻听症状。

这些信息接收从根本上帮助我们的大
脑将想象与现实区分开来。研究人员推断，
如果将这些器官中的一个或几个去除掉，或
者大幅度削弱其功能，将会“造成极其逼真
的幻觉，不管是生理上还是主观上都不可能
将这些幻觉与真正的知觉区分开来”。

（果壳）

左右脑有明确分工吗

流言：“左右脑年龄测试”风靡朋友圈，
左脑负责语言、右脑负责图像，根据测试可
以得出左右脑的“年龄”。

真相：从事脑科学研究50多年的北京
大学心理学教授沈政说，1981年，美国心理
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提出了左右脑分工
理论，当时，他有一条结论是：一般来说，左
脑对数字文字的识别、认知、记忆要比右脑
好一些，而右脑在图像图形处理上，则要优
于左脑一些，但这个说法在日本被歪曲了。

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做民间教育的
时候，提出了“左脑负责抽象思维，右脑负
责形象思维”的说法并将其推广。这种说法
后来传入了中国，又演变出了“左脑负责语
言，右脑负责图形”的版本。

2000年前后，在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会
上，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脑科学专家开始反
对这种源自日本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谬误。

“科学”流言榜（2017年10月）

纳米药物越来越智能
不死之身会成真吗

DNA机器人抓取分子小球概念图。

由于纳米机器人足够小，可以到人体任何地方。


	A14-PDF 版面

